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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海洋科技发展对策探讨


卢书海１，何金整１，杨运启２

（１．沧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２．沧州市科技局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以沧州市海洋科技为研究对象，在阐述沧州市海洋科技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沧州市海洋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沧州市海洋科技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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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重点之一，海洋科技发展进入快速提升阶

段。以科技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海洋

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能力，促进海洋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海洋事业协调发展［１］，成为海洋

科技发展的战略任务。

１　沧州市海洋科技现状

１１　概况

沧州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濒临渤海湾，

海岸线长９５．３ｋｍ，沿海有滩涂４３４ｋｍ２，浅海

面积 （０～２０ｍ等深线）１９００ｋｍ
２，有海岛２３

个，岛岸线长３４．４ｋｍ，湿地约２６６ｋｍ２，盐池

２９４ｋｍ２。

黄骅港包括煤炭港区和综合港区。煤炭港

区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１０个，年吞吐量达

９０００万ｔ；综合港区拥有１０万ｔ泊位８个，其

中，散杂货泊位４个，多用途泊位４个，年吞吐

能力５０００万ｔ。

钢铁、石化、电力、装备制造等临港产业

初具规模，海洋油气业、海水综合利用业等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中捷产业园、南大港产业园、

临港化工园区、保税区等建设初显成效，渔业

发展进一步加快。

“十一五”以来，沧州市海洋经济规模不断

扩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２０１０年沧州市海

洋产业总产值１４７亿元。其中海洋渔业总产值

１２．７６亿元，海洋盐业总产值５．４亿元，海洋化

工总产值０．９７亿元，临港工业总产值１０７亿元，

海洋运输业总产值２１．２８亿元。 “十一五”期

间，沧州市海洋经济平均增速２２．９２％，比全国

经济增速快９．９２个百分点。

１２　海洋科技现状

１２１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沧州市积极组织实施各类海洋科技项目，

其中海水淡化项目应用于沧东电厂，海水养殖

取得进步，风能技术已经投产应用，海洋预警

技术也得到示范应用。

１２２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沧州市加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

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施，其中 “海水淡化及

浓海水综合利用”和 “渤海三疣梭子蟹良种繁

育”等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省资金支

持５００多万元。

１２３　海洋科技能力建设跃上新台阶

沧州市现有 “涉海”院士工作站１个，高

新技术企业７家，省级研发中心１家，生产力促

进中心３家，其中黄骅模具生产力促进中心被

科技部列为首批技术转移服务试点机构。

２　沧州市海洋科技存在的问题

２１　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研究深度不够

沧州市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偏低，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海洋科技对海洋发

展的贡献率较低。沧州市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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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发展阶段，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

规模；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

对落后。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２２　海洋科技人才严重不足

沧州市海洋科技人才队伍的现状难以满足

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科技对海洋经济的

支撑能力偏低。严重制约了沧州市海洋科技发

展和海洋产业的发展。

２３　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

沧州市海洋产学研合作处于起步阶段，海

洋产业技术联盟没有形成，引领海洋科技创新

的国有科研机构缺乏，实施海洋技术创新的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较少。

２４　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善

沧州市所属各级生产力促进中心不能全面

覆盖海洋产业，科技信息平台及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不能满足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

２５　海洋科技投入不足

虽然沧州市财政科技投入逐年增加，海洋

科技项目获得资金支持也相对增加，但是相对

于海洋科技发展的资金需求来说，明显不足，

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

３　沧州市海洋科技发展的对策

３１　重点开发海洋关键技术

围绕沧州市海洋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立

足于沧州市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开发以

下海洋技术：

海水养殖技术。重点开展：牙鲆、半滑舌

鳎、银鲳、海湾扇贝、对虾等海水养殖生物的

遗传育种技术、免疫与疾控技术；设施养殖渔

业技术；海水养殖生态环境评估与健康养殖技

术。

海洋水产品深加工技术。重点开发：活性

多糖、不饱和脂肪酸、活性肽等具有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等海洋健康食品技术；海洋多糖类、

