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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海洋新兴工业产业的发展与对策
*

隋 映 辉

(青岛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青岛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青岛市海洋工业产业发展

现状的调研
、

考察和分析
,

重点提出了海洋新兴工

业产业
.

发展的若干建议和对策
。

1 9 9。年
,

中央领导同
、志在 山东视察时指

出
,

开发海洋资源前途很大
,

要把开发海洋

放到重要的位置
,

做好海洋经济这 篇 大 文

章
。

青岛市的海洋科研和生产在全国具有明

显的比较优势和有利条件
。

1 海洋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变化

近20 年来
,

世界海洋科技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
,

推进了海洋产业的迅速发展
,

海洋产

业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

据有关统计
, 19 6 9年世界海洋产业

总产值约为 130 亿美 元
,

到 19 80 年 上 升 到

2 5 0 0亿美元
,

12 年间增长近20 倍
。

据估计
,

到

2 0 0。年世界海洋产业年总产值可达 3万 亿 美

元
,

在世界海洋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将由目

前的 5肠上升到 16 肠左右
。

在发达国家
,

美

国海洋产业产值将近 4 0 0 0亿美元
,

占全国总

产值的 20 帕
,

日本从海洋中提取 1 / 3的 工 业

原材料
,

为国民提供50 肠以上的动物蛋白
。

到2 0 0 0年仅 日本海洋生物技术产业产值就达

150 亿美元
。

目前发达国家海洋产业开 发 正

向深海和新的领域推进
,

如深海采矿
、

海洋

农牧化
、

海洋能源
、

海水综合利用
,

海洋空

间等
,

这些产业一旦形成
,

将对世界经济产

生重大的影响
。

有关专家认为
,

90 年代到下

一世纪
,

海洋将成为国际竞争和开发的重点

领域
,

世界将进入全面开发海洋的新时期
。

我国海洋产业经济在近 10 年也有较大发

展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主要海洋产业的总

产值
, 1 9 7 9年约为 6 4亿元

, 19 8 9 年 约 为 2 4 0

亿元
, 19 9 0年约为 4 38 亿元

,
11 年 间 上 升 7

倍
,

在整 个国民生产总值 的 比 重 1 9 7 9年 为

0
.

7 肠
, 一9 8 9年为 1

.

7 肠
, 1 9 9 0年为2

.

4 7 肠
,

11 年间提高了 1
.

77 个百分点
。

同时与世界海

洋产业经济相比
,

我国海洋产业产值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重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 3
.

青岛市海洋产业产值缺乏完整而准确的

统计资料
,
据初步估计

, 19 9 0年全市主要海

洋产业总产值约为 1 6
.

8亿元
,

其 中
,

海洋水

产 (渔业 ) 产值为 2 0 6 9 3万元
,

海洋盐业 为

3 0 0 2 7万元
,

海运业为 9 3 7 54 万元
,

海 洋旅

游业为 13 5 34 万元
,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约 为
1亿多元

。

若考虑其他海洋产业生 产产值
,

则海洋产业总产值将超过这个数据
。

19 9 0年

青岛市国民生产总值为 170 亿 元
,

海洋产业

总产值在我市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约

为9
.

4 肠
。

海洋新兴工业产 业 产值占海洋总

产值比重约为 5
.

9 帕
,

占全 市 新技术产品产

值的 12
.

3 肠
,

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约为 0
.

5 肠
。

这表 明
,

青岛市海洋产业经

济高于国内总体水平
,

但远远低于世界海洋

经济发展水平
。

同时
,

同全市产业发展总体

水平相比
,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仍处在初期开

发阶段
。

.

本文海洋新兴工业产业主要指对海洋产业发展有引擎作用 的
, ’

以高新技术为基 础的海洋药物
、

食品工 业
、

海洋仪 器

仪表
、

海洋化学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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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海洋科技产

业化
、

商品化的进程
。

这种演进轨迹反映出

工业发展的普遍趋势
,

即海洋发展的内部结

构
,

第一产业逐渐下降
,

第二产业比重不断

上升
,

随着第二产业的扩大以及 市 场 的 需

求
,

第三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
。

根据我们对青岛市海洋产业结构具体水

平的分析判断
,

以
“

渔盐
”

开发为主的海洋

第一产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从海洋

产值构成的变化来看
,

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

的比重趋于下降
,

而以海运业
、

海洋新兴工

业为主体的海洋第二产业 以及旅游业为主体

的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 ( 表 1 )
。

1 9 90

年
,

青岛海运业产值占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的50 肠以上
, 19 9 0年

,

青岛旅游业也由1 9 88

年的 6
.

