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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青岛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5

—2027年）》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1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青岛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打造海洋新质生
产力行动方案（2025—2027年）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

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提

供有力支撑。到2027年，力争全市涉海规上企业超过3500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000

家，海洋新兴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成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二、工作任务

（一）海洋装备产业

提升研发设计与技术攻关能力，研发建造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提高海洋装备及其关键

核心配套设备研发设计能力，助力海洋装备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推动船舶海工产品结构优化

升级，加强与国内海洋装备领域领军企业对接，部署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板块，着力



发展LNG动力、氨动力、甲醇动力等新型动力船型，支持企业实施主力船型绿色智能升级。推

动海工装备制造高端化，巩固提升深水大型及超深水半潜式生产平台、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FPSO）等深远海油气资源开发装备总装建造能力，提升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应用水平，建

立现代海洋工程装备管理模式。推动自主配套水平完善提升，支持海洋装备配套企业规模化发

展，发展自动靠离泊、远程无人控制等船舶智能系统研发。做强船用大功率低速发动机、压载

水系统等配套产品，发展智能航行、脱硫脱碳系统、供气系统、碳捕集高值化利用、高精度导

航等船舶配套产品。推动总部型海洋装备业集聚发展,将海西湾建设为集研发设计、总装建造、

产业配套为一体的总部型产业基地，持续打造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打造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制造示范企业。（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海洋发展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二）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

提升海洋药物原始创新能力，深入实施“蓝色药库”计划，加快海洋创新药物研发，聚焦海

洋糖类药物、蛋白及肽类药物开发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抗心脑

血管疾病、抗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海洋创新药物及海洋中药研发。聚焦合成生物、基因编辑等重

点领域，布局推动一批科技计划项目。推进海洋生物医疗器械和医用材料高端发展，支持企业

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发止血、创伤修复、组织工程支架等高性能、高纯度、高附加值的医疗器

械和医用材料。拓展海洋资源在生命科学工具、诊断试剂、造影剂等领域应用。推进海洋生物

功能制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具有辅助增强免疫力、预防心脑

血管疾病等功效的海洋功能保健食品，发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海洋化妆品，开发海洋酶

制剂、农用生物肥料等海洋生物农用制品，提高海藻加工废弃物及浒苔综合利用水平，发展高

纯度海藻酸盐、海藻寡糖提取制造。推进产业发展创新服务平台搭建，加快建设青岛海洋生物

医药特色产业集聚区，积极培育医药外包服务机构，构建面向产业需求的研发和公共服务体

系。（市委金融办、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市场监管局、崂山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

提升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基础性、前瞻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动

海水淡化专用材料、装备协同攻关及产业化，实现核心技术装备自主可控，推进海水淡化与综

合利用领域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将海水淡化水作为生活补充水源、市政新增供水及重要应急

备用水源，充分利用已建海水淡化工程，拓展海水淡化水在市政、工业、海岛等方面的应用场

景。完善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链条，重点发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关键装备制造能力，实

现反渗透膜自主生产，促进海水淡化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推动海水淡化与分布式能源以



及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联动发展，积极开展浓盐水综合利用。（市发展改

革委、市科技局、市水务管理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国资委、市行政审批局、李沧区政府、青

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即墨区政府、青岛蓝谷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海洋新能源产业

推动发展深远海风电产业，积极推进海上风电场选址和开发，提高海上风电产业集聚度，

支持海上能源、深海养殖、海洋文旅、海洋装备等融合发展，围绕风场开发、整机、主轴、材

料制造等环节打造风电装备全产业链。稳慎推进海上光伏产业，根据国家政策调整，依规推进

海上光伏项目建设，推动海上光伏产业融合发展，加快高端光伏材料技术开发。发挥海洋能技

术研发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关键装备技术攻关，加快突破兆瓦级波浪能、潮流能发

电技术，实现设备研制、测试和定型。发挥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人才、技术、设施集聚优势，

推进海洋能开发利用项目示范，加快商业化开发进程，推动绿氢综合利用技术示范验证，探索

打造海上氢岛、海上能源站和海上能源岛。发挥海洋装备制造业基础优势，鼓励企业延伸拓展

海洋能装备制造，以培育本土海洋能装备制造产业为核心，提高关键核心配套装备自主化水

平。（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海洋发展局、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即墨区政府、胶州市政府、上合示范区管委、青岛蓝谷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深海开发产业

