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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是我国东部重要的

经济中心城市、港口城市，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滨海旅游胜

地，海洋是青岛的鲜明特色，也

是青岛的最大优势。在当前我

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

历史时期，如何发挥好青岛市
的海洋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加快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持续创

新力和核心竞争力，对于

青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率先实现现代化、尽快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城市意义重大。

一、青岛市海洋经济

发展现状

1．独特的优势

一是海洋资源丰
富。青岛海岸线长

862．64 km，海湾49处，

海岛69个，拥有近海海

域1．38万kmz，为海洋开

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青

岛拥有国内不可多得的

适合建深水大港的优良
岸线，而且航道通畅，不

淤不冻，锚地广阔，港口

资源十分丰富，胶州湾蕴

藏着10亿t杂货和2 000TEU

集装箱港址的发展潜力。近海

基础生产力较高，是一些经济
生物的栖息繁衍场所，海洋生

物资源丰富。青岛风景秀丽，气
候宜人，湾岬相间，“海”、“山”、

“城”相依，构成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特有景色。沿海适宜

建盐池的滩涂广阔，地下卤水
盐度较高。此外，海水中取之不

尽的水资源、用之不竭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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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及丰富的波浪能、潮汐

能等都是可供未来开发的宝贵
资源。

二是海洋科技力量雄厚。
青岛是我国进行海洋科研、教

学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基地，海

洋科技密集程度居全国之首。

全市共有25个海洋科研、教

育、管理机构，海洋专业技术人
员5 000余人，占全国同类人员

的40％，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1 100余人，占全国同类人员

的35％，现有涉海中国科学院

院士和工程院院士14名，中国
海洋大学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

海洋高等学府。青岛海洋科研、

教育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设备

比较完善，拥有各种海洋调查

船22艘，排水量3万余t。在海

洋生物、海洋水产、海洋地质、
海洋化学、物理海洋、环境海

洋、海洋腐蚀与保护等学科的

研究与教学方面，居全国一流

水平。

三是海洋区位优势明显。

青岛市位于亚欧大陆和太平洋
的海陆交会地带，是我国的重

要港口，是山东省、沿黄流域的

主要出海口岸之一，是亚欧大
陆桥的东方桥头堡，是天津市

   



锄1
与上海市之间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和外贸港口城市，是环渤

海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和山东改
革开放的龙头，距韩国、日本仅

300～800海里，具有便利的海

上交通条件。近年来，世界经济

重心正在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国际经济发展的大潮，把包括

青岛在内的我国沿海地区推向
了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前

沿，这是青岛经济崛起的难逢

机遇。

2．良好的产业基础

近年来，青岛海洋经济取
得长足发展。2002年全市主要

海洋产业总产值达到407．26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3．1％，主

要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193．82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1．2％。主

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已占全市
GDP的12．8％，正逐步成为全

市经济新的支柱产业。青岛港

是全国最大的集装箱中转港、

全国最大的进出口油中转港、
北方最大的矿石中转港和全国

重要的煤炭转运基地。2002年

货物年吞吐量达到1．2亿t，集

装箱年吞吐量341万标箱，跨
入全国三强和世界前15强。滨

招商引资签约仪式

海旅游业发展迅猛，2002年接

待海内外游客l 836．7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50．52亿元，
旅游业首次超过海洋渔业成为

海洋经济第一大产业。海洋渔
业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以

苗种培育、212厂化养殖、深海抗

风浪网箱养殖和海岛开发为代

表的高科技、高标准、高投入、
高效益的现代渔业发展迅猛，

渔业科技水平、出口创汇、利用

外资和设施渔业等方面在国内

城市中保持领先优势，全市海

洋水产品年产量达127．2万t，

总产值136．88亿元，占海洋产

业总产值的33．6％，位居各海

洋产业第二位。临港工业不断

发展壮大，其中修造船厂有10

余家，年造船综合吨达7．2万

t，年产值14．1亿余元，海西湾
大型船舶修造基地工程正在加

紧建设中。盐业及盐化工保持

稳步发展，原盐产量43．9万t，

主要盐化工产品产量达到74．5
万t，实现工业总产值20．72亿

元。海水利用产业发展较快，全

市海水日用量达到210万m3，

全年海水利用产值23亿元。海

洋工程建筑业稳步发展，总产
值15．2亿

元。海洋药

物和保健

品制造业

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

点，目前正

在研究开

发的海洋

药物和保
健品50余

个，国风药

业、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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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中鲁远洋、山东海汇、