3 呱上升到 9
.

5肠
。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

发展迅速
,

由l蛇 8年 的 1
.

5 % 上升到 1 9 90 年

的 6
.

9 呱
。

这预示青岛市海洋 产业
,

尤其是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在
“

八五
,

期间可能发生

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

表1 , 岛市主要海洋产业的结构变化

(以当年总值为l。。)

主要海洋产业 1 98吕年 x g 弓妇年 1 。协。年

(肠) (肠) (肠)

海洋渔业 x 6
.

2 1 2
.

6 上峨
.

;

海洋制盐业 7
.

2 4
.

, 3
.

6

海洋运输业 7 0
.

2 6 0
.

0 6 5
.

5

海洋旅游业 6
.

3 了
.

2 0
.

6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 一 1
.

5 6
.

9

资料来源
:

根据历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

但从表中又可以看出
,

在青岛海洋产业

结构中
,

新兴工业产业所占的比重及其贡献

份额仍然偏低
。 19 8 0年

,

水运
、

港口仅实现

产值 1 1
.

69 亿元
,

实 现 利 润 为 3
.

89 亿 元
,

利税为 1
.

4 4亿元
,

产值占整个 交 通
、

邮 电

运输总产值的 4 5 肠
,

利润 为76 肠
,

利 税 为

79 肠
。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产值与之相比
,

不

及其1八。,

但是
,

从行业内部进行结构性比

较
,

新兴产业的发展却令人振奋
。

以医药行

业分析来看
, 19 91 年青岛医药行业工业总产

值为2
.

6亿元
,

利 润 为2 0 41 万 元
,

利 税 为

3 珍4万元
。

而 同行业下属主要从事 新 兴 海

洋药物生产的第三制药厂
,

产 值 为5 38 5万

元
,

利润为1 2 5 5万元
,

利税为1 6 2 4万 元
,

仅海洋药物P S S为主体的工业综合产值就占

医药行业总产值的 2 0
,

7 肠
,

利润为6 1
.

5肠
,

利税为51 肠
。

以上数据说明
,

在整个海洋产

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
,

海洋工业内部结构

也在发生变化
。

虽然新兴工业产业尚未成为

青岛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主导
,

但从海洋新兴

工业产品的经济规模来看
,

新兴 产业 将 有

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

根据我们保守的估计
,

如果到
“

八五
”

末期
,

青岛市研究开发和生

产类似P ss这样的新技术产品项 目5 、 1 0个
,

并形成同等规模的产业经济
,

青岛市海洋工

业产值将达到3 0亿元以 上
,

利税将达到 3 亿

元
,

其中海洋新兴技术产业所做的贡献大约

为5 ~ 10 亿元
,

利税为2亿元
。

这将从根本上

改变青岛市海洋产业结构
。

以海洋生物技术

产业
、

海洋仪器仪表产业
、

海洋化学工业为

基础的海洋新兴工业产业将成为海洋产业的

主导
。

有可能海洋工业将成为青岛市新兴主

导产业
,

与青岛市其他主导产业平分秋色
。

这样
,

预计到2。。。年
,

青岛市海洋新兴工业

产业在海洋产值的构成将约占20 帕左右
。

同

期
,

我国海
一

洋产业中的海洋石油产业将超过

传统海洋产业
,

成为海洋产业经济主体
;
海洋

石油工业产值在海洋总产值构成为5 3
.

7 肠
,

海洋水产
、

海 运 及 海盐 业 分别 为40 肠
、

8
.

1肠和77
.

1肠 (表2 )
。

青岛海洋产业结构

发展虽然受到我国海洋石油工业 发展 的 牵

动
,

但主要结构变化来源于全市海洋科研优

势及其成果产业化
、

商品化与国 际 化 的 水

平
。

海洋科技产业化
、

商品化发展将带动海

洋新兴工业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其他海洋产业

的发展
,

改变海洋产业结构
,

对青岛市工业

产业结构调整起到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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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未来海洋产业结构化

(以当年海洋总产值为1 00 )

主要海洋产业 1 03 0年 1份。o年
2 0 0 0年

海洋石油

海洋水产

海洋运输

海洋盐业

魂4
.

