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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海洋产业发展路径探析
———以天津市为例

王善科

（天津农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摘要：为加强海洋学科建设，提升海洋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对天津

市海洋经济发展和涉海高等教育事业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天津市高校涉海学科专业建设，提

出地方高校对接地方海洋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科学制定海洋教育发展规划，适当调整扩大涉海

专业的招生规模；不断优化学科结构，调整专业设置，构建多层次的海洋教育体系；加强京、津、冀

协同发展，努力推进协同创新；加强海洋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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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在国家利好政策指引

下，天津市海洋经济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２０１０

年４月，天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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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２０１３年，天津市发布《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

展示范区规划》，打造蓝色经济样板也正日益成为

天津市谋求发展的着力点，海洋经济正在成为天津

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涉

海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作为海洋学科的

高等院校理所当然承担起培养输送合格海洋人才

的重任。目前天津市海洋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成为制约天津市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瓶颈”之一。为实现“海洋强市”的战略目标，必须

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育事业，大力培养涉海学科拔

尖创新人才。

１　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天津 位 于 环 渤 海 中 心 区 域，管 辖 海 岸 线

１５３ｋｍ，管辖海域约３０００ｋｍ２。天津虽然拥有海

岸线不长，但单位岸线产出规模位居沿海省、市、自

治区前列，成为我国海洋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

一。天津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与浙江、山东等海洋

强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

的扶持和天津市自身对海洋经济重视程度的加大，

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升。据统计，近年

来天津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迅速，“到２０１１年

每千米大陆海岸线产出的海洋生产总值２３亿元，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０倍；全市海洋产业的生产总值已

达到３５３６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３１．３％”
［１］。

１１　海洋经济发展优势

地理位置优势。天津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优势，位于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界处，东

临渤海、北接东北、南承华北，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

中心地带，交通位置优越。此外，天津港有着非常

丰富的渔业资源，也有非常强大的科技力量，适宜

建设大型港口。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加快实施，

天津港的地理位置优势将愈发明显。

政策优势。天津已被列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

试点地区。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天津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天津

以培育海洋优势产业为突破口，在海洋经济重点领

域先行先试，探索有利于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体制、机制”［２］。根据发改委的批复，天津重点围绕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开发海洋资源、构建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等领域，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配套措施，有序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科技和人才优势。天津汇聚一批与海洋有关

的技术先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具备发展海洋经济

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十二五”以来，天津大力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加大资金投入，创新管理体制

机制，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创建和完善产业联盟。目前天津市在海洋领

域拥有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５家、其他工程中心

８家，有力支撑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

１２　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天津地处京津冀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带，地理位

置优越，海洋产业基础扎实。近年来，在国家发展

战略指引下，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十二五”以来，天津市海洋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海洋生产总值现年均增速达１３．８％，高于全国

２．９个百分点，在１１个沿海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

一。２０１４年，天津市海洋生产总值达５１１１．１亿元，

占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３２．５％。海洋生产总值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２０１０年的７．７％增

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５％，比重呈逐年稳步增长的趋

势。２０１４年，天津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

２５５２亿元
［３］。

在全国１１个沿海省、市、自治区中，天津在海洋

经济总量上并不具有优势，但单位产值水平较高，

主要优势产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洋

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水利用业等。其

中，海洋油气业规模全国领先；海洋化工业基础雄

厚，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海盐化工、石油化工项目；

海洋工程建筑业蓬勃发展，遍布海内外；海洋交通

运输业稳步发展，天津港综合实力、国际国内地位

均显著提升；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３０万ｔ／ｄ，

生产能力全国领先。

依托种类多样的海洋资源和良好的工业技术基

础，经过多年发展，天津已形成门类相对齐全的海洋

产业体系。但同时，海洋经济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突

出、产能过剩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洋产业发展不平

衡，传统石油化工、油气开采和海洋化工等三大优势

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而航运服务业、邮轮游艇业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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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海洋高端服务业规模还不大，属

于起步阶段，海洋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产业同构突出，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地区间产业布

局雷同、产业同质现象依然很明显。

１３　存在的差距

天津工业历史较长，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坚实基

础的海洋化工、海洋石油、海洋交通运输等海洋产

业，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在全

国处于前列。与此同时，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

能源等研发和利用方面与兄弟沿海省、市、自治区

相比差距明显，据统计，天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

能源等相关专利授权量远低于山东、江苏、广东、上

海、浙江以及辽宁等省、市［４］。

另外，天津经过多年建设，包括填海造陆、吹沙

清理航道、石油开采、港口码头建设等，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很大，严重损害海域和滩涂的自然生态环

境，已不适合发展耗能型的重化工和金属原材料产

业。天津作为沿海城市，向海洋要资源、做好海洋

开发是大势所趋，应融入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体

系中，特别是在海洋运输、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物流

仓储、海洋旅游开发和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等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加大发展力度。