三九集团等企业大规模进军海

洋药物产业，2002年实现产值
约1．44亿元。

3．存在的问题

青岛市的海洋经济虽然取

得了较快发展，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亟须解决。一是海洋经济

结构不够合理，传统海洋产业
所占比重比较高，高新技术产

业所占的比重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二是海洋科技优势未充分

发挥出来，成果产业化程度偏

低，项目产业化速度慢，科技成
果转化投入力量不足，科研与

市场在海洋领域存在着“脱节”

的问题；三是全社会的海洋意

识有待进一步提高，违法用海、

破坏海洋资源环境的现象仍然
存在；四是青岛的海洋资源丰

富，海洋区位优势明显，海洋科

技力量雄厚，但海洋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对于一个
海洋城市来说还不算高，海洋
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发展潜力有待于进一步深
层次挖掘。

二、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
思路

1．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开发

海洋、利用海洋已经成为世界

各沿海国家竞相发展的领域。
为适应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大调

整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需要，

突出青岛特色，向海洋要资源、

要空间，扩大对外开放，发展高

技术产业，带动临海产业带的

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体系，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

和各项社会事业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进军，青岛市将突出

   



海洋经济的发展，围绕着建设

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的总体目

标，发挥区位、资源和海洋科技

的独特优势，面向国内外，实施
依法管海、科技兴海、经济国际

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高

起点开发、高科技带动、快速度

发展，建立以港口为龙头，以大

型船舶制造、滨海旅游、海洋渔
业、海洋药物及保健品制造、海

洋化工等六大产业为重点的海

展的产业体系。采取引进、建租

结合、建设一经营一转让(BOT)
等方式，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港口建设投资多元

化。进一步拓展青岛港在世界
各地的海向腹地，扩大进出口

贸易，提高转口贸易比重。发挥

青岛在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群

中的重要作用，加深与中亚、东
欧等地的经贸合作，发展过境

运输和国际中转贸易，使青岛

国际帆联专家调查青岛前海海域

洋产业体系，使海洋经济发展

速度明显高于全市国民经济发

展速度，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
要作用。到2010年，全市海洋

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

22．6％，初步建成海洋科技产

业城，成为全国一流的海洋科
研中心、教育中心、国际学术交
流中心和产业基地。

2。重点任务

一是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
运中心。继续实施“以港兴市”

战略，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

心和区域性贸易中心为目标，

以口岸经济为支撑，按照发展
现代物流业的要求，努力扩大

港口的辐射能力，积极调整港

区布局，构建起港口多元化发

港的陆向腹

地向纵深发

展。大力发
展海铁联

运、公路直

通等多种运

输方式，进

一步开发中
西部货源市

场。依托保

税区、空港、

铁路，推进

港区合作、

港港联合、港路联合，建立现代
物流区。保持货物吞吐量年均

8％的速度递增，集装箱吞吐量

年均30％的速度递增，到2005

年港口吞吐能力超过1．4亿t，
集装箱运量超过740万标准

箱。大力发展航运业，大规模引

进国内外航运公司来青岛建立

总部、专用码头和物流中心，引

进国内外大外贸公司进驻青岛

开展业务，不断扩大海洋运输

实力。加快发展现货交易市场，
组织有影响的代理商、国内大

型钢铁、石化、煤炭企业和航运

界建立起矿石、原油、煤炭、化

肥、粮食等货种的现货交易市
场，建成我国北方最大、最有影

响的散货交易市场，实现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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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大出。加快海西湾修造船