3 5 3
.

3 要
.

0 选0
.

1 9
.

1 8
.

8
。

6 7
.

.

⋯
�‘占卜八曰eJ

点,勺心O
‘

1

2 海洋工业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青岛市作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和我国重

要的海洋科研基地
,

发展海洋产业
,

尤其是

发展海洋新兴工业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和有利条件
。

2
.

1 具有比较雄厚的海洋研究开 发 和教学

力量
,

海洋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成绩显粉

目前
,

青岛市拥有包括海洋 仪 表
、

药

物
、

水产养殖
、

化工
、

海水利用
、

海洋地质

以及咨询研究
、

教学和管理
、

开发等高校科

研机构20 多家
。

19 90 年
,

全市自然 科 学 研
\

究
、

教学和工程技术人员达 8
.

07 万人
,

海洋

科研
、

教学和工程技术人 员中
,

中高级人才

共占全市 自然科学研究
、

教学和工程技术人

才总数的 5 7
.

2 肠,
占全国海洋同 类 人 才 的

6 0 肠左右
。

据 19 8 6 ~ 10 5 9年 4年 l’ed 统计
,

全

市取得高新技术成果83 项
,

海洋高新科技成

果就占35 肠
,

仅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 4 单位
‘

的高新技术成果就完成了 2 5项
,

占全市高新

技术成果的4 0
.

5 肠‘ 其中 13 项达到或接近国

际水平
,

如在生物工程技术方面
, “

藻酸双

脂纳
”

和用虾壳提取甲壳胶制成的
“

人工皮

肤
”

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
。

19 9 0年
,

全

市获国家发明奖4项
,

国家自然科学奖2项
,

获全国全省科技进步奖39 项
,

获市科技进步

奖 10 1项
。

1 9 9 0年全市共完成科研项目4 14项
,

取

得科研成果 9 31 项
。

其中海洋科研机构 完 成

的三类研究项 目占45
.

9肠 ;
海洋科研项目中

已鉴定科研成果占全市已取得科技成果总数

的 16
.

5 肠
。

按照成果先进水平划分
,

这些成

果中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的43 项
,

占全市同

类成果的48 肠
; 国内领先或国 内 先 进 的 7 1

项
,

占全市同类成果的 18
.

2 肠 ;
科研成果应

用率为全市科技成果的 2 3
.

3 肠
,

应用率 占已

鉴定科研成果的 3 5
.

7 肠
。

据不完 全 统 计
,

19 9 0 年海洋科研鉴定成果的新增产值为 13 15

万元
,

占全市科技成果新增产 值 的 1
.

1肠
,

新增利税78 3万元
,

占全市科技成果新 增 利

税的 4
.

4 肠
。

另据对 16 家青岛海洋科研 机 构

统计
, 19 9 0年横向技术交流与合作

、

技术合

同成交项目2 17 个
,

成交额 1 03 4
.

1万元
,

成

交项目和成交额
,

全民大中型企 业 分 别 占

28
.

1肠
、

47
.

7 肠
,

小 型 企 业 占2 0
.

3 肠 和

1 8
.

9肠
,

集体企业 占22
.

6 肠和8
.

2 肠
。

2
.

2 海洋新兴工业发展迅 速
,

科 技 产 业

化
、

商品化初具规模

青岛市海洋高新技术工业产业 已涉及医

药
、

食品
、

化工
、

电子仪表
、

机械等各个领

域
,

其中
,

对于解决我国药物
、

食品以及饲

料问题有重要作用的海洋生物技术产品发展

迅速
。

如海洋药物P S S为主体的工业综合产

值 19 9 1年达 5 3 8 0万元
,

利税 达 一6 2 4万
,

预

计 19 92年综合产值可达 6 4 00 万元
,

利 税 达

1 70 0万元
。

由高校
、

科研机构近 年 来 研 制

的86 4一人工皮肤
,

藻 酸 丙 二 脂
、

降 糖 乐

贻贝系列保健食品
“

东海三豪
” 、 “

海珍健

身宝
”

等
,

也都进入了商 品化阶段
,

目前正

在开发的
“

创伤愈合海绵
” 、 “

复 方 蓝 藻

片
” 、 “

海康
” ,

以及海洋催乳功能食品也

将相继进入产业化
、

商品化阶段
,

有可能形

成一批新兴的海洋生物技术工业
。

此外
,

一

批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仪器仪表高新技术

产 品
,

如
“

宽视角水下激光电视
” 、 “

H FB

一 18 型海洋浮标平台系统
”

等已在为海 洋 调

查
、

海洋工程以及石油勘探提供服务
。

其他

新型技术成果在海洋工程开发建设
、

海洋涂

料
、

海水利用等均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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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海洋新兴工业产业发展的

主要问题

调研和考察证实
,

影响青岛市海洋工业

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有 以下方面
:

3
.

