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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ClairvoyanceClairvoyance

□ 许明慧 朱亚森 张 颖

发展渔业，种业先行。近日，山

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经海蓝色种业

研究院正式成立。它将建成以地方经

济品种为核心，以全国性、全球性优势

品种为补充的北方良种、良苗、良品的

科研高地和贸易中心，加快实现水产

种业“北繁基地”建设目标。

走向深蓝的前提是认识海洋，认

识海洋要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实

现。今天，审视烟台片区的海洋创新

供给，会发现经海蓝色种业研究院的

成立只是片区打造“自贸海洋”蓝色

标识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依海而生、向海图强。烟台拥有

1038公里绵长海岸线，是两倍于陆地

面积的“蔚蓝国土”。烟台最大的潜力

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海洋、最大的动

能也在海洋。烟台片区获批后，“蓝色”

成为与生俱来的基因。为此，烟台片区

始终牢记“深度经略海洋”的责任和重

托，紧紧围绕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海洋

大市发展目标，坚持“集成性、首位度、

品牌化、专属性”，向海洋要生产力、向

海洋拓展创新供给，逐步形成了从海洋

种业、海工装备到“海工+”新模式、海

洋科技、蓝色金融等全链条发展格局，

全方位塑造“八角湾”品牌，高标准打造

“自贸海洋”蓝色标识，助力区域海洋经

济向高水平、高质量、高能级跃升。

“小鱼卵”畅游“八角湾”
海洋生物种业全链条引育路径加速构建

近日，货重12吨、价值2万多美元的

扇贝从烟台片区运往韩国。此次出口的

扇贝为烟台高光养殖场养殖的海湾贝，

出口后商品最高增值可达1000%。

立足海洋特色，专注种业创新。

烟台片区以海洋原良种培育为基础，

已经构建出从一粒“鱼卵”，到一条

“鱼”，延伸至一条“产业链”，最终形成

产业“生态圈”的海洋种业体系。

这一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源自这

里优质的产业基础——

烟台片区毗邻黄渤海，拥有天源水

产、海益苗业等5家国家级水产原良种

场，密集程度居全国首位，依托这一良好

的产业基础，谋划建设了“烟台八角湾蓝

色种业硅谷”，打造“中国北繁基地”。

围绕种业创新重点问题，持续攻

关水产优良品种和新品种，形成了覆

盖鱼、虾、贝、参、藻五类水产苗种的

繁育技术体系。海益苗业参与合作

的“扇贝分子育种创造与新品种培育

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推出“海大金贝”“蓬莱红2号”等品

种，近3年累计直接产值33亿元。

这一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还得益

于不遗余力的培育——

为加快优质水产苗种检疫准入，

打造现代化海洋种业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烟台片区联合国信东方等龙头企

业，创新“引进中转+陆海接力”新模

式，打通“鱼卵引进隔离—孵化育苗—

入海驯化—海水养成—成鱼加工—销

售流通”完整产业技术体系。目前成

功从挪威、冰岛等地引进高质量大西

洋鲑发眼卵25万粒，实现了4000尾

大规格苗种的跨省中转，确保种质资

源引得来、供得上。

以该模式为基础，烟台片区又成

功引进总投资约4亿美元的挪威三文

鱼项目，成为国内迄今为止单体最大

的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全国最大的三文鱼生产、交易和加

工中心。

强有力的机制护航也让种业发展

蹄疾步稳——

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首家海洋知

识产权中心，率先探索“水产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有效激励水

产新品种源头创新的态势。针对海

参苗种繁育，推出全国首个“链上合

格证”管理云，将区块链技术与食用

水产品合格证试点相衔接，通过“一

证一码”实现海参“产购销”全程溯

源，不断提高烟台海参品牌的市场占

有率和行业话语权。

围绕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

环境，烟台片区在全国首创海洋生物

资源“生态链式”养护模式，率先出台

增殖指导目录等系列制度，搭建苗种

繁育、野生驯化、资源修复长效监督评

价等“四大体系”。已在烟台等三地投

放社会化认购鱼苗200余万尾，实现

了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修复增加

15%、高营养层级生物资源量增加

30%，助力建成“蓝色粮仓”并作为全

省唯一制度创新成果入选全国第四批

“最佳实践案例”。

“登东山”而后“登泰山”
延长海工装备链条培育新的“增长极”

