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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岛是国家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在国家实施海洋战略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基于海

洋科研机构的人员、课题、论文、专利和Ｒ＆Ｄ活动等各方面数据，客观分析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青岛市
的海洋科研力量在全国占比情况及发展趋势，提出立足青岛市传统海洋科研优势，加大海洋创新

投入，推动以海洋科技创新驱动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３条建议。
关键词：青岛；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科研机构；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１；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７－０４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ＱｉｎｇｄａｏＣｉｔｙ

ＬＩＵＤａｈａｉ，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ｕ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ｘｕａｎ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ｏ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Ｑｉｎｇｄａｏｈａｓａｐｉｖｏｔ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ｆｆ，ｔｈｅ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Ｒ＆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ｔｃ．，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ｗｅｒｉｎＱｉｎｇｄａｏＣｉｔｙ．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ａｋ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ｙ
ｍｅａｎ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ｎｇｄａｏ，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
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　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随着理念的转变和新常态的

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１］。具体到海洋领域，各沿海地区

正着力向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转变，青岛是国

家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在国家实施海洋战略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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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地位。２０１４年，青岛市实现海洋生产总
值１７５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１％，占 ＧＤＰ比重超
过２０％，对 ＧＤＰ的贡献率达到２９５％［２］。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在海洋经济宏

观数据方面的耀眼，青岛市的海洋科技力量是否一

直保持传统的绝对优势地位值得讨论。

多年来，青岛一直被视为我国传统海洋强市和

全国海洋科研龙头。青岛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能

力在全国地位如何，一直没有明确说法，即使是最

简单的数字，如青岛海洋科研力量在全国所占比例

也没有权威数字，６０％、５０％、４０％、３０％等等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

为了准确把握青岛的海洋创新能力，统筹青岛

科技资源，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信息和资

料，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海洋科研机构的科技统计历
年数据，对青岛市涉海科研人员、课题、论文、专利

和Ｒ＆Ｄ活动等各方面指标在全国占比情况进行分
析，尝试对青岛海洋科研力量在全国的占比进行了

客观测算，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２　数据分析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海洋科研机构的科技统计

历年数据，对青岛市涉海科研人员、课题、论文、专

利和Ｒ＆Ｄ活动等指标在全国占比情况进行分析。
２１海洋科技力量

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海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是

区域海洋科研力量的重要表征指标。

从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方面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青岛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总量呈现增长趋势。但

是，２０１４年，青岛海洋科研机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比重为５９３％，相比２００１年的８６５％，略有下降。

从海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方面来看。海洋科

技活动人员是指海洋科研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

人员，包括科技管理人员、课题活动人员和科技服

务人员。科技活动人员总量方面，青岛市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年上升幅度较大，但是青岛海洋科研机构的科
技活动人员占全国总数的比重，２００１年为１５２２％，
２０１４年为７６６％，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其中，科技管
理人员占比从１６０７％降到５１６％，课题活动人员
从１５４０％降至７１０％，科技服务人员由１３８６％降

至６７８％。从科技活动人员的学历和职称结构来
看，博士毕业占比从３７５４％降至９５５％，高级职称
占比从１６７１％降至６５２％。

从另一角度来看，２００１年的青岛海洋科研力量
确实具有极大的优势。博士毕业的海洋科技活动

人员数量在全国占比居然达到了３７５４％，这也证
明了一直以来很多专家通过直观判断认为“青岛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占全国海洋科研力量份额接近４０％
甚至５０％”的说法。

２２　海洋科技投入
近年来，青岛海洋科研机构的科技课题总量整

体上升值得肯定。但占全国总数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
的１６１７％降为２０１４年的８１２％，下降了８０５％。
同时，课题经费内部支出总量也有大幅上升，但是，

２０１４年青岛市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的经费内部
支出占全国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４０％降为６５７％。
其中，政府资金占比从２３６６％降为８１５％，经费内
部支出与政府资金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青岛市的海洋科技活动收入总量整体大幅上

升，但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却有下降，由 ２００１年的
２０７８％降为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４１％。海洋科学仪器设
备总量增长幅度更大，但是，青岛市海洋海洋科学

仪器占全国比重从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８０５％降为 ２０１４
年６７２％。

２３　海洋科技成果产出
知识创新是指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所产

生的各种形式的中间成果，也是科技创新水平和能

力的重要体现［３］。海洋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量、授

权量等指标能够反映海洋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可以

更为直接地反映海洋创新的活动程度和技术创新

水平。较高的海洋知识扩散与应用能力是创新型

海洋强国的共同特征之一。

从海洋科技论文方面来看，２０１４年，青岛海洋
科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发表论文总量呈现明显上

升趋势，但是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为１１２１％，比２００１
年的２１６２％下降１０４１％。

在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占比从 ２００１年的
２０７７％降为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２０％。该数据同时还说
明，在很多海洋创新指标占比有所下降的同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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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文占比指标仍处于高位，侧面证明了青岛市在

高端海洋科研力量上的优势依然存在。

出版海洋科技著作方面，总量也呈现上升趋

势，占全国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３９６％降至２０１４年
的８７０％。

从全国涉海专利方面数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专利申请受理和授权总量呈现 ５０倍以上的增
长，其中青岛市的涉海专利申请受理和授权总量增