基地建设步伐，以制造大型船

舶、集装箱船及游艇、救生艇等

特种船和修船为重点，兼顾海
洋工程及钢结构，造船能力与

水平进人中国三强，修船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在2010年前后跻身世界一流

船厂行列，并带动与之相配套
的钢铁、机械、电子、仪表、化

工、轻工等行业的发展。大力发

展集装箱制造业，进一步发展
仓储、加工等临港产业，促进环

胶州湾产业集聚带规模扩大。

加快金融保险、信息中介、口岸
服务等软环境建设，完善港口

航运贸易加工综合服务体系。

二是重点培植海洋药物及

保健品制造业。利用好青岛市
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功

能食品及海洋药物开发方面的

优势，抓好中试环节，以海洋一
类药物开发为龙头，以海洋生

物制品为主体，以三九集团、国

风集团、中鲁远洋、国大生物等
大企业为基础，加紧建设海洋

药物产业密集区，形成较大规

模的海洋药物产业园，重点开

发新一代抗肿瘤类、防治心脑
血管疾病、肝炎、糖尿病及延缓

衰老类的新型药物及海洋滋补

保健品，发展海洋西药、海洋中

成药、海洋保健品、海洋生物材

料4个领域的系列产品，将海

洋药物及保健品制造业培植成

名牌产业和拳头产业。到2005
年，海洋药物及保健品制造业

增加值达到15．5亿元。2010年

达到30亿元，成为全国一流的

海洋药物及保健品生产基地。

三是大力发展外向型高效

创汇渔业。瞄准“两高一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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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
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外向

型创汇渔业。加快培育高产、抗

逆、无特种病原的优质苗种，用

5年的时间初步建成国内最大
的水产良种引进及良种繁育基

地。突出发展水产名特优新品

种的标准化养殖，加快工厂化

养殖和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发

展步伐，尽快建成国内较大的

绿色安全水产品供应基地。以
大宗产品的保活保鲜、贝类产

品净化、低值产品的精深加工、

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为重点，开

发海洋系列食品，建成国内最
大的水产品深加工和出口创汇

基地。加快发展高效渔用饲料

及新型渔用药物生产厂家，建

设国内重要的优质渔用饲料和

渔药生产基地。集中科技优势，

组成阵容强大的水产技术服务

中心，建设国内一流的技术服
务基地及信息交流基地。以即

墨女岛港公共保税仓库和积米

崖港区灵山水产城建设为龙

头，大力发展临港型专业水产
批发市场和鲜销渔业，尽快形

成与国际接轨的渔业物流中

心。到2005年，全市水产品总

产量达到155万t，渔业总产值

136亿元，水产品出口创汇8．2

亿美元，渔业走上标准化、产业
化、国际化轨道。到2010年，全

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88万t。

渔业总产值175亿元，水产品

出口创汇12．5亿美元，形成捕

捞健康、养殖发达、加工先进、

流通活跃、服务一流、生态环境
优良的外向型现代渔业格局，

率先基本实现渔业现代化。

四是积极发展滨海旅游

业。围绕着“吃、住、行、游、娱、

购”六大要

素，突出青

岛特色，以

观光旅游为

基础，重点
发展休闲度

假和避暑旅

游。举办好

海洋节、啤

酒节等大型

节庆活动，
承办好奥运

会帆船比赛 海洋环境监测

等国际性海上体育赛事，吸引模优势，调整产品结构，发展深

国内外大型会议到青岛召开，加工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附
以高档次的节会活动来展示青加值，推动海洋化工向多品种、

