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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和海洋产业发展,文章梳理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的发展现状,分

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种类

和数量实现新突破并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但仍存在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产业分布不

均衡,省级、高端和新型平台不足以及企业主体创新力量作用较弱等问题;未来山东在海洋技术创

新平台发展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创新过程管理、完善监管体系、加强政策扶

持和推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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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marinetechnologyinnovationandmarineindustrydevelopmentof

ShandongProvince,thispapersummarizedthedevelopmentstatusofmarinetechnologyinnova-

tionplatformofShandong,analyzedtheproblems,andpropose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and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theconstructionofmarinetechnologyinnovationplat-

formsystemwascontinuallybeingimproved,newbreakthroughshadbeenmadeinvarietyand

quantity,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hadbeenpromoted.However,there

werestillsomeproblems,suchaslowoveralldevelopmentlevel,unbalanceofregionalandin-

dustriallayout,lackofprovincialplatformsandadvancedplatforms,andweakroleofenterprise

innovationforce.Inthefuture,Shandongshouldfocusontop-leveldesign,enhanceenterprise

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novate process management,improvetheregulatory system,

strengthenpolicysupportandpromote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thedevelopmentof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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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创新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党

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山东是海洋大省,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的发展,近20年来

陆续布局并实施“科技兴海”和“蓝黄两区”等国家

级海洋发展战略[2],2018年《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

动方案》将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列为重点行动内容之

一,提出依托创新平台开展技术创新,推动海洋产

业创新发展[3]。本研究梳理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

的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
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1 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的发展现状

1.1 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山东海洋科技力量雄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走

在全国前列,尤其近年来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

化整合方案》和《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

导意见》等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山东加快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转建技术创新中心和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的工作步伐,先后出台《山东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方案》和《山东省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指

导性政策,同时开创性提出“1+30+N”创新创业共

同体体系布局,力争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多要素

协同作用的创新模式[4]。在一系列政策的强有力支

持下,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建

设,进一步优化科研力量布局,由单一建设主体、着

重基础科研和挂靠科研院所管理的传统模式,逐渐

向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

场化和用人机制灵活化方向发展。例如:山东海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海洋共同体)吸引超过

300家产、学、研领域的上下游机构参与,成立2支

规模超过5亿元的产业基金,建设专属的海洋科技

孵化器用于成果和企业孵化,并通过打通与技术市

场的链接形成研发-孵化-交易-产业化基地的

全链条和功能互补的创新创业共同体体系。

1.2 种类和数量实现新突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山东拥有省

级以上海洋技术创新平台共6类85个,包括国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6个、技术创新中心

4个、创新创业共同体1个和新型研发机构8个。

其中,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印证山东海洋科技

大省的地位。

1.3 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高地。依托海洋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山东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海洋

科技成果,并有力支撑海洋产业的发展。例如:依
托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国家海

藻与海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培育“东方”系列

5个杂交海带新品种,平均增产超过20%,推广应

用超过6万hm2,在推动我国海水养殖浪潮形成的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建立的国家海洋腐蚀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

实验室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发,成
果成 功 应 用 于 胜 利 油 田 和 杭 州 湾 跨 海 大 桥 等

20余个重要海洋工程项目,仅海洋钢结构浪花飞

溅区 腐 蚀 防 护 单 项 技 术 的 年 节 约 成 本 就 近

10亿元;依托中国海洋大学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

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功开发并转化医药

原料 以 及 中 间 体、保 健 食 品 和 化 妆 品 等 产 品

20余项,2019年推动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等多 个 企 业 实 现 直 接 和 间 接 经 济 效 益 超 过

30亿元,加速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生物资源高值

化利用等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2 存在的问题

2.1 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产业分布不均衡

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共有85个,远低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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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省经济生产总值20%的水平,海

洋技术创新平台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海洋科技大省

的地位明显不符,无法满足支撑海洋科技创新、引

领海洋产业发展和推动海洋强省建设的需求。

从地区分布来看,青岛、威海和烟台的海洋技

术创新平台分别有33个、18个和15个,占比近

80%,其中青岛独占近40%,而日照、东营、滨州、潍

坊和其他地区分别仅有6个、4个、3个、2个和4个。

此外,16个国家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中有11个在

青岛,占比近70%。然而青岛、威海和烟台龙头作

用突出的同时,对全省海洋产业的辐射服务能力明

显不足。

从产业分布来看,海洋技术创新平台集中分布在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渔业以及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等山东传统优势产业,数量分别为24个、23个和

