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２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

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城市建设研究

姜勇１，魏星２

（１．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２．齐鲁工业大学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２４；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技术体系研究与分析”（２０１３ＲＫＦ０１００２）；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项目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构建”（ＣＡＭＡＱＮ２０１４０４）；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山东海洋科技产业聚集示范区建

设路径研究”（２０１６ＲＺＦ０１００１）；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山东省海洋装备产业聚集区建设及创新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２０１６ＲＫＦ０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姜勇，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科技服务，电子邮箱：Ｊｙ＠ｎｏｃｑ．ｏｒ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促进沿途各区域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抓住时机积极推动山东海上支点城市建设，对于深化山东省改革开放意义重大，有利于我国经济

从单边开放转向多边开放。青岛、烟台、威海地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核心位置，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新战略的交汇点，三地经济实力雄厚，海洋科技资源优势

明显，辐射能力强，能够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海上支点，继续当好创新发展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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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传承古代商贸通

道和平友好、互利共赢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又注入

了政治互信、文化互融、道路互通、交流自由等新时

代内涵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新环境下应对国际经济

格局深刻变革、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的有力举措，是

促进沿途各区域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推进“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支点城市建设，促进海洋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山东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

需要，是山东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有利推手，对于深化山东省改革

开放，促进我国经济从单边开放转向多边开放具有

重要意义。

１　山东半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陈炎先生于１９８１

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学术研讨

会上发表的论文《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中首次提

出［１］，从中国沿海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

一是东海（今黄海）丝绸之路，分北线和南线；二是

南海丝绸之路，分南线和东线，两千多年来随着贸

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变化很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东亚海洋文明的

中心，山东半岛是最早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东海

航线北线的起航点。

我国养蚕、丝绸织造技术，以山东最早，最为著

名。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是先秦时期全国的纺织

业生产基地和对外销售中心，有“齐冠带衣履天下”

之称［２］。山东半岛也是我国历史上造船和航海技术

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古代著名的港口琅琊港、

登州港都分布在山东半岛，半岛沿岸季风的风向对

北上南下、东渡日韩都十分有利。春秋战国时期齐

国的芝罘、斥山、琅琊等港口与朝鲜半岛已经有了

经贸和人员往来［３］。至秦代，山东半岛与日本、朝鲜

半岛海上交通已极为频繁，南方诸港如温州、宁波

等尚未与上述地区通航。拥有商品来源，又有丝绸

外传的运载工具，这些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造

就了山东半岛能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

源地。在随后数千年的中、日、韩交往活动中，由于

山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为中、日、韩友好关系的发展和经贸往

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２　青岛、烟台、威海作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海上支点城市的优势

山东省政府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国家“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布局［４］，海上支点城市建设是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实施的需要，有利于推动海陆

联动发展，加快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带”“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对

接互联，优化东部沿海开发格局。

青岛、烟台、威海处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等战略的核心位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等新战略的交汇点。具备良好的集

散功能、转口功能和信息服务功能，经济基础良好，

海洋科技优势明显，辐射能力强，能够成为“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支点，继续当好深化改

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典范。

２１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强

青岛、烟台和威海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濒临

黄海和渤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地

处东北亚、俄罗斯远东地区海上交通要冲，区位优

势明显。海岸线总长２４１７ｋｍ，占全省的７２．３％，

沿岸海湾密布，以半封闭型居多，拥有丰富的港口

资源和良好的建港条件。三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

台风登陆概率低，自然灾害少，生态环境良好，生

物、矿产资源丰富。沿岸海水盐度适中，水动力条

件好，自净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承载

能力。

２２　海上航线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青岛港、烟台港和威海港海上贸易往来频繁，

目前已与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港口开通航线，国

内可与沿海港口及长江中下游通航。２０１４年，３港

口合计完成吞吐量７．５６亿ｔ，青岛港列全国港口外

贸吞吐量第３位，全国港口吞吐量第７位
［５］。港航、

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交通

逐步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无缝对接。通信设

施建设取得新进展，硬件设施不断完善。

２３　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逐年提高

山东省是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省份，青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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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又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２１年