岛的海洋魅力，促进旅游业向精细化、系列化、外向型方向发

更高水平发展。大力发展旅游展。发挥盐碱联合优势，根据市

线，将青岛市滨海旅游与国内场需求，适当扩大纯碱规模，开

外景点连线，把青岛旅游推向发低盐重质碱，年产能力达到

全国、推向世界。在海、山、城兼40万t。烧碱产量稳定在15万

顾的基础上，突出“海”的特色，t，开发聚氯乙烯、氯丁橡胶、氯
开辟海上游览、海上游钓、海底化聚烯、烯烃等产品。发展溴素

观光、海岛旅游等项目。不断开生产，采用卤水制碱和卤水综

发贝雕、海产品、海洋工艺品等合利用以及海水淡化工程结

特色旅游商品，争创名牌、加大合，开发镁系列产品、溴素和溴
规模。大力发展宗教游、建筑化合物产品，提高综合效益。加

游、历史遗迹游、文化名人游、快发展船舶、海岸工程、集装箱

科技游、工业游、农业游、商业等特种专用防腐蚀涂料及新型

游等特色旅游，深层次挖掘景无害渔用防生物附着防污涂

点的文化内涵，适应不同行业、料，形成系列产品和规模生

不同层次的游客的要求。强化产。努力提高海藻化工新产品
宣传促销，开拓客源市场，形成 的质量和深加工水平，将现有

客源市场多元化格局。到2905的海藻化工企业组成跨区企业

年，接待海外游客42万人次、集团，重点发展碘、胶、醇深加

国内游客2 020万人次，旅游总工产品，提高整体竞争力。到

收入达到210亿元。2010年接2005年，海洋化工及海盐业增
待海外游客63万人次、国内游加值达到8．4亿元，2010年达

客2 84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1亿元。

到380亿元。 3．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

五是稳步发展海洋精细化保障措施

工。巩固和发挥品种优势和规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把发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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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洋经济摆到重要位置。实

施海洋经济发展联席会制度，
由青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定期召集有关部门、中央及省

驻青岛涉海机构和军队等方面

的主要负责人，集中研究海洋

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等重大事

项。建立海洋经济发展目标责
任制，制定《青岛市海洋经济工

作考核办法》，定期对督查对象

的任务、责任、时限、标准进行

考核奖励，以此作为检验干部

政绩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聘请海f-'4-、港口、渔业、地质、环

保、旅游、船舶、管理等方面的

专家成立海f4-事务咨询委员

会，全面负责海洋开发、利用、
保护的咨询工作，促进决策的

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超前研

究，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抓住

举办奥运会的有利契机，全面

推进青岛各项海洋事业发展，

把青岛建成一个海洋经济发
达、海洋科教先进、海洋体育强

盛、海洋文化繁荣、海洋军事强

大、海洋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

境／or'：良的海洋强市，成为国际

化的海洋名城，进一步突出海
洋事业在现代化国际大城市建

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海洋经

济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尽快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海

洋开发的意见》，从政策上扶持

海洋事业快速健康的发展。鉴

于海洋经济在青岛市的特殊位
置，在全市的经济统计中，增设

“海洋经济”专项统计，便于市

委、市政府及时掌握海洋经济

发展动态，准确决策。
二是加强海洋综合管理体

系建设，创造良好的海洋经济

发展环境。为建立起良好的海

洋开发新秩序，协调人与自然

界、人与人及各利益主体间的
关系，有效配置海洋资源，最大

限度地发挥海洋开发的整体效

益，并维护好国家的海洋权益，

应进一步加快地方海洋法规体
系建设，逐步使海域使用、资源
开发、港湾建设、填海工程、渔

区(养殖区)、无线电、滨海旅游

等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形成以

法治海、从严管海的局面。大力

推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

使用权属管理制度和海域有偿
使用制度，按照《胶州湾及邻近

海岸带功能区划》、《青岛市海

洋使用管理条例》、《青岛市海

域使用规划》等法规规章，规范
用海行为。加强海洋环境综合

整治，建好海洋自然保护区，维

护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加大

海洋执法监察力度，加强海洋

管理队伍和海洋执法监察队伍

建设，不断改善执法装备，提高
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及执法水

平，严厉查处对违规用海和破

坏海洋资源环境的行为，努力

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促进海洋产业优化升级。青岛

市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

求是：以市场为

导向，加快第一
产业的发展，提

高第二产业的

水平，增加第三

产业的比重，建

立起高素质的

海洋产业体
系。鉴于资金、

技术、市场这3

个方面的限制，

海洋产业应向

．髋名∥’
技术水平高、市场规模大的海

洋产业或项目倾斜，重点推动
海洋药物及保健品、水产种苗

产业、设施渔业、远洋渔业、创

汇渔业及海洋食品精深加工、

港口海运、船舶修造、旅游业以

及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保

证丰富的海洋资源获得充分利
用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要

制定促进外海开发的扶持政

策，引导海洋并发由近海向外

转移，以此减轻由于近海过度

集中开发而引起的对资源环境
所造成的压力。

四是充分发挥海洋科技优

势，加快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

转化步伐。积极配合科技部国
家海洋科技城规划的实施，按

照“虚实结合，分步推进”的原

则，逐步把青岛建成以国家重

点实验室为骨干的海洋科学研

究中心、以海洋科技岛为密集

区的海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以3个～5个特色海洋产业园

区为代表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中心、以海洋研究生院为主体

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逐步

建成国内第三个特色科技城。
大力实施海洋高新技术发展战

略，围绕着海洋生物技术、海洋

国家级青岛罗非鱼良种场

   