长率分别超过８０倍和６０倍，该成就很值得肯定。
从占比来看，２０１４年青岛海洋科研机构专利申请受
理数、授权数分别为全国总数的６０９％、８０９％，低
于２００１年的 ４７７１％、６５０６％。申请和授权专利
中的发明专利占比也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从２００１年
３０７７％、５５００％的降为２０１４年的５９３％、６８８％。
值得 注 意 的 是，２００１年 的 ４７７１％、６５０６％、
３０７７％、５５００％等高占比数据进一步佐证了青岛
市海洋科技事业的辉煌，可以说，青岛市在中国整

体海洋科技水平提升和海洋经济发展上作出了巨

大贡献。

２４　海洋Ｒ＆Ｄ情况分析
海洋Ｒ＆Ｄ活动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属创新

活动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知识创造和自主

创新能力的源泉，也是全球化环境下吸纳新知识和

新技术的能力基础，更是反映科技经济协调发展、

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

标。海洋科研机构的 Ｒ＆Ｄ人员、Ｒ＆Ｄ课题数和
Ｒ＆Ｄ经费是重要的海洋创新指标，能够有效反映国
家海洋创新活动程度。

青岛和全国海洋科研机构的 Ｒ＆Ｄ人员、Ｒ＆Ｄ
课题数总量均大幅上升，但Ｒ＆Ｄ人员占全国总数的
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０５５％降为２０１４年的９４３％，
下降了１１１２％，Ｒ＆Ｄ课题数占全国总数的比重由
２００１年的 ２２６９％降为 ２０１４年的 ８９７％，下降
１３７２％。同时，Ｒ＆Ｄ经常费支出总量也有大幅上
升，但是，２０１４年青岛市Ｒ＆Ｄ经常费支出占全国比
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８５％降为９３５％。其中，政府资
金占比从３２２７％降为１１５５％。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青岛市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６９％、３０８５％两个指标数
值也都处在高位水平。

３　原因剖析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青岛海洋科研力量总体

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４
年整体加权值约为全国的 ８％。该数据说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期间，随着全国沿海地区越来越重视
海洋创新能力的培育，海洋创新投入持续上升，涉

海科研机构日益增多，对海洋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也

越来越大，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水涨船高，整体

海洋创新水平得以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青岛市的

海洋科技力量在全国占比有所下降，这在海洋科研

机构数量、科技活动人员、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

知识产出以及核心的海洋Ｒ＆Ｄ活动方面，均有不同
程度的体现。

分析其根源，青岛市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国家海洋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等高端海洋

科研支撑平台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且几十年来一直

保持中国海洋科研力量的首要地位，非常值得肯

定。２００１年，青岛很多海洋创新数据在全国占比能
达到６５０６％、５５００％这样的巨大比例，之后还一
直保持在高位水平，的确令人震撼。但随着沿海各

地区对海洋的重视，青岛市不可能长期一股独大，

天津、厦门、大连、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城

市的快速跟进其实也是必然趋势。而正确认识这

一趋势，更好地把握青岛市海洋科技事业发展方

向，正是课题组开展此项研究的初衷。

课题组认为，测算结果对青岛海洋界是一种正

面激励，更让人欣喜的是，中国海洋创新能力的整

体提升。

４　对策建议
海洋科研力量的强盛，是青岛市发展海洋经济

的底蕴所在，也是青岛在“十三五”期间以“一带一

路”为支撑的海洋强国战略中获得发展机遇的重要

基础。因此，青岛应立足本土优势，加大对海洋创

新的投入力度，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１）要立足青岛市海洋科技资源优势。当前，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青岛被定位为“新亚欧大

陆桥经济走廊”的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

支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是我国第

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青岛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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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核心区域的龙头城市，因海而兴，汇聚众多海

洋资源，具有重要的先发优势，将助力青岛在“十三

五”期间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青岛市海洋经济

宏观数据看，其海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有利于继

续发挥其成本和增长极优势，保持其总体发展水平

的国内领先地位，增强未来潜在海洋竞争力［４］。优

良的港口条件，特色的滨海旅游、丰富的海洋可再

生能和曲折漫长的海岸线，这些优势资源都是青岛

市发展的重要助力。

（２）要切实加大对海洋创新的投入力度。青岛
作为蓝色经济核心区域的龙头城市，是我国海洋科

技创新资源的主要聚集区，需要进一步发挥蓝色经

济龙头城市的既定优势，建立地方财政涉海科技投

入稳定增长机制［５］，切实加大对海洋创新的投入力

度，充分调动青岛市海洋科研力量，逐步形成海洋

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良好机制，使创

新成为青岛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同

时，充分调动涉海企业及社会金融机构等投资主体

的积极性，建立起多方力量共同集成的多元化海洋

创新投融资机制，形成“政府财政资金扶持为引导，

企业自筹为主体，金融和外资及社会筹资为补充的

多渠道、多层次投入体系［６］”，建立并完善海洋科技

创新金融支持体系。这一点尤其重要，青岛市海洋

科技力量的整体体量巨大，每年的投入也必须相应

的跟上。

（３）推动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发展。
海洋科技创新是青岛市海洋领域创新活动的核心，

其实现取决于不同创新要素的互动和协同作用能

力，需要建设完备高效的海洋科技创新机制，加强

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海洋科技创新网络，

吸引海洋创新人才，吸聚和优化配置海洋科技创新

资源。针对海洋领域科技、资源及产业等的特点，

推动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机制建设为重

要支撑、以海洋经济发展为原则的全面创新。海洋

科技创新方面，增加海洋高端科技投入，实施创新

发展，激励高水平成果产出，并充分发挥其引领作

用；人才投入方面，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洋高

端人才来青，保证“请得来，留得住”；海洋经济发展

方面，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成果转化机制形成，

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持续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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