活性多肽、皂苷类等药物技术；功能性医用敷

料、药物缓释材料、可降解生物材料和改性多

糖等海洋生物材料技术。

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海水

直接利用装备与技术；海水淡化装备与技术；

海水化学元素提取装备与技术。

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主要开展：近

岸海洋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分析和评估研究；研

发海洋风能、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海洋

生物质能、温差能利用关键技术。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技术。围绕沿海开发与

海洋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重点研究：海

洋生态保护技术；海洋生态灾害防控技术；海

洋生态修复与污染控制技术；生态损害价值评

估模型方法及政策；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功能

区划理论体系；海域综合整治与修复理论与技

术等；港口群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海岸工程技术。重点发展：新型防波堤结

构、码头、离岸深水港结构物和海上构筑物建

造技术；海洋防腐新材料；数字化、信息化的

海岸工程管理技术；水下焊接、吹填软基加固

技术。

海洋开发综合管理关键技术。重点开发：

海洋科技信息平台技术；海洋服务保障技术；

海洋／海岸带综合管理方法与技术；海洋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

３２　加大实施海洋科技人才战略

打造海洋科技创新团队。依托各种项目，

制定培养和引进计划，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配套

措施，造就一批冲击世界海洋科学前沿、勇于

创新的领军人才［２］。以重大学术研究项目为纽

带，鼓励领军人才领衔组建具有区域竞争力的

高水平海洋基础研究团队，进一步夯实和提升

沧州市海洋知识自主创新能力。

壮大海洋高技术人才队伍。采用以重大建

设项目为载体培养、吸引、使用人才的新模式，

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建设工程和重点基地，以

自我培养为主，以引进为辅，凝聚形成具有自

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的一批高级技术研

发人员、技术专家，形成海洋技术创新产业链

科技人才群体，为海洋产业的发展做好人才与

技术储备。

大力培养海洋产业高技能人才。主要措施

包括：大力发展沧州海洋产业技能型人才职业

教育，建立与沧州海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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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海洋产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大幅提

高海洋产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模和水平；建

立和完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

点，注重职业道德和知识水平的海洋产业高技

能人才评价体系；建立技能人才正常的考核、

晋级、增资体系；鼓励和支持优秀技能人才参

与国际或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格认证考试，不断

提高沧州市海洋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竞争力。

培育海洋科技管理人才。以提高战略决策能

力、经营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企业创新能

力为目标，以培育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为核心，

加大海洋科技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建设力度，不断

提高海洋科技管理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

３３　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组建产业技术联盟。按照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的模式，选择有代表性的企业牵头，联合相关

企业、大学、研发机构，通过契约形式建立长

期、稳定、制度化的利益机制，围绕产业发展

需求，构建区域性海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推进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优势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所有海洋产业的大中型企业、科技型小企

业都要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并达到有办公

场所、研发基地、技术依托、科研人员、研发

资金等基本条件。市政府统筹规划，安排科研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对企业建立的工程技术中

心给予专项资助。对于条件成熟的企业技术中

心，推荐申报国家、省工程技术中心。

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事业单位，联合高校、省级以上科

研单位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集人才、

技术、项目为一体，推动海洋产业科技创新。

３４　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培育一批服务专业化、发展规模化、运行

规范化的科技中介机构，规范科技中介机构管

理。形成政策引导、社会参与、开放协作、功

能完善、运行高效的海洋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以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为目

标，促进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满足海洋科

技发展和创新活动的服务需求。

３５　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投入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引导企业科技创新。

逐年增加政府的科技投资，用于支持重点技术

中心的基本建设、设备更新和运行经费；支持

重大海洋科学研究项目，海洋高技术的核心技

术研究，海洋公益性业务技术开发项目；支持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对重要成果项目给予补贴。

引导、鼓励企业投资进行研究与开发，对技术

创新给予项目补贴。

建立海洋科技创新投入的社会化渠道。打

造海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渠道；积

极扶持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海

洋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逐步建立以政府创业

风险投资基金为基础、社会风险投资为主体的

社会化风险投资体系，参与沧州市海洋科技

创新。

４　结束语

海洋科学技术是发展海洋生产力的手段，

也是发展海洋产业的重要支撑［３］。沧州市海洋

科技的发展，对提升沧州海洋产业具有着重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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