19个,占比近80%;而在海洋生态环境(7个)、海洋信

息(3个)、海洋新材料(2个)、海水综合利用(1个)和

海洋科技服务(1个)等新兴产业领域布局不足,难以

抢占未来产业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2.2 省级平台欠缺,高端和新型平台不足

山东海洋领域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

全省同类平台中的占比分别为14%和18%,优势较

为突出。但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

心、创新创业共同体和新型研发机构在全省同类平

台中的占比仅为4%、10%、5%和6%,与国家级平

台相比占比失衡,且与海洋科技大省的地位以及海

洋产业在全省经济产业中的地位不匹配。此外,自

2019年以来山东陆续部署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山

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等多个高端

技术创新平台[5],但海洋领域的综合性和高质量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尚为空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对海洋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较弱。

2.3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力量作用较弱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也是技术创新平

台布局的重要依托。山东海洋技术创新平台大多

依托科研院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力量作用

尚显不足。例如:在山东海洋领域56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中,依托企业建设的仅有36个,占比为

64%;8个新型研发机构中,依托企业建设的仅有

2个,占比为25%。这与广东和江苏等发达沿海地

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8年广东布局建设海洋

领域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3个,其中依托企业建

设的有38个,占比为88%[6];在广东和江苏的新型

研发机构中,采取企业运行模式的占比分别为46%
和36%[7]。山东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不

利于开展产业化技术攻关以及带动全省 R & D
投入。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整体布局

将省级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省政府统一调配范

畴,省科技厅、发改委和工信厅等部门之间建立互

通共享机制,共同协商各类技术创新平台的组建和

批复,避免出现不同归口的类似平台。根据地区资

源特色和产业发展需求,合理布局建设海洋技术创

新平台,支持青岛、威海和烟台围绕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和海洋信息等领域,潍坊

围绕海洋精细化工等领域,滨州、日照和东营围绕

海洋生态环境、海洋渔业和海洋油气等领域建设不

同类型和不同层面的海洋技术创新平台,强化互补

优势和鲜明特色,避免同质化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重点支持海洋生命健康、远洋渔业、海洋信息、

海洋能源和海洋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

海洋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和高质化发展。

3.2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聚力海洋产业跨越式发展

充分发挥海洋领域龙头企业的产业引领作用,

鼓励龙头企业独立或联合建设海洋技术创新平台,

立足自身发展定位,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加大科

技研发投入,实现向科技型企业的转型升级,以核

心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发展,巩固创新主体地位。引

导中小型科技企业与政府和科研院所联合建设新

型研发机构,在海洋细分领域开展“专精特新”技术

创新,解决产业发展的难点和痛点,疏通科技研

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链条,促进海洋产业发

展壮大。在海洋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潜力产业布

局建设一批省级和市级创新创业共同体,集结“政

产学研金服用”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海洋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中心的作用,推动海洋科技成果和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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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向市场转移,实现海洋产业跨越式发展。

3.3 创新过程管理,完善平台监管体系

建立完善的海洋技术创新平台监管体系,按照

“命题攻关,绩效监管,动态调整,择优提档”的原

则,改进当前平台审批机制,按需设置平台种类和

数量。加强平台绩效考核,实行优胜劣汰和过程督

导,采取动态评价的运行管理机制,参照国家相关

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优良平台给予政府资金支持,

对不合格平台责令整改或坚决撤销。强化过程管

理,对平台进行不定期沟通和现场考察,及时发现

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纠正或督促,更好地

推动平台按正轨发展。积极组织平台经验交流会

或推广会,推动共同发展。加强平台知识普及和政

策宣讲,为平台承担单位提供指导和服务。

3.4 加强政策扶持,推进协同创新

除落实山东现有的技术创新平台支持政策外,

在科技项目、人才引进、土地使用、税费税率和资金

奖励等方面增加激励措施。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商

业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平台的投资建设,丰富资金

来源渠道,建立商业化运行机制,全方位保障平台

的快速健康发展。重点围绕海洋强省建设重大技

术创新需求,聚集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加强政府、企

业、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等力量的协同,通过机制

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等开展科技攻关,聚焦

产出顶尖成果和解决重大问题,全面支撑海洋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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