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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确立优势地位
从特色产业转化为优势产业，这是青岛市海洋产业在2013年中的最大变化。
自2013年初开始，青岛市积极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在一产领域，青岛

市出台远洋渔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吸引了 19 家远洋渔业公司来青岛注
册，建成和在建远洋渔船达到51艘，稳步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加快渔业标准化
示范园区建设。2013年青岛市海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85亿元，增长1.7%。

在二产方面，青岛市以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为主要突破点，船
舶海工产业预计2013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40亿元。海洋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596亿元，增长17.4%。

以航运、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预计 2013年青岛
市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628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居
全国沿海港口第 4位，国际邮轮母港启动片区邮轮母港码头主体工程通过
验收，同时青岛市完成了“千万平方米旅游休闲度假及会展设施工程”建
设工作。2013 年青岛市海洋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636 亿元，增长 21.5%，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8.3%，较上年提高 1.3个
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6.4∶5.3∶48.3。

海洋科研：成果取得突破
2013年青岛市涉海类科研成果硕果累累。
以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为代表的科研院所推出的“黄

海1号”中国对虾、“丹法鲆”大菱鲆等9个海水养殖新品种通过了国
家级水产新品种审定；以青岛大学、黄海制药等为代表的企业、院
所推出的9个海洋类新药取得一类新药证书；博益特生物手术止血材

料、明月集团海藻纤维
材料、中皓生物组织工
程眼角膜等系列产品完
成中试。

此外，青岛市积
极推进“人才引进培
育计划”，启动海洋
人 才 云 中 心 建 设 ，
成功研发海洋高层

次人才项目信息数据库，2013年征集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需求
2500 余个；新建海洋化工研究院海洋涂料及功能材料和中科
院海洋所海洋生态养殖技术两家国家地方联合创新平台，海
大微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则成为山东省第三批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示范联盟；组织完成首批泰山学者蓝色产业领军人
才团队项目阶段性申报，纳入山东省 《引才目录》 创新类、
创业类企业分别占山东省总数的 25%和 60%，初审通
过项目占山东省的 40%，引进各类高端涉海人才
101 人，进一步确立了青岛作为全国最大的海
洋人才聚集地的战略地位。

蓝色硅谷：
孵化“深蓝梦”

作为青岛市发展蓝色经济的桥头堡，
“一谷两区”的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大突破。
蓝色硅谷核心区目前在建、签约、在谈重
点的项目达 70 余个，总投资超过 400 亿
元；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
家深海基地等 18 个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天津大学海洋产业技术研究院、国
家海洋技术 （青岛） 中心等 10个项目顺
利签约，蓝色硅谷核心区发展逐步驶入
快车道。

2013 年，实现了蓝色硅谷核心区
全面启动、快速推进、整体突破。

如今，走进蓝色硅谷核心区，平
地起高楼的壮观景象让人有种沧海桑
田的感觉，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海
洋技术国家科学实验室、孵化器、
硅谷大厦等项目已经初具规模。随
着众多科研院所的进驻，蓝色硅谷
核心区的科技孵化与创新驱动功
能日趋完善，打造国际知名的海洋
科技研发中心、海洋成果孵化中
心、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中心、海洋
新兴产业培育中心和海洋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已经不再是梦。

2013 年
11月，《黄岛
海洋生物产
业集聚区产
业 规 划》 通
过专家评审。

按 照 规
划，黄岛海洋
生物产业集聚
区到 2015 年将
实现工业总产
值 400亿元，到
2020 年 将 实 现
工业总产值 700
亿元，成为国内

最大、水平最高的海洋生物研
发转化基地。海洋生物产业

只是西海岸蓝色经济发展
的缩影，西海岸经济新
区作为发展蓝色经济
的主战场，将持续扩
大改革红利，打造蓝
色经济升级版。

在青岛市西海岸
新区，董家口、中央
商务区、国际经济合
作区、古镇口示范区
4 个功能板块完成基
础设施投资近 200 亿

元；保税港区整合西海
岸出口加工区，保税功

能拓展区规划建设全面展
开；中德生态园成为国家首

个标准化示
范 园 区 。
2013 年 西 海
岸新区实现
海洋生产总
值 494 亿
元 ， 增 长
20.2%，快于
青岛市平均
水 平 2 个 百
分 点 ， 占
GDP 比重达
到21.8%。

西 海 岸
经济新区海

域面积、海岸线长度分别占青岛市的41%和
33%，是青岛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西
海岸经济新区现有船舶及海洋工程企业 29
家，主要集中在海西湾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
基地，其中整船制造企业有4家，海洋工程
平台企业有两家，船舶配套企业有 12 家。
在建造修船坞7座，其中包括50万吨级船坞
1 座、30 万吨级船坞 4 座、15 万吨级船坞 1
座、10万吨级浮船坞1座；海洋工程滑道11
条，其中包括中海油 5条滑道、中石油 4条
滑道、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两条滑道。
该基地全部建成后，将形成668万载重吨造
船能力、50 万吨海洋工程钢材加工能力、
200 余艘修船能力，年销售收入将达 700 亿
元。