来对外开放规模逐年扩大，２０１４年全年实现进出口

总额１４８３．４５亿美元，同比增长了２．３％。三地经

济实力雄厚，产业结构合理，２０１４年生产总值分别

达到８６９２．１亿元、６００２．１亿元和２７９０．３亿元，同

比增长８．８％、９．１％、９．８％
［６－８］；人均ＧＤＰ分别达

到９６５２４元、８６２００元、９９３２９元，同比增长６．４％、

７．１％、１０．８％。生产总值总和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２９．４％，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６．８７∶５５．２３∶３７．９０。

２４　海洋科技实力显著，海洋产业体系较为完备

山东海洋科技资源优势明显，聚集了众多国家

级海洋科研机构，云集了我国最高水平的海洋科技

人才队伍，研发实力长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青

岛、烟台、威海是山东省海洋科研实力最强的区域，

区域内拥有全国唯一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

实验室和国家海洋药物中试基地。拥有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船重工七二五所

青岛分部、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等国家和省属

涉海科研、教学企事业单位４０家，两院院士１６名。

承担了“８６３”“９７３”计划等众多国家级海洋科技项

目，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建立。随着海洋科技

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现代海洋渔业、海洋药物和生

物制品、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

产业门类齐全、产业结构合理的九大海洋新兴产

业，培育了青岛明月海藻、烟台东方海洋、烟台来福

士、好当家集团等海洋领域骨干企业，使“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海上支点城市建设支撑保障能力逐渐

增强。

３　建设海上支点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２０１５年，中国ＧＤＰ增幅６．９％，增幅创２５年新

低［９］，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刻不容缓。山东要准确把握国内、国际经

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对外开放新形势，加快海洋科

技创新驱动，构筑新的竞争优势，站在服务“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前沿，推动青岛、烟台、威海

海洋经济支点城市建设，将该区域建设成为一个立

足半岛、带动全国、辐射东北亚有世界影响力的海

洋产业核心区。

３１　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地位

依托青岛、烟台、威海海洋科技资源和优势，建

设海洋研发创新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围绕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建设，面向全球引

进首席科学家等高层次创新人才，优化国家实验

室、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平台布局；加快院士工作

站建设布局，按功能定位分类整合，加快山东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提质升级，推动成立海洋领域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

发与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推动海洋科学考察船

队组建和资源共享，加大科研平台、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向社会开放力度，建立面向企业的有效开放

机制。

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政府科技部门整合科技

计划和资源，主导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的科学研

究和重大共性的技术研究。发挥公益研究的优势

和作用，重点解决制约公益性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

问题。

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逐渐向企业转移，以

项目为纽带，进行企业横向联合以及高校、科研院

所纵向联合，构建从基础研究创新、技术创新到协

同创新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国内一流、世界

领先的海洋科技创新核心区。

３２　发展海洋科技服务，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完善山东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数据库、山东

海洋科技成果数据库，建设海洋专利信息查询平

台，加快青岛国家海洋技术交易服务与推广中心、

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烟台国家级海洋科研成果

转化基地等建设工作。构建完善的山东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系统，建成面向全球

的国家海洋技术交易市场，提供法律法规咨询、合

同认定登记、技术经纪人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融资担保服务。建立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科技

专家和科技企业沟通的桥梁，实现科技投入产生的

成果在技术市场进行交易、转化和产业化，将三地

建设成为国家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核

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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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大海洋科技成果示范作用，培植战略性海

洋新兴产业

培植和发展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海洋开

发示范园区，支撑海洋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建设

长山列岛深水生态养殖和海洋牧场、蓬莱海洋工程

制造、荣成低碳经济、胶州湾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

科技产业化示范基地，扶持青岛高新区蓝色生物医

药产业园、海西湾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董家

口临港产业园等一批产业园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

用，加快成果转移扩散。

推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烟台东部海洋经济

新区和威海市南海新区建设，紧密围绕海洋战略性

海洋新兴产业培育主线，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重

点突出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海洋调查与矿产资源开采、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