开展深海采矿技术重点攻关，广泛对接国家深海战略科技力量和产业资源，打造国内领先

的深海矿产开发技术高地。提升深海矿产开发装备制造能力，聚焦水下采集类装备、水中传输

类装备、水面平台类装备，提升装备研发和制造能力，推动深海矿产开发装备产业在青培育壮

大。发挥深海重大平台支撑作用，构建国家级、省级、企业级等多层次的深海创新体系，加快

推动深海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在青布局。强化市场主体培育，坚持以企业为创新创业主体，梯队

培育深海高新技术企业，夯实深海产业基础，构建深海矿产开发产业生态。积极参与深海采矿

国际合作与治理，发挥国际海洋事务交流平台载体优势，密切与国际深海领域机构组织联系，

通过开展国际学术论坛、组织深海专题培训、参与标准制定等，在深海采矿国际合作与治理中

探索青岛经验。（市委外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海洋发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海洋电子信息产业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及领军企业，打造海洋物联网领域联合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平

台，提升原始创新、源头创新能力。加快微纳传感等多源传感技术研发，支持水下通信与导

航、多功能跨域网关等通信核心技术研究，重点突破海洋数字孪生等前沿交叉技术和分布式训

练等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存算一体芯片、神经网络处理等核心底层硬件技术。聚焦“陆海



空天”谱系化装备研制体系，推进高性能温盐深传感器等新型观探测设备国产替代，加强敏感海

域动态观测、动力过程监测等领域核心技术装备支撑。研制面向深远海的大型锚系通量观测浮

标系统，推进固定观测、移动观测、遥感观测等平台建设。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海洋电子信息企

业方阵，重点实施水下机器人、智能浮标潜标等海洋观探测装备产业集群建设，加快全产业链

条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布局卫星通信、水声通信等设备设施，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

成互联、安全高效的海洋信息“新基建”。实施“标准化+”工程，促进海洋物联网国际标准制定共

享。举办特色鲜明的海洋领域展会、论坛等活动，推动国际间人才技术多层次交流。开展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融合创新场景实测，打造海洋电子信息未来工厂等标杆示范场景。聚焦智

慧港口、海洋数字文旅、海上公共服务、海洋生态管理等领域，布局一批产业场景应用实验

室，加快建设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集聚区。鼓励企业结成应用场景“联合体”，创造新的应用场

景和消费需求。（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海洋发展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大数据局、市民营经济局、青岛海洋科技

中心、崂山实验室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现代渔业

提升水产种业创新研发和产业转化能力，以三文鱼、东星斑、南美白对虾、牡蛎、海参等

品种为重点，系统谋划水产种业发展布局，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打造全国水产种质研发创制

高地和水产种业产业化应用基地。健全深远海养殖产业链条，按照疏近用远原则，合理确定深

远海发展空间，布局苗种繁育、养殖、饲料、病害防控、加工、贸易、物流等上下游全产业链

条，推动水产养殖走深、走远。打造多产联动的现代海洋牧场，在优质岸线打造集育苗、养

殖、生态养护、休闲垂钓、餐饮食宿、海上观光、海上救援、海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海洋牧

场综合体，开发海陆交融的特色旅游产品，打造高端海岛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市委金融

办、市科技局、市海洋发展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青岛金融

监管局、崂山区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城阳区政府、即墨区政府、胶州市政府按职责分

工负责）

（八）海洋化工业

推动海洋石化产业链条一体化、装置规模化、种类系列化、产品精细化发展。支持发展海

洋化工循环产业体系，以海淡高盐水为源头，支持企业建立盐—碱—氯循环利用体系，提高海

水、浓盐水综合利用效率，创新技术提高海洋盐化工产品附加值。做强海洋化工新材料产业，

提高海藻精深加工和产品技术含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海藻纤维、海藻肥料等高附加值海藻化

工产品。发挥海洋新材料科研优势，做大做强海洋化工涂料产业，研发新型浮力材料、防污防

滑减阻材料。坚持绿色低碳安全发展，聚焦空间布局、循环链接、节能降碳、资源利用、污染



治理等重点任务，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争创国家绿色化工园区，鼓励园区和企业，运用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打造智慧园区和智能工厂，提高安全环保整体水平。（市发展改革委、市

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三、保障措施

布局一批具有牵引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深入实施“海创计划”，建立产学研联

盟，构建创新协同、供应链互通的产业创新生态。引育高素质海洋科技产业人才，推动校地耦

合发展，建立海洋高层次人才库和海内外高端紧缺人才招引清单，加大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

交流合作。加强海洋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编制“海洋产业链生命树”，构建海洋

产业装备技术和产业发展路线图。制定海洋领域重点产业招引目标清单，实施海洋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打造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新型深远海养殖综合产业集聚区。优化海洋经济发

展法治化环境，加大海洋政策资金保障力度，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契合海

洋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发挥“蓝色金融”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