1 缺少对海洋工业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倾斜

长期 以来
,

青岛市主要沿袭传统产业模

式发展工业
,

造
‘

成了工业内部结 构矛 盾 突

出
,

产业趋同化现象严重等问题
。

研 究 证

明
,

一 个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察赋 (科研力

量
、

资源 与原材料等 ) 的差异和比较成本是

主导产业
、

战略产业构建的基础
。

青岛市海

洋科研
、

资源虽然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

优势
,

但海洋产业发展
,

尤其是海洋新兴工

业产业始终未能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

视
。

尽管
“

八五
”

规划中把海洋新兴工业产

业发展列入新兴产业发展之列
,

但始终采取

的是平摊发展模式
、

存在再造新兴产业的趋

同化现象
。

这就使得青岛市一方面具有产业

发展优势的海洋科研
、

技术
、

人才和资源不

能得到充分发挥
,

另一方面优势转移的传统

产业却难以割舍或
“

脱胎换骨
” ,

形 成 目

前
“

人有我有
,

人无我无
” 、 “

上不去
、

下

不来
”

的工业产业发展格局
。

3
.

2 体制摩擦和多头管理
,

使宏 观 管理难

以实现有效的调控和指导

青岛市海洋科研
、

教学和管理机构为中

央
、

省
、

市三级管理
。

条块分割
,

多 头 管

理
,

使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 〔范围 ) 以及研

究课题来源来自不同的系统
。

由于分属系统

不同
,

缺乏对海洋科研
、

开发应用和工业生

产的协调指挥
,

重复研究
,

盲目 生 产 和 有

害竞争的现象十分严重
。

如研制的 近 海 遥

测波浪仪
、

数字气象仪都有两家 以 上 在 研

制
,

深海浮标与 l 型浮标由于研制单位分属

不同
,

也各起炉灶
,

分头研制
。

海 洋 药 物

PSS
、

20 一
碳五烯酸

、

创伤愈合海绵等也由于

失控
,

各地生产厂家蜂拥而起
,

使首创的新

药面临困境
。

政府虽然设有海洋职能部门
,

但由于权力及政策力度有限
,

资 金 投 入 不

足
,

其作用和地位很难适应全市海洋科研与

产业发展的需要
。

另一方面
,

部门的多重体

.$J 摩擦
,

在客观上也使海洋研究 开 发 与 生

产
、 ‘ 、

成果应用推广等方面存在着衔接不紧
,

转化率低等问题
。

一些能够在本 市 应 用 推

广并形成规模经济的研究成果
,

由 于
“

研

究
” 、 “

生产
”

和
“

销售
”

的脱节而大量外

流
。

如由青岛市研制的
“

金牡砺
” ,

是国内

外市场看好
、

利润率高达40 肠以上的海洋药

物
,

但由于科技与生产管理部门缺少统一协

调
,

没有及时给以重点扶持
,

提 供 生 产 条

件
,

这项成果以3万元委托研制费提供 给 深

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

该公司当 年 产 值 达

7 00 。万元
,

估计 1 99 2年上亿元
。

另一项由青

岛市研制的河豚毒素 (T X X ) 海洋 药 物 也

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每克国际售 价 达8
.

7万

美元 )
,

由于同外贸部门关于该产品出 口问

题商谈未果
,

只得从大连 口岸出口到 日本和

欧美
。

体制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提供作

为基本科技经济运行主体的高校
、

科研机构

和政府部 门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

区域科

技经济利益主体的强化
,

又降低了对海洋工

业产业发展的调控水平
,

使海洋科研成果不

能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

为经济建设服务
。

3
.

