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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体制障碍 整合科技资源 为半岛蓝色经济发展强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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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要指示。齐鲁大地掀起一股强劲的蓝色经济发展浪潮。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需要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如何在推进半岛蓝色经济区崛起中，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整合省内海

洋科技资源，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发展服好务，成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

题。 

一、我省海洋人才与科技资源优势 

我省是全国海洋科技力量的富集区，是国家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省级以上海洋科研、教学机构

55所。拥有1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40%多，其中院士18名，博士生导师300多名，博士

点52个，硕士点133个，另有近2000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海洋科技工作者。拥有24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处

海洋科学观测站台，20多艘海洋科学考察船，涉海大型科学数据库11个，种质资源库5个。国家安排的10

个“973”海洋项目，我省承担了9项。另外，还承担了500多项“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洋项

目，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处于国际前沿研究水平的成果。以生化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为基础的

海洋药物研制一直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开发了可生物降解环保型新材料、纳米多功能塑料、光生态膜、新

型海洋酶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科技在我省海洋产业中的贡献率达50%以上，科技创新成为

拉动海洋产业升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力助推器。目前，我省海洋产业已发展到渔业、油气、盐业、造

船、运输、旅游、化工、药物、海水利用、电力等20余个产业，其中，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工程建

筑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均位居全国首位。2008年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5346.25亿元，比上年增长20.6%，占

全省GDP的17.2%，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 

二、海洋科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挑战 

尽管我省海洋科技成绩突出，高级海洋人才数量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海洋科技和人才问题上，

仍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与挑战。 

科研体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央驻鲁（青岛）科研院所是我省涉海科研主体，我省海洋科技资源主

要集中于中央在青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所、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农业部黄

海水产研究所、国土资源部青岛地质研究所等），这些国家院所从成立之初，其定位就是国家战略性的基

础研究。地方海洋科技资源相对薄弱，虽然省里也有部分涉海科研机构，但无论从人才层次、人才数量、

科研能力、科研经费上与中央驻鲁科研院所都有较大差距。我省区域内的海洋科技资源目前仍处于条块分

割、部门分割的状态，资源共享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科学仪器设备、图书文献、数据资料重复浪费，共

享水平低，面向行业服务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开放程度不高，海洋科技资源分散浪费、形不成合

力的问题突出。 

海洋人才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体水平还不够高，海洋人才队伍不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与发达国家

存在一定的差距，与我省快速发展的海洋事业和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对海洋人才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人才结构不够合理，普通理论型人员多，海洋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研发型、创业型人才匮

乏；三是直接服务、扎根于基层的高层次人才短缺，高层次海洋人才数量偏少，我省涉海企业技术水平较

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四是人才地区分布不平衡，人才开发使用机制还不够灵活，在优秀人才的引进上

政策还不够宽，在人才使用上缺乏竞争机制等。 

三、对策与建议 

如何发挥我省海洋科技人才和科技优势，笔者建议：整合海洋科技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优势互

补、互利互惠的新格局。 

（一）中央驻鲁科研院所是我省重要海洋科技资源，但其直接服务山东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

来。我省应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引导其在服务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同时，提高其服务山东经济发展的积极

性。结合山东省情，与中央驻鲁海洋类科研院所、高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加大省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力

度，提高科研项目层次，将部分项目向中央驻鲁科研院所倾斜，同时，鼓励省属科研院所与中央驻鲁科研

院所积极开展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身科研水平。拓展合作对象，支持中央驻鲁或省属科研机构有选择地



与省外或国外知名科研机构进行科研合作，共同承担山东省课题项目，省财政提供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应

用于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按照“集成力量、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的原则，对现有的基础科研力量实行强强

联合，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和完善省、部会商机制，积极申请国家级科研项目，逐步建立以海洋高科技项

目为载体凝聚国家级海洋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以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一所、

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和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五家国家级科研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为基础，

重点推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综合性海洋科考船、国家深潜基地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在

区域内全面开放各类科技资源和创新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开展科技创新，最终建成我国海洋基础与应用

研究和高技术研发的主要基地、国际交流中心、优秀科学家汇聚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载体。对山东省海洋

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

省属科研机构，由相关省直部门统一协调，在学科专业设置、课题研究方向、资金设备投入、人才配备引

进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避免资源交叉重复，形成各具优势、特色鲜明的科研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主

导、各科研机构自愿加入的“蓝色经济区科技联盟”，构筑设备共建、信息共享、智力交流的平台，实现

联盟内科技智力资源的有序、无障碍流动。沿海七市也要在各自区域内建立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整合机

制。 

（三）开展蓝色经济人才统计，建立蓝色经济人才档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研，摸清八大产业人才

现状，尽快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人才统计体系，科学制定各项统计指标，及时掌握人才的分布、

结构、层次、培养情况等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蓝色经济人才档案，将省内、省外，甚至国外的蓝色经济

人才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实现人才信息资源的共享。聘请相关领域高层次领军人物、专家，成立蓝色经济

专家顾问团，负责了解、掌握和研究所在领域本专业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及时向省政府提供信息和工作建

议，进行山东省蓝色科研项目的顶层设计，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选题论证、工程项目的技术咨询、评审、

鉴定及评估等工作。 

（四）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规模化交叉性和综合性的趋势，海洋科学尤显突出，已成为

当今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学科领域之一。进一步完善首席科学家制度。由科研能力强的高层次专家，根

据科研项目需要，在单位内部、或其他单位联系最合适的相关专业专家进行合作，必要时可以聘请国外相

关专业专家进行合作，组建科研团队，联合申请课题，由专家委员会进行科研能力评估。充分发挥专家委

员会作用，进行科研项目顶层设计，有意识提高立项层次，争取列入国家课题，提高科研成果含金量。通

过省内科研人员承担、参与重大国家科研项目，提升自身科研能力与水平，为下一步更多地培养本省院士

奠定基础。 

（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中国海洋大学、烟台大学等涉海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强海洋装备制

造、海洋能源矿产、海洋工程建筑、海洋生态环保等“八大”产业群相关学科特别是急需紧缺专业建设，

突出扶持急需紧缺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师资投入，提高急需紧缺专业在读学生补助标准，引导学生专业选

学。及时为涉海高校、科研院所提供人才需求信息，运用市场机制，引导调整海洋类专业结构、招生规

模。在实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及应用技术研究上充分发挥省属涉海高校、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作

用，与驻鲁部属高校、中央驻鲁科研院所形成优势互补，主动对接半岛蓝色经济发展。引导涉海高校、科

研院所实施产学结合，在实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应用技术研发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行

“订单式”人才培养。鼓励企业为在校学生提供实训实习基地，省财政拿出专项经费进行适当补贴。 

（六）大力发展涉海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加大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在沿海七市现有

高校、职业院校基础上，整合资源建设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涉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沿海各级教育部门、

劳动保障部门和职业院校要根据半岛蓝色经济区“八大”产业群发展需要，调整优化涉海职业教育专业结

构，统筹协调招生、培养、培训、就业、使用等各个环节，逐步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市场需求相衔

接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结构。在紧缺人才相关专业领域，鼓励组建由行业协会牵头、职业院校和企业事业

单位自愿参加的职业教育集团，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开展职业教育“订单式”人才培养，建立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制度，结合职业教育进行职业资格认定、职业等级评定。各设区市政府要提高

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意识，采取扶持政策和专项经费投入措施，加大对本区域职业院校开展高技能型实用

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要出台优惠政策，调动企业支持职业院校进行实训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七）建立山东蓝色经济区科技发展基金，提高财政投入比例，加快海洋科技资源整合，加大人才和

能力建设，为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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