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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积极发挥海洋科技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作用

韩鹏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新时期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促进海

洋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海洋经济提质增效、开展海上综合保障能力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

点方向。海洋经济活动与海上综合保障都需要海洋科技的基础支撑，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对海洋科技领域提出了新命题。文章围绕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推进海洋经济和产业发

展、培育创新品牌等方面，深入分析发挥海洋科技领域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支撑作

用的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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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

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倡议［１］。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和推进这

项国家重大战略［２－６］。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给海洋科技领域提供了新机遇。海洋经济活

动与海上综合保障都需要海洋科技发挥基础支

撑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有力地推动海洋

科技领域开放性发展，实现海洋科技全方位对外

合作；有利于我国海洋领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

次参与全球合作，促进海洋产业协作升级；有利

于我国海洋产业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同时，也为科技兴海工作提供了新天地［７］。

海洋科技领域需要根据建设海洋强国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自身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中的目标与任务，科学制定工作思路和

发展规划，统筹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科技兴海

基地等作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科技

支撑实施主体，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海洋科技创

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推进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

发展，做好海洋科技领域创新品牌培育，逐渐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跨国企业，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科技创新驱动

作用。

２　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做好海洋科

技支撑

２１　构建沿线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

机制

　　与沿线国家建立友好海洋合作关系，开展海

洋科技创新政策对话，面向海洋基础前沿科学领

域，深入开展科技项目合作与联合研究；实现海

洋科技资源共享共用，开展现代海洋科学仪器装

备的合作开发与应用，促进重大海洋科研基础设

施的深度开放；建立海洋领域科学家交流机制，

探索海洋技术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扩大沿线国家

间海洋科技人员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等形式，不断实施双

边及多边参与的区域间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着力

解决沿线国家间的跨区域海洋科学问题。充分

发挥已经构建起来的海洋合作中心及观测平台

的作用，加快构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

斯海洋与海岸带联合研究中心及其联合观测站、

中巴联合海洋研究中心、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

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气候中心及其联合海

洋观测站等海洋科技合作平台，不断形成沿线区

域的海洋科技合作网络体系［８］。

加强与沿线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

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强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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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对珊瑚礁群生态系统

的影响、海岛保护与管理、海岸带侵蚀整治与修

复、海啸早期预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分享在海

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沿海城市发展与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海洋与海岸带灾害预报与应急处置等

领域的科技成果，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人

类带来的威胁，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作出贡献。

２２　推进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发展

《２０１３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３

年，我国海洋产业经济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海洋

科技支撑经济发展作用显著增强［９］。其中，海洋

渔业稳步增长，海水养殖业发展态势良好，远洋

渔业增长较快；海洋矿业保持有序增长态势；海

洋生物医药产业持续较快发展；海水利用产业的

技术推广与应用逐步加大，产业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

可以围绕海洋渔业、海水淡化、海洋可再生

资源开发等技术优势明显的海洋产业，积极开拓

沿线国家海洋市场，促进国内海洋产业结构升

级。依托我国与沿线国家已建成的经贸合作园

区，推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

药领域的优势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建厂；鼓励

船舶制造、海洋渔业、海水养殖等龙头企业，到市

场潜力较大且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建设生产基

地，带动我国海洋产业向沿线国家拓展，延展海

洋产业链条，进一步加大海洋经济领域的投资合

作力度，为深化区域合作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８］。

２３　做好海洋科技领域创新品牌培育

面向沿线国家提供海上公共服务和技术产

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挑战，是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另外一项重要目标［８］。

近些年来，我国海洋调查显著增强，调查范围已

经由近浅海向深远海、极地海域挺近；海洋观测

能力显著提高，发展了“海洋”系列卫星，自主研

制的高频地波雷达、海底观测设备投入使用，形

成了空中、水上、水面、水下的海洋立体综合观测

体系；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深海

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了７０００米级深潜海试；超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取得突破，获得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１０］；海洋生物医药

在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海洋能发电技术

开始进入应用示范阶段，海上风能发电实现商业

化运营［１１］。

可以围绕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

区域和重点工作，挖掘我国海洋科技领域的优势

技术与产品，依靠市场驱动和科技驱动两大力

量，搭建海上丝绸之路创新品牌培育平台，引领

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发展。通过创新品牌培育，可

有效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力推进海洋领域一、二、三

产业融合，走出一条“品牌引领—科技聚集—产

业升级—经济跨越”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亮点工程”，促进蓝

色经济绿色发展［２］。

３　结束语

经济新常态下科技工作必须要有新作为［１２］。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始铺就，海洋技术领

域需要以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主线，以发展海洋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洋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提高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为着力

点，优化发展环境和资源配置，加强创新链、产业

链和应用链的协同创新，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

效，积极推动科技兴海工作新局面，为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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