3 资金投入不足
,

中试条件落后

海洋研究开发与科研成果产业化
、

商品

化脱节
,

以及多头管理造成的资 金 分 散 使

用
,

加剧了海洋产业资金投入不足
。

19 8 8 ~

1 99 1年 4 年间
,

列入青岛市海洋科技发展计

划项 目共 66 项
,

各项投入累计 1 6 97 万元
,

实

际补助经费20 6万元
。

1 9 89 年以来
,

青 岛市

海洋科技投入一直徘 徊 在 100 ~ 30 。万 元 之

间
,

经费补助逐年下降
。

19 9。年
,

青岛市地

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海洋科技三项经费仅40

万元
,

不到全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 出拨款的

科技经费的 l/ 1。
。

平摊到工业产 业研 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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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平均每项课题 2万元左右
,

有的课 题 甚

至没有经费
。

对 1 9 9。年青岛市 16 家海洋科研

机构的调查统计
,

当年立项课题的人均经费

为 7 4。。千元
,

在完成的课题中虽然应用
、

试

验发展经费的比重有所增加
,

但对于科研成

果转化为产业化
、

商品化有重要作用的
“

生

产试制与设计
”

投入比重明显偏低 (表3 )
。

表3 19 90年青岛市海洋研究与开发机构

课题投入概况

—
不募瑟

项 目 }

】(项 ’

人均经费

(千元 )

八片O甘QU哎」

.

⋯
九O九0内Jn习

n‘一‘,
.nJ几0n.月几匆O几to了7介。自OJ�b04印1,‘46片‘“J内nn

,止nJ九0nn
J

目OU只曰,‘.工1二合 计

基础 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生产试制与设计

推广服务

12 1 了5 7
.

3 色0 5 7
,

3 9毛0

, 吕7 6

2 9 6

2 1 3 6

资料来源
: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统计

19 9 。年这些海洋科研机构
“

生产试制与

设计
” 1 ’

投入在完成课题
、

经费及人 员的投

入中
,

分别占总量的 1
.

7 肠
、

2
.

4 肠
、

4
.

6 肠
,

人均经费为3 9 00 千元
,

大大低于其他科技活

动
,

的投入
。

由于经费不足
,

大多数科研机构

无法解决 中试条件
,

有关部门只好采取
“

给

什么条件就转化什么
” ,

很多研究成果仅为

小试成果
,

迫使一些高附加值科技成果 向具

备中试条件
,

能提供资金投入的 其他 地 区

和城市转移
。

石
.

4 人才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海 洋 工业产

业发展的需要

尽管青岛市海洋科技力量雄厚
,

但真正

能够从事海洋高新技术成果研究与应用开发
的

“

两栖
”

人才匣乏
,

而能够从事海洋新兴

产业市场预测
、

技术经济分析
、

产品营销研

究以及情报信息处理的
“

软科学
”

人才更是

屈指可数
。

从人才结构来看
,

青岛市具有海

洋交叉科学或应用型专业人才的比重明显偏

低
,

如与从事海洋药物研究 相 关 人 员中
,

具有药学
、

医学专业的海洋药物 研 究 人 员

只占 18
.

8肠
。

有些研究机构甚至没有此类人

才
。

另一方面
,

海洋科研人 员严 重 老 化
,

一些专业的高职人 员年均在50 岁以上
,

这一

年龄比重在一些研究机构高达 60 肠一70 肠
,

不少专业后继无人
,

人才危机极为突出
。

3
.

5 海洋工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
,

企业资

源综合利用率低
、

产品质量水平差成本高
,

影响了海洋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 和商品化

海洋新兴工业产业是对技术要求较高的

产业
,

与陆地产业同类技术相 比
,

产业技术

成本高
,

产业劳务的技术密度大
。

青岛市一

部分具有优势的海洋高新技术成果所以没能

迅速地转化为产品
,

形成规模经济
「

效益
,

除了

科研
、

资金等因素外
,

与海洋工业产业的新

技术成果的接受能力也有密切的关系
。

青岛

市虽然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

研制出一批国

内外领先的科研成果
,

但只能研制
、

无力转

化
,

一些企业由于技术
、

人才等条件不足
,

面对这些高附加值但技术要求高的成果只能

是望而却步
。

目前青岛市海洋工业企业的技

术设备大部分停留在 60 ~ 70 年代的水平
。

技

术相对落后
,

使新技术
、

新产品开发迟缓
。

在这种条件下
,

海洋高校
、

科研机构在无力

中试
,

企业又无力开发的情况下
,

只能
“

为

他人作嫁衣裳
” ,

挣小钱
,

让有条件的地区

和企业获大利
。

4 发展青岛海洋新兴工业的建议

4
.