２　天津涉海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现状

伴随海洋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海洋教育事业

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沿海省、市、自治区涉海

科研院所和高校不断设立，涉海教育和科研经费逐

年增加。为适应海洋产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天津

加大海洋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不断加强构建

多层次的海洋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注重调整结构，

加大海洋科技管理和科技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海洋

全学科建设；涉海高校重视加强对全市、全国海洋

经济建设现状及人才需求情况的调研，不断加强学

科建设，适时调整增设相关专业，加强协同创新，自

觉服务海洋强市战略。如，天津科技大学拥有海洋

科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海洋科学为天津市重点建设

学科；２０１４年天津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

建院以来承担科技部、中国海事局等科研项目１１

项，与天津市南开区共建“南开区海洋产业协同创

新基地”，还成立海洋３Ｉ（智慧港口、智慧海事和智

慧航运）技术研究中心，服务“天津国家海洋经济科

学发展示范区”建设。

天津海洋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显

著的，但与其他海洋教育发展成绩突出的地区相

比，与天津市海洋事业发展的需求和期望相比，天

津海洋教育仍相对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海洋教育不能满足海洋产业对人才的需

求。首先，海洋教育机构设置不足。与其他海洋高

等教育强市相比，天津尚未有独立设置的海洋大

学，也没有以海洋教育为主的高等院校，开设海洋

专业的高校只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

学、天津农学院等，其中仅天津科技大学具有完整

的海洋学科体系。其次，涉海专业设置不够合理。

天津高校涉海专业主要以海洋化工、海洋生物资源及

海洋渔业资源等传统专业为主，在海洋环境、海洋装

备制造、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等领域的新兴专业较

少；专业设置侧重理工科，人文社科类专业如海洋管

理、海洋经济学、海洋法学、海洋文化等还是空白。

（２）师资力量相对欠缺。由于天津海洋教育起步

较晚，未能形成很好的师资团队建设传统，存在师资

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数量少、高水平领军人才缺乏

及学术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建设不平衡等问题。

（３）实践教学环节相对欠缺。涉海专业由于其

专业特性，实训基地建设及实践教学耗资远超一般

专业，导致实践教学受到很大限制。以海洋渔业资

源专业为例，学生实习内容涉及船舶操作、海域资

源调查及海洋捕捞，均为风险较高、耗资较大的实

习项目。由于目前天津市尚未有针对高校学生涉

海实习风险保护的针对性政策出台，亦未有针对性

地增加实习经费，涉海专业实践教学只能保守运作。

３　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海洋产业发展的路径

选择

３１　科学制定海洋教育发展规划

地方高校要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地方海洋产业

需求，找准自己的服务定位，科学制定海洋教育事业

发展规划。随着海洋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扩大，地

方高校要在做好人才需求调研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扩

大涉海专业招生规模。有调查显示，公众对于海洋知

识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对海洋缺乏理性认知，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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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本概念不甚清楚［５］，为此，高校要加强海洋文化

理论研究，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海洋文化，让学生及家

长充分认识海洋教育的发展前景。此外，积极与社会

用人单位对接，推进产、学、研的发展，开辟实训用地

场所，大力推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３２　优化学科结构，构建多层次的海洋教育体系

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学科

构架是高校事业发展的基础，地方高校应根据海洋

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围绕海洋产业升级、优化

产业结构的战略需求，贴近广义的海洋教育人才培

养制度内涵［６］，推进涉海类学科的交叉融合，适时优

化学科布局，调整专业设置，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培

养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３３　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推进协同创新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天津市

将进一步加强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河北沿海地

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联动融合及一体化发展。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给地方高校协同发展带来极佳契

机，各高校应努力整合教育资源，加强协同发展，探

索和实施在各高校涉海专业间实现课程对接和学

分互认的联合培养机制。尤其在科技攻关协同创

新方面，天津高校可与河北、北京科研院所、兄弟院

校联动，努力探索陆源向海洋排污的生态补偿机

制，提升环渤海地区各个城市海湾治污的整体合力。

天津农学院设有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天津综

合试验站，河北设有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秦皇岛综

合试验站，两个试验站就贝类产业发展以及渤海海域

环境监测开展务实合作。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两个试验

站就渤海湾土著经济贝类的苗种繁育和种质保护开

展合作，繁育土著贝类苗种２亿余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两站与中科院海洋所合作，就影响整个渤海的抑食金

球藻赤潮的发生与发展开展采样调查与测定分析；目

前，两站就环渤海湾特色的海水池塘贝类养殖技术开

展合作研究。通过合作，有力带动两地沿海贝类产业

的迅速发展，对比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天津市主要经济贝

类产量均有显著增长，海域经济贝类资源量成倍增

长，成为天津市水产养殖业新的亮点。２０１４年天津

大学与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委会签署共建天津大

学青岛海洋技术研究院合作协议，有８个专业研究院

及科研领军人物团队入驻蓝色硅谷，打造校地合作，

建设产、学、研示范性项目；双方的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尤其是在深海远洋领域取得很多面向

应用的技术成果。

３４　加强海洋师资队伍建设

发展海洋高等教育，关键是要有一流的海洋师资

队伍。目前天津市海洋教育师资力量匮乏，严重制约

海洋教育发展，必须通过引进优秀人才和加大师资培

训力度等方式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天津市海洋服

务业发展专项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指出，加强海洋

人才引进培养，加大海洋高端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引

入国内外优秀海洋服务业人才及团队，完善人才落

户、住房、社保、子女教育等各种配套政策，打造海洋

科技人才高地，强化海洋服务业发展的人才支撑［７］。

为此，地方高校要把握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围绕

培养创新型领军人才、统筹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建设一支优秀的海洋教育师资团队。

４　结语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得以全

面实施，天津海洋经济产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同时

也对担负培养涉海专业人才任务的高校提出新的要

求。地方高校要瞄准海洋经济长远发展需求，适时调

整学科专业方向，不断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天

津推动海洋强市战略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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