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海基地規劃圖配合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為青島發展海洋產業提

供動力。 圖為深海基地規劃圖

■按國際公約，2017年未安裝壓載水處理設備船舶不能駛入IMO成員國港

口，為海洋經濟帶來新商機。

位於青島市嶗山區的青島正大海爾製藥

公司是中國內地唯一國家級海洋藥物中

試基地，在內地上市海洋藥物中五有其

三。眼下該公司正與中國工程院院士管華

詩團隊聯合對PSS(藻酸雙酯鈉)進行二次開

發，擴大應用範圍。公司副總經理任莉此

前表示，開發出的產品在缺血性腦血管病

領域有突出預防作用，有望成為內地自主

研發的唯一海洋類新藥，達到國際水平。

同樣是基於海洋生物醫藥領域的開發，

中國海洋大學劉萬順教授與博益特生物材

料公司在嶗山生物醫藥產業園，聯合對從

蟹殼中提取殼聚糖止血產品進行市場開

發，其中四種產品已經在醫院投入臨床使

用。

嶗山產業投資逾240億
目前，青島在海洋工程技術、海洋人工

材料、海洋基因工程等領域，聚集一批具

有自主知識產權、內地首創、國際前沿的

重點產業化項目，僅嶗山區總投資即超過

240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規劃，到2020年，藍色硅谷將基本成

國際海洋科技教育中心、國家海洋科技自

主創新示範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引

擎。據初步測算，整個藍色硅谷的建設需

要投資4,000億元，除基礎設施等配套工程

由政府投資，其餘均將經市場運作而成。

港服務業可拓融資渠道
韓守信並表示，港商在此間大有可為。

據其介紹，藍色硅谷的功能定位是「科技孵

化和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綜合服務」，而服

務業恰是香港的強勢產業，希望借鑒香港先

進經驗發展現代服務業，並利用香港平台

增強藍色硅谷海洋科研項目的融資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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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發首隻海洋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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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成功下潛7,062米，創下同類作業型潛水器最深紀

錄，使中國成為少數掌握相關技術的國家，代表歷時10年的研製工作成

功，未來將入駐青島藍色硅谷的國家深海基地。該基地是世界上第五個深

海技術支撐基地，同時在建項目有號稱「航母級」的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

實驗室，未來將共同為涉海產業提供科研支撐，對中國海洋科研和海洋產

業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在青島藍色硅谷，一批深海科技成果已先行先

試，從醫藥、遊艇等各個領域帶來意想不到的巨額經濟效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于永傑、李皓