1 加强宏观管理
,

加大改革力 度
,

破除

部门界限
,

建立海洋工业产业发展的技术经

济实体

一是组建
“

海洋新兴工业企业集团
” ,

实行
“

小管理
、

大社会
”

的管理体制
,

根据

产业发展政策具体指导
,

协调和推进悔洋工

业产业发展规划和措施
; 统筹协调各有关部

1) 生产试制与设计
:

为新技术成果的实际应用提供带有完整技术规范的设计图纸
、

样品和 操作规程等
,

可供用户直接

复制
、

仿制
,

具有确实的工艺或技术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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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海洋新兴工业产 业的发展与对 策

门发展海洋工业产业方面的工佩 制定有关

海洋工业产业的优惠政策
;
拟定海洋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与年度计划
;
管理海洋工业产业

发展基金
,

以及实施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
、

商品化等
。

集团采取股份制
,

由 政 府
、

银

行
、

高校
、

科研机构
、

企业共 同参股组成
。

所有参股者作为资产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

权益
。

政府通过财政
、

税收等行政
、

经济手

段
,

以集约化
“

捆绑
”

政策
,

与高校
、

科研

机构
、

企业共同投资
,

共担风险
,

利益共享
,

以推进高校
、

科研机构面向海洋经济建设的

主战场
。

董事会由高校科研机构及有关委办

企业的人员组成
,

在股东权益及有 关政策
、

制度明确后
,

交由高校
、

科研机构主办
。

二

是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及法规
,

促 进 海 洋 高

校
、

科研机构对企业以承包
、

兼并
、

合资
、

独资等形式
,

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或企业
。

海

洋高校
、

科研机构可以技术成果
、

专利作为

股份入股
。

海洋高校
、

科研机构凡以承包
、

兼并
、

合资等形式建立的科技先导企业 (包

括中试基地)
,

经审查批准
,

可享受有关特区

政策
。

对领办
、

创办这类企业的高校
、

科研

机构及科技人员
,

取得明显效益并对海洋工

业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应给予重 奖
,

除 承

包
、

兼并期间企业盈利归创办
、

领办部门
,

可以盈利的纯收入中提取30 肠作为对有贡献

人 员的奖励
,

不计单位资金总额
。

4
.

2 研究制定海洋工业产 业发展战略 和规

划
,

进一步完善调整出台的政策措施

根据海洋产业发展的实 际 条 件
,

从 调

整产业结构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的 需 要 可

能
,

系统研究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

战略规划和措施立在广泛论证和比较研究的

基础上
,

实行海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
,

研究

开发与产业化
、

商品化钓配套衔接
。

从建立
“

海上山东
”

的战略思想
,

重新审定
、

修 改

和完善
“

八五
”

发展规划
,

明确把海洋新兴

工业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
,

实行超

前发展
,

力争
“

八五
”

期末形成一定产业经

济规模
。

尽快确定海洋新兴工业产业研究开

发和产业化
、

商品化的战略 目标
,

重点发展

领域和重点开发产品
、

重大攻关项 目
、

技术

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布局等
,

制定 相 关 的
“

青岛市海洋生物技术工业讣划
” 、 “

青岛

市海洋工程技术开发计划
” ,

把海洋生物技

术工业以及海洋工程技术的开发作为海洋工

业产业发展的重点
。

同时
,

进一步完善和实

施有关部门颁发的文件
,

有关经济
、

计划部

「1应配套制定企业海洋新产品开发
、

新技术

成果中试以及海洋新技术产品生产等优惠政

策
,

以使文件能够指导海洋产业化
、

商品化

的发展
。

4
.