港口及海洋运输物流业方面，规划面积
为 3.6平方公里的蓝色国际物流产业园列入
青岛市蓝色经济区特色海洋产业园。

红岛经济区：发动蓝色引擎
红岛经济区实施了《青岛软件科技城产业发展规划》，目前，软件科技城

已引进龙头项目 20 个；同时，红岛经济区内已形成蓝湾创业园、蓝湾创意
园、蓝湾软件园、蓝湾药谷等孵化器集群，建成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区”、“中
科院技术研发园”、“海洋技术研发区”和“青岛国际科技合作园区”等一批创
新载体。2013 年红岛经济区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23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26.4%。

邓中翰院士中星微电子项目研发出新一代CPU桥片，“中国芯”诞生在红岛
经济区；卢秉恒院士入园组建国内最大的3D打印产业研究院；侯保荣院士研发
的海洋防腐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引进的蔡鹤皋院士工作站获批智能机器人高新
技术产业特色园区。

翻开红岛经济区在过去一年的“成长”历程，单凭高新技术、蓝色经济的产业
阵营，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初步预计，2013 年实现总收入 245 亿元，增长
63.3％；工业总产值为 88.4 亿元，增长 42.6%；进出口总额为 9.8 亿美元，增长
88.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19.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44%；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28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集群） 4个，在全国105家国家级高新区
中综合排名首次进入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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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年
—— 青 岛 自
1891年建置以
来，在城市规
划的引领下，
从最初的小渔
村 、 军 事 要
塞，逐渐演变
成独具特色的
海滨城市。

1898 年 ——
1898年德国人侵占
青岛不到一年的时
间就完成了 《拟在
青岛湾新建城市的
建设规划图》，这是
青岛历史上第一份
城市规划方案，到
现在青岛的老城区
还有它留下的印记。

1935
年 ——
1935 年
的《青 岛
市施行都
市 计 划
案》，是第
一次由中
国人自己
制定的青
岛城市总
体规划。

1957 年
——解放后，
1957 年制定
的《青岛市城
市 初 步 规
划》，形成了

“南宿北工”
的城市格局雏
形，毛泽东主
席对此给予了
高度评价。

1958 年 6 月 下 旬
——建工部在青岛召开
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
作座谈会。期间中国建
筑学会召开青岛规划与
建筑专题学术讨论会，
形成了专题学术研讨报
告——《青岛》，梁思
成为报告执笔作序。

改革开放后——改革
开放以来，青岛的规划多
次调整，历经“南、中、
北三组团”带状布局、到

“两点一环”的空间布局
结构，再到目前的“全域
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
开、生态间隔、组团发
展”的空间发展战略，青
岛正沿着一系列城市规划
实现着城市空间的蝶变。

2013 年 —— 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于11
月16日—11月18日
在青岛召开，青岛市
成为唯一一座两次召
开全国规划大会的城
市。年会发表《青岛
宣言》，产生重大反
响。

现 在 —— 今
天，青岛市正在实
施的 《青岛市城市
总体规划 （2011—
2020）》，确立了加
快建设宜居幸福的
现代化国际城市的
城市发展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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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福山路 3号，有一座小楼临海而立，幽静雅致。这
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居。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移居青
岛，时常前瞰大海的他，不禁感慨：“海天那么宽阔，无涯无
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

沈从文与青岛，都借助一抹蓝色开启未来远景。作家借海

畅想人生，青岛借海安放未来。
自从2009年，立志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开始，青岛未

来就注定是蓝色的。2013年，青岛海洋生产总值对GDP的贡献
率近1/3。目前，青岛聚集了全国30%的海洋科研机构、40%的
海洋高层次科研人才。因海而生的青岛，正在集结力量，唤醒

这片茫茫蓝海。
海是大自然对青岛的恩赐，但青岛并不

独享这份恩赐。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城市
众多。如何在众多沿海城市中脱颖而出？这
是青岛始终在思考的问题。在黄海之水的涨
落之间，青岛似乎找到了答案——建成蓝色
经济区。

1979年，在中央确定4个经济特区之后
的第 11 天，邓小平来到了青岛。当时的摄
影记者张秉山拍摄了一张邓小平游泳的照
片，并起名为“胸意海洋宽”。这个名字很
有韵味，是伟人的胸怀如海洋般宽广，还是
海洋如伟人的思路一般开阔？在当时自然是
指前者，而今天看来或许是后者。

青岛的海洋战略有着周密而开阔的思
路。蓝色产业崛起、蓝色科技突破、蓝色文

化 领 先 、 海 洋
环 境 优 良 以 及
国 际 开 放 程 度
高，这是青岛挺进深蓝的宏大布局。

勾画理想易，付诸实施难。因此，评价一座城市的发展潜
力，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青岛为发展蓝色经济而力推的

“一谷两区”（蓝色硅谷、西海岸新区、红岛经济区），已经取
得了诸多实质性的进展。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西区
二期工程封顶；前湾保税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一期工程通过
国家验收；董家口经济区入驻39个大项目，其中投资主体不乏
世界500强企业……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人是一个出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
是生长的力量。”这句话用来形容青岛再贴切不过了。踱步大
街小巷，漫看金沙碧浪，观摩园区工厂，青岛的每个角落都蕴
涵着一股生长的力量，这或许是这座城市最大的价值所在。观
城如观人，有的暮气沉沉，有的僵化保守，有的谨小慎微，有
的乳臭未干。幸好，青岛不在上述之列。青岛是朝气蓬勃的：
满面朝气，奔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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