在青島市嶗山區，一項年產10萬片人工

角膜的海洋科技項目有望明年上半年

進入臨床，明年年底或2014年年初實現產

業化生產。據研發技術的青島中皓生物工

程公司有關人員向本報記者介紹，該技術

投產後每年不但能為近5萬人帶來光明，保

守估計年均產生經濟效益30億元（人民

幣，下同）。而製造這種人工眼角膜的就是

深海鱈魚魚皮。據了解，該公司以中國海

洋大學為技術依托，研發出世界首個以深

海魚皮膠原蛋白為主要材料的角膜載體支

架，在全球開創海洋生物材料應用於人體

器官重建的先河。

技術突破從商用到軍用
目前，青島藍色硅谷已集聚一批中皓這

樣的公司，而青島華澳船舶製造公司亦是

佼佼者。由於攻克「大跨度鋁合金材料焊

接技術」這一國際公認的技術難題，該公

司成為國內首家擁有國際頂級鋁合金船舶

生產技術的遊艇製造企業，其生產的內地

第一艘165英尺超級豪華遊艇「虎鯊號」將

於今年下水。這也是第一艘由亞洲國家自

行設計製造的165英尺鋼鋁複合結構豪華遊

艇。

華澳船舶辦公室主任李琳表示，鋁合金

遊艇製造技術的意義將不僅限於民用和商

業開發，「同傳統的玻璃鋼艇相比，鋁合

金材料更輕、艇身可以更長。而鋁合金和

玻璃鋼混合造船技術，更是造軍艦的技術

基礎。」如果這一技術大面積推

廣，未來海上競爭，中國船舶將佔

先機。

青島藍色硅谷是以海洋為主要特

色的高科技研發及高技術產業集聚

區域，也是目前內地首家定位於海

洋科技自主創新與成果轉化、企業

孵化的特色園區。2011年1月，中

國首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區域發

展戰略《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

規劃》獲批升級為國際戰略，青島

被確定為該區域的龍頭城市。抓住

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青島發揮自

身海洋科技、海洋人才等方面的優勢，開

始規劃建設中國「藍色硅谷」。

加快科研成果轉化速度

自今年2月青島藍色硅谷規劃正式出台，

吸引眾多涉海企業、學者和投資者。僅3

月，青島市政府就與中船重工七二五所、

中船重工第七一○所、青島中皓生物工程

公司、武漢光谷聯合股份公司、國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島雙瑞海洋環境工

程公司、海洋化工研究院等簽約12個藍色

經濟區建設項目，總投資近150億元。

園區注重四大領域創新

青島藍色硅谷核心區管理委員會主任韓

守信介紹，藍色硅谷關注的是有關海洋四

大領域的創新，包括海洋生物、海洋資源

綜合利用與新材料、海洋可再生能源與環

保、海洋電子儀器儀表及深海勘探設備

等，重點發展海洋生物與醫藥、海洋高端

裝備與海洋儀表製造、海洋新材料、深海

技術與裝備、科研教育等重點項目，構建

現代海洋產業體系。青島將在藍色硅谷內

建設千萬平米的科技孵化器，搭建企業與

科研院所的合作平台，推動科研成果轉

化。國家深海基地、國家海洋實驗室以及

青島已有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國海洋

大學等，均將成為涉海企業強有力的技術

支撐。

「深潛」帶動海洋科技產業化

正如國家「863」計劃海洋課題組組長、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劉保華所言，
「蛟龍號」7,000米海底潛探成功意義，不僅
代表內地攻克大深度下潛這一科技制高
點，更因其涉及水下關鍵技術，勢必推動
深海技術快速發展，同時帶動一大批相關
技術通過二次開發和產業化孵化走向市
場，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組建深海技術支撐基地
劉保華介紹，位於青島藍色硅谷內的國

家深海基地，是繼俄羅斯、美國、法國和
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五個深海技術支撐基
地，預計2014年基本建成。項目負責中國
深海資源勘探、科學考察等活動，並為深
海資源開發提供運行保障，成為一座深海
科技的孵化平台，對中國海洋科技和海洋
產業發展起到強勁的推動作用。
除國家深海基地外，海洋科技國家實驗

室亦落戶藍色硅谷。即墨市科技局副局長
孫福臨介紹，2007年科技部共批准申報10
個國家實驗室，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
實驗室名列第一位。該實驗室計劃總投資
9.4億元人民幣，將組建海洋漁業、海洋藥
物與生物製品和深海地質與礦物資源等8個
功能實驗室，以及海洋分子生物技術實驗
平台等6個大型公共實驗平台，建成後將成
為海洋科學考察船隊的「大本營」、海洋資
源的「大百科」以及海洋科技分析測試中
心，成為海洋科技的三大支撐系統。

海歸「才」「智」本土創新
留美博士王華明回國前在全球第二大生

物㢓開發商和製造商美國傑能科公司從事
㢓製劑研發。在2010年，他辭去原有工
作，受聘於青島蔚藍生物集團成為首席科
學家，並膺任「泰山學者」海外特聘專
家。在青島，像王華明這樣高層次人才正
不斷被吸引到藍色硅谷創新創業。中國工
程院院士管華詩此前表示，藍色硅谷聚集5
個國家級大平台和15個國家涉海重點實驗
室，有條件聚集國內外的海洋科技工作
者，並直接輻射相關產業，從而成為一個
各種試海產業的創新園。
目前，藍色硅谷核心區已落戶青島海洋

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國家深海基地、
山東大學青島校區等國家級海洋科研機
構；先後引進建設港中旅青島海泉灣度假