3 广泛筹资
,

增加海洋高新技 术 成果产

业化
、

商品化的资金投入

一是提高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科技

三项经费中海洋科研经费的比重
,

将海洋科

技三项经费的比重由目前 不 足 10 肠增 加 到

15 肠~ 20 肠 ; 二是增加银行科技贷款规模
,

可以贴息贷款投资入股等形式融通资金
; 三

是海洋工业企业实行税前按销售收 入 的 3 帕

~ 5 帕提取海洋高新技术开发费
; 四是 建 立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金
,

由吸收 国 内 外 银

行
、

企业
、

高校
、

科研机构等部 门 资 金 组

成
; 五是争取国家对科技攻关项 目和建立中

试基地的资金投入
。

根据
“

利益共享
、

风险

共担
、

投 入共用
”

的
“

捆绑
”

式资金使用政

策
,

以
_

L述资金共同设立的
“

技 术 开 发 基

金
” 、 “

新产品试制基金
” 、 “

新技术开发

投资基金
” ,

应实行一体化管理和有偿使用

的政策
。

对海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
、

推

广试生产的投资风险
,

由政府
、

高校
、

科研

机构
、

企业等股东共 同承担
。

盈利按股份提

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
,

大部分以增股形式

用于三项基金的再投入
。

4
.

4 加快海洋研究开发与工业产 业 布局和

结构的调整

为解决整体研究开发力量分散
、

产业布

局和专业配置不合理
、

低水平重复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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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

应对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实行

大规模再组织调整
,

强化中试基地建设
,

建

立政府
、

企业
、

研究开发机构三位一体的联

合开发生产体制
。

尽快建 立海洋高新技术工

业园区
。

工业园区不再重新征地
、

建厂
,

主

要利用公共基础设施
,

凭借海洋大学以及科

研机构的人才
、

技术和设备优势并选择一批

具有 巾试
、

生产条件的企业
,

建立
“

飞地
”

工业园区
。

根据海洋新兴产业重 点 发展 领

域
,

应有计划地重点建设几个高水平公共研

究开发中心和中试基地
,

包括
“

海洋生物技

术工业应用研究中心
” ,

下设海洋药物
、

食

品两 个研究所
, “

海洋工程技术应用开发研

究中心
” 、 “

海洋化工研究应用开发中心
”

等
。

同时
,

选择一些医药
、

食 品
、

仪器及化

工企业建立中试
、

生产基地和生产经营性公

司
,

作为研成果推广应用的场所
。

继续大力

推进企业
、

高校和科研机构 以及金融
、

外贸

和科研一生产转化机制
。

可推行厂校合午开

发新技术产品的经验
,

建立行业式企业科研

生产合作体制
,

以优势高新技术 加快 新 产

品
、

新产业的发展
。

4
.

5 大力培养海洋工业产业发展 急 需的研

究开发和工程技术人才

根据海洋工业发展 的重点及 中试基地建

设规划
,

可具体制定海洋高校
、

科研机构与

企业的专业对 口培训计划
,

按照计划
,

企业

根据本企业技术人员将达 到30 肠左 右 的 目

标
,

定期派技术人员到高校
,

科研机构实行

专业培训
,

参与专门研究开发 以及实验发展

等项目
,

高
.

校
、

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人 员定

期到专业对 口企业 (中试基地 ) 挂 职 或兼

职
,

实际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环节 和 市 场 需

求
。

通过企业与高校
、

科研机构人才双向培

训和交流
,

密切厂
、

校
、

所的合作
,

促进科

研成果 的转化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

为此
,

建

议建立以海洋大学为中心的海洋新兴产业培

训中心
,

政府可每年拨部分专款或提取发展

基金
,

作为专业人才培训费用
。

同时
,

制定

各项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政策规定
,

吸引国

内外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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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瞻远瞩
,

加强防治污染和 自然灾害的投

资
,

并且妥积极准备进行池方性法规和管理

条例的制定
,

这两方面是台理有效地发展海

水养殖
,

甚至渔业生产的重要保证
。

在技术

上
,

要加快弓!进科技管理人才
,

依靠科技进

步
,

重点抓饵料
、

种苗及虾病防疫工作
,

采

取贝虾混养
,

在此墓础上
,

再逐步扩大养殖

面积
,

海滩
、

浅海渐进开发
,

并搞好产前产

后服务
,

以便定成一个集约化程度高
、

层次

多样的海水养殖基地
。

层次分析法需要在深 入调查
、

搜集多方

面资料的基础上
,

进行专家系统 的 咨 询 反

馈
,

然后去粗存精
,

去假存真
,

制定出符合

实际的量化指标
,

构造合理的判断矩阵
。

本

文主要是对研究方法进行尝试
,

且受条件限

制
,

难 以聘请许多专家
,

进行多次反馈
。

故做

出的结论和实际相比
,

难免有一定的偏差
,

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补充
、

修改和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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