做好“海文章”，海工装备是一个

值得挖潜的领域，赋予海工装备更大

的使命和更多的内涵，是烟台片区正

在探索和不断实践的新路径。

拓展海工装备应用场景，烟台片

区全力开展海工领域差异化探索，将

海工基础与海洋资源相结合，在全国

率先掀起一场“油转渔”“油转文旅”的

新业态浪潮。

油转渔转出一片新天地——

积极探索海工装备与海洋牧场试

点融合，针对海洋牧场平台新兴业态

和新型装备，制定全国首个标准，形成

由渔业检验部门试点检验，省级主管

部门发证、进行所有权登记的确权路

径，破题海洋牧场平台确权。

针对海洋牧场平台投入高、风险

大的问题，推行“确权+保险+信贷”增

信助贷模式，破解海洋牧场平台融资

难题。针对传统渔民年龄偏大、难以

适应新技术操作要求，而年轻渔业从

业人员越来越少的现状，定向培养职

业渔民，联合设立“现代渔服公司”，推

行“海工+渔服”模式，解决渔业职业

工种短缺问题。

在烟台片区示范引领下，烟台已

创建省级以上现代化海洋牧场示范区

30余处。其中，国家级17处，占全国

总数的1/8，数量居全省首位，海洋牧

场总面积超过120万亩，综合经济收

入超过500亿元。

油转文旅转出一片新图景——

迎着全球文旅融合时代浪潮，

在全国首次探索“海工+文旅”新模

式，依托中集集团半潜式多功能生

活平台，打造“海市蜃楼·烟台八角

湾海上艺术城”，实现“大国重器”华

丽转身，走出一条“油转文旅”的发

展之路。

未来的烟台八角湾海上艺术城项

目包含艺术酒店、当代美术馆与文博

空间、国际艺术家驻留工作室、文创艺

术商业综合体、高端网红餐饮、水上运

动与娱乐、音乐及演艺、现代海洋牧场

与休闲渔业等八大业态，将成为烟台

文旅发展的新地标，成为拉动全域旅

游的强力引擎。

“强科技”孵出“新动能”
筑牢海洋经济发展“根基”

引进中科院育成中心、泛海海工

等20多个涉海高端项目；与70多家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带动和关联的涉

海产业产值超过300亿元；大力吸引

海洋高端装备、智能传感器、水下机器

人、海洋大数据、智能制造、海洋高端

食品、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人

才、项目等。

深谙科技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烟台片区抓住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契机，汇聚一流的海洋科研

机构、人才队伍和创新要素，加速建设

烟台八角湾海洋经济创新区，在全国

率先构建“总部基地+孵化加速器+专

业园区”的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模式，打

造起集“政产学研金服用”于一体的海

洋创新创业共同体，持续积蓄“蓝色”

新动能。

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引

进“大海工”名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

（生）院，创新建立“双师指导+课程学

习+企业和校企联合实验室专业实

践+学位成果”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研

究生新模式，先后有80余名研究生进

入本地企业开展实习实践，为企业培

养了真正需要的技术骨干。

创新高层次人才“双聘”新模式，

科研人员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在企业和

高校之间合理流动，17名教师进入高

新技术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实现校企

“智力共享”、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目前，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已

与万华化学、中集来福士、东方电子等

18家骨干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开

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技术攻关、试验平

台共建等方面合作，参与省、市重点科

研项目10余项。

大海扬波千帆竞，锐意改革万事

新；协力攻坚勇拼抢，聚力深蓝担使

命。未来，烟台片区将持续深耕蓝色

沃土，充分用好自贸区“试验田”和

“直通车”优势，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

发展，围绕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推动自贸海洋

集成创新，在全国进一步叫响烟台

自贸海洋品牌，擦亮“自贸海洋”蓝

色名片。

（本版图片由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

片区综合协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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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自贸创新聚焦自贸创新 逐梦深海远疆逐梦深海远疆

“大海工”名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海洋经济创新中心

“确权+保险+信贷”增信助贷模式下融资建设的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

烟台八角湾蓝色种业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