
集聚海洋高端人才，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创新海洋国际交流模式……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青岛这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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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
岛市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
设有关情况。记者了解到，
2023年全市实现海洋生产总
值 5181.3 亿元、同比增长
6.5%，分别占全国、全省海洋
生产总值的5.2%和30.5%，列
全国沿海同类城市第三位，
预计今年上半年全市海洋生
产总值增长7.7%左右。

坚持机制聚海
形成大海洋工作格局

青岛市发挥市委海洋委统一领导作用，召
开现代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座谈会、推
动海洋科技创新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座谈会、
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系列座谈
会，建立完善重点攻坚、项目观摩、招商推介、
过程管理等工作机制，举办引领型现代海洋城
市北京、上海推介大会，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推进海洋发展工作。中央办公厅两次来青
开展海洋强国建设回访调研均给予肯定。出
台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意见、五年规划、
三年行动方案等文件，在全省率先启动编制青
岛市海洋发展远景规划和青岛市海洋经济促进
条例，在全国海洋系统首次推出“海洋改革二
十项案例”。

此外，青岛市出台了全国第一部精准支持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的 综 合 性 产 业 政 策“ 海 洋 15
条”，累计评选奖补资金 9540 余万元。在全国
率 先 开 展 高 成 长 性 海 洋 企 业 评 选 活 动 ，搭 建

“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打
造梯次跃动、良性互动、全产业链拉动的海洋
产业发展生态。

坚持科技强海
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全市涉海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 145 家，
其中省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 56家，部、省、市
共建“深海三大国家平台”加快推进。

此外，青岛市充分发挥崂山实验室战略科技
力量，在深海无人自主航行器、深海大规模无人
平台组网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成果。联动推进“海创计划”“沃土计划”

“硕果计划”，2023 年，全市涉海技术交易额 69.35
亿元，同比增长 70.0%。今年上半年，全市涉海
技术交易额 28.21 亿元，同比增长 186.7%。涉海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38 家，研发费用投入共计约
53.2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约为 4.9%，拥有有效专
利超过 1.7 万件。培育涉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56 家、独角兽企业 16 家、瞪羚企业 80
家、雏鹰企业 80 家。

近年来，青岛市出台海洋人才集聚行动计划、
现代海洋英才激励办法，全市海洋人才总量达
37.65万人，住青涉海“两院”院士达23人。

坚持产业兴海
打造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

青岛市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海洋经济发
展的强力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市 140 个海洋
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07.52 亿元，年度计划
投 资 完 成 率 59.14% ；海 洋 领 域 新 签 约 项 目 86
个 ，总 投 资 472.72 亿 元 。“ 深 海 一 号 ”能 源 站 、

“海葵一号”等大国重器在青建成交付，中船船
舶设计研究中心总部落地青岛。抗肿瘤新药
BG136 完成临床一期，抗乙肝药物 LY102 获批
进入临床。青岛百发扩建项目投产运行，全市
海水淡化规模达到 34.1 万吨/日。总投资 102
亿元的中电建即墨 115 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开
工建设。同时，青岛市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产
业集聚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构建包含“瀚海
星云”大模型在内的一个基础大模型矩阵、以

“问海”大模型和港口大模型为代表的 N 个行
业大模型以及 X 个重点应用场景的“1+N+X”
海洋大模型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
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在海洋传统产业方面，青岛也在不断改造提
升，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启动运行，国家深远海绿
色养殖试验区加快建设，“国信1号”养殖工船累计
收鱼超过3000吨。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1处，
占全国总数 1/8，居全国第 2位。奥帆海洋文化旅
游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开拓“海上观青岛”
旅游航线，建成运营国内首家以海洋为主题的科
技馆，2023 年全市接待游客 1.3 亿人次，旅游收入
1910亿元。

坚持以港通海
打造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青岛港成为离境港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
2023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6.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877 万 标 准 箱 ，分 别 居 全 球 第 四 位 、第 五 位 。
今年 1-5 月，完成货物吞吐量 2.98 亿吨、同比增
长 5.3%；集装箱吞吐量 1257 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 9.6%。

同时，青岛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
易联系，开辟航线 220余条，航线密度和数量居北
方港口首位，海铁联运箱量连续 9 年保持全国第

一，2023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8759.7亿元，同比
增长 4.6%。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4378.3亿元，同比增长1.8%。

此外，顶格成立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
作专班，制定出台青岛市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加快山东港口航运金融中心、北
方国际油气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港区、园
区、城区三区互融。推动浦发银行、青岛银行等
设立蓝色金融部门，成立青岛市蓝色金融发展
联盟。

坚持合作向海
打造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

青岛搭建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平台，建成全国
唯一“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成为亚洲唯一的
联合国海委会“海滨之城平台”创始城市，在 2024
年联合国“海洋十年”大会主论坛上作为唯一城市
代表作特别发言，“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首个
区域办公室落户青岛。

拓展海洋开放合作空间，组织举办中国国际
渔业博览会、联合国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东亚海洋合作平台
青岛论坛等海洋活动，青岛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
美誉度持续提升。

此外，青岛不断创新海洋国际交流模式，与
50 个国家的 88 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或友好合作
关系城市，与西班牙、挪威、法国等国家开展海洋
领域交流，推动与太平洋岛国开展海洋渔业等领
域交流合作。

坚持生态护海
打造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

生 态 方 面 ，青 岛 不 断 提 升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能力，实施海域立体确权，探索“标准海”制度
和 低 效 用 海 退 出 机 制 ，推 动 海 洋 空 间 集 约 高
效利用。服务国家“双碳 ”战略 ，发布国内首
个 综 合 性 海 洋 碳 汇 核 算 标 准 ，完 成 山 东 省 首
笔海洋碳汇交易 ，打造全国首个“负碳海岛 ”
灵山岛。

提升海洋生态治理能力，完成小岛湾、古镇口
湾等海岸线生态修复项目，灵山岛生态修复项目
有序推进，“一湾一策”协同推进污染防治，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9.3%。灵山湾入选全
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提升海洋灾害处置能力，建设智慧海洋综合
管理平台，完善海洋监测预警体系。落实浒苔前
置打捞机制，在部、省、市的领导支持下，今年浒
苔防控处置平稳有序、成效显著，浒苔上岸量由
万吨级降至千吨级。利用中央财政专项国债，首
次构建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提升对海星等
局地性海洋生物灾害监测、预警和处置能力，实
施互花米草全域治理，治理面积153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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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

亚洲首艘圆筒型FPSO“海葵一号”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