洋新能源、海洋精细化工、海洋运输物流和海洋文

化旅游等产业，集聚优势研发力量，强化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和集中示范应用，打造海洋科技发达、产

业结构合理、人文和环境友好融合的海洋新兴产业

集聚区。

３４　开展海洋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高水平

专业化智库建设

举办国际海洋科技发展论坛和中国海洋科技

周，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与美国伍兹霍尔海

洋研究所、美斯特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英国南安普

顿国家海洋研究中心等６家世界知名海洋研究中心

建立项目合作和人才交流机制，制定信息沟通制

度。扩大与世界海洋科技大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范围，搭建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网络平台，拓展服务

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渠道。

成立专门的海洋科技发展专家委员会，发挥各

类科技学会、协会和由专家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智力

支持作用。定期派遣委员会研究人员到国外高水

平智库担任“访问学者”，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

和研究方法，创新合作模式，与国外高水平智库联

合开展研究海洋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探讨

机构设置和组织模式，形成一种组织联系紧密、具

有长期预见性的运作管理方式，建设具有针对性、

前瞻性的海洋科技与产业发展智库，为山东省在海

洋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把握、政府决策层面提供

参考。

３５　加强国内区域合作，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综

合枢纽

发挥承南起北的作用，加快与“长江中下游经

济带”“环渤海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京津冀等地区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形成以山东半岛重要港口

为核心、辐射上述区域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产业

分工和协作，开展海洋产业、科技项目、科技教育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加快港口业务与管理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港口核心竞争力。建设港口物

流信息系统查询中心，集港口物流的数据、监控、客

户服务中心于一体，实现仓储、保税、集疏运、多式

联运、流通加工、综合服务线上服务功能，为物流枢

纽的众多业务提供全面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

优化业务，整合港航资源，完善航运网络，培植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港口集团，重点发展邮轮经济，

形成青岛港为核心，烟台港、威海港为骨干的辐射

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北亚的国际航运综合枢纽。

４　条件保障

４１　制定海上支点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

国家战略之一，各省、市、自治区都积极争取在国家

规划中占得一席之位，搭上国家发展主战略的快

车，将给地方经济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青烟、威

海上支点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结合国家目标，

融入国家新战略的顶层设计，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充分认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支点城

市的建设意义，立足山东，超前谋划，提前运作，组

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制订切实可行的《青岛、烟台和

威海市海上支点城市建设实施试点方案》，力争方

案进入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根据山东省海洋产

业发展特点，找准自身定位，发挥区域内科技优势

和环境、资源优势，编写《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海洋生

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等专项规

划，指导海洋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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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

人才是企业和国家的立足之本，海上支点城市

建设需要各类人才的有力支撑。一是加大青岛、烟

台和威海高校海洋学科建设和海洋领域应用技术

型人才培养力度，开展校企合作的培养方式和途

径，培养适应海洋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二是

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企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吸引高层次海外人员和归国人员入

园创业；三是建立健全科研人才双向流动机制，破

除人才流动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

间合理流动。

４３　发挥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优势

华人华侨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天然桥

梁和纽带，全世界约６０００多万华侨中有４０００多万

分布在沿路各国，植根于沿路各个国家的经济、科

技、教育等领域，具有人数众多、层次较高、组织健

全等优势。山东籍海外华侨华人、旅居港澳同胞约

１２０万人，分布在世界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省内归侨

侨眷约１２０万人
［１０］，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增强华侨

对“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了解，凝聚侨心、

汇聚侨力，利用海外侨务资源，发挥海外华侨华人

技术、资源和社会影响是提高山东省海上支点城市

建设效率和质量重要手段。

４４　做好组织、协调和实施工作

沿海３市要加强区域间和部门间的协商与沟

通，建立必要的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完善协商解决

跨市域的重大问题，共同推进区域发展的重大项

目，研究提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做

好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的沟通联系，避免功能区域定位趋同，产

业结构和布局重叠，规避与省内和国内同类型经济

区域无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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