锄
工程技术、船舶制造技术、海洋
遥感遥测、海洋信息技术、海洋

化工技术等方面加快原始性创

新，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进一
步增强青岛市的海洋N-技优
势。加大科技产业成果转化力

度，多形式搭建转化平台，畅通

转化渠道。大力推进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4-1=，以水产优良种苗

产业、海水养殖新模式及新型

饵料开发、漓if4-天然产物开发、
海水综合利用、重大海洋工程、

海洋防灾减灾等方面为发展重

点，把青岛市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做大做强。

五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建立多元化开放型投资机制。

海洋产业投入多、周期-V-=、风险

大，应建立起财政扶持、金融支

持、群众自筹、吸引外资的多元

化、开放型投资机制。在海洋开
发的起步阶段，各级财政应尽

可能增加海洋开发的引导性投

入，形成财政对海洋开发投资

正常增长的机制，以财政投资
的不断增加来引导其他资金的

投入，促进海洋产业的发展。要

积极引进外资，选出一批海洋
开发大项目到国外招商，吸引

境外大财团、大公司参与青岛
市的海洋开发，并积极争取国

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

联合执法行动

款。制定比陆地更为优惠的政

策，引导本市或外地的单位和

个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

投资，从事海洋开发与保护。大

力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
重点在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及海

f-4-药物、海水增养殖、海洋工程

等方面选择一批骨干企业，优
先安排发行股票，吸引社会闲

散资金。对于已建成的海洋基
础设施(如港口、码头)可将产

权与经营权分开，用出让一定
期限经营权的形式回收资金，

用于海洋开发的投资。对于竞

争性海洋开发项目，可以向集
体或个人转让部分产权或全部

产权，回收资金开发新项目。建

立海洋开发专项基金，用作重

点项目的资本或贷款贴息等。

积极争取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

入和国家的政策性贷款的支
持。组建政府投资担保公司或

会员制担保公司，主要为海洋

开发所需贷款提供担保。

六是强化海洋宣传，全面
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开发利

用和保护海洋，不仅是涉海部

门和相关行业的重任，而且是

全市人民共同关心的事业，只

有全民族的海洋国土意识、海

洋经济意识、海洋环保意识、海
洋法制意识、科技兴海意识提

高了，才能为我国实现

海洋N-技产业化奠定
思想基础。1997年，江

泽民总书记在视察青

岛时指出“我们一定从
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海

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

意识”。为此，应当重视

海洋教育，从儿童抓

起，把强化海洋意识作

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

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和宣传渠
道，在全民中普及海洋知识；通

过“海洋年”、“海洋节”、“海洋
日”等重要形式，宣传好海洋在

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和战略作用，提高全民族

Yt=发海洋的责任感、紧迫感、使

命感。一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

要使每一个市民不但知道青岛
市有10 654 km2的陆地面积。

还有13 800 km2的海洋面积，

克服“重陆轻海”的思想，树立

大海洋观念，敢于向大海、向公

海、向大洋要资源、要财富。二
要增强海洋经济意识。海洋资

源丰富、空间广阔，开发利用海

洋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

景。海洋产业具有辐射面广、关

联度高、应用空间大、拉动力强

等特点，发展海洋产业能够带
动相关的众多产业的发展，对

于富国富民和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要树立起开发海

洋的意识，将海洋产业逐步培
育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

要增强海洋环保意识。海洋环

境、海洋生态系一旦遭到污染
和破坏，很难治理和恢复，所以

开发海洋时要十分重视保护海

洋，坚持无公害利用，严格限制
向海洋中倾废排污。四要增强

海洋法制意识。海洋产业的发

展，涉及众多部门，必须坚持以

法治海，利用法规的普适性和

强制力，调节各种关系，规范当
事人的行为，减少管理上的随

意性和盲目性。五要增强科技

兴海意识，把海洋经济的持续

增长转移到依靠N-技进步上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