城、溫泉國際會展度假城等涉及總投資
600億元人民幣的30多個高端旅遊會展、
服務外包、科研教育等海洋新興產業項
目。

海洋科研實力冠全國
事實上，青島市提出建設中國藍色硅

谷，與其海洋科研實力冠全國不無關係。
為許多港人不知的是，青島除擁有迷人風
光，還是全國著名的海洋科學城，聚集全
國一半以上的海洋科技人才。經過數十年
積澱，青島擁有中國海洋大學等7家國家級
海洋科教機構，擁有涉海兩院院士19人，
承擔「十五」以來國家「863」、「973」計
劃中55%和91%的海洋科研項目，國家海洋
創新成果獎50%。

一區一帶一園佈局
青島藍色硅谷核心區管理委員會

主任韓守信介紹，藍色硅谷將實施
一區一帶一園的總體佈局。「一區」
即藍色硅谷核心區，包括即墨市鰲
山衛、溫泉兩鎮陸域和海域全部，
規劃陸域總面積218平方公里，海域
面積225平方公里。「一帶」由核心
區向南，沿濱海大道延伸至嶗山區
科技城，形成一條海洋科技創新及
成果孵化帶。「一園」即高新區膠
州灣北部園區，規劃陸域面積63平
方公里，將重點建設海洋生物與醫
藥、涉海高端裝備與節能環保、新
一代電子與信息三個新興產業功能
區。

重太空輕深海 發展失衡
最新公佈《2011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

示，2011年中國海洋生產總值4.56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佔GDP9.7%。然而，相對於陸地，
中國海洋經濟仍處於起步階段，面臨體制、人
才、資金、創新和產業轉化等諸多制約的因
素，建設藍色硅谷亦是如此。

全國海洋經濟佈局初定
事實上，海洋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

成部分和新的增長點，自2011年1月4日國務院批
覆《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以來，浙
江、廣東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相繼獲批。加上新
成立的舟山群島新區，在整個沿海地帶，包括
遼寧沿海經濟帶、河北曹妃甸工業區、天津濱

海新區、河北渤海新區、江蘇沿海經濟帶、福
建海西經濟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中國海洋
經濟發展的帶狀和點狀空間佈局基本成形。
不過，內地對海洋科技的資金投入和重視仍顯

不足。以「蛟龍號」為例，當年深潛器申報863
計劃，科研經費是1.8億元，這是迄今國家為開
發深潛器直接撥付的唯一款項。而這10年間，
中國航天工業從「神舟一號」發展到「神舟九
號」，一次發射費用就達10億元。相比於太空
戰略的萬眾矚目，深海仍然寂寞。

突破瓶頸看成果產業化
另外，內地科技創新體制仍然存在㠥較大突

破空間。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劉保華表

示，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是提升科技水平的
關鍵，而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一套從實驗室向企
業和社會轉化的成熟體系，藍色硅谷需要強力
突破海洋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瓶頸。在青島這座
海洋科技重鎮工作多年的劉保華感慨良多：
「無論建設什麼，人才都是最關鍵的。現在深海
基地選址青島，青島也提出要建設藍色硅谷。
但坦然地說同深圳、陝西等地比，青島在留住
科技人才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對此，青島藍色硅谷核心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韓守信坦言，此前青島市對海洋科技成果重視
不夠，目前青島當地已經開始正視這一問題，
在藍色硅谷的建設當中，將建設千萬平米的科
技孵化器，搭建企業與科研院所的合作平台。

■「蛟龍號」潛探涉及水下關鍵技術，有利推動一大批相關技術通過二次開發和產業化

孵化走向市場。 資料圖片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劉保華表示，青島藍

色硅谷內的國家深海基地預計2014年基本建成。

記者于永傑攝

■深海資源開發為中國海洋科技及產業發

展起到強勁推動作用。 資料圖片

■成功移植角膜內皮逾200天的家貓。

資料圖片

■青島華澳船舶製造公司掌握「大跨度鋁合金材料焊接技術」，生產內地第

一艘165英尺豪華遊艇。 記者于永傑 攝

■青島藍色硅谷核心區管

理委員會主任韓守信認

為，青島將搭建企業與科

研院所的合作平台。

記者于永傑 攝

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