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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
标。十年来，在海洋科技
创新、培育壮大海洋新兴
产业、拓展海洋经济发展
新空间、参与全球海洋治
理等方面，我国取得哪些
突破性进展？新形势下海
洋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有
哪些？中共二十大代表，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王
宏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
时作出回答。

海洋高技术领域自主
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新网记者：海洋科
技创新是建设海洋强国的
根本动力。这十年来，可
否请您介绍，我国在海洋
科技领域取得哪些令人瞩
目的突破性进展？

王 宏 ： 我 们 持 续 深
耕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领
域 ， 着 力 推 动 海 洋 科 技
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十年
来，深水、绿色、安全等
海洋高技术领域自主创新
不断取得新突破，多个领
域跻身世界前列。

以“蛟龙”号、“深
海勇士”号、“奋斗者”
号、“海斗”号等潜水器
为代表的海洋探测运载作
业技术实现质的飞跃，核
心 部 件 国 产 化 率 大 幅 提
升。自主建造具备双向破
冰能力的“雪龙2”号破冰
船，填补我国在极地科考
重大装备领域的空白。

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
平台“蓝鲸1号”在南海成
功试采可燃冰。全球首个
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

澎湖号”和全潜式深远海
养殖装备“深蓝一号”交
付使用。自主设计的3000
吨级专业浮标作业船投入
使用。完成我国首次环球
海洋综合考察并取得多项
突破性成果。

大力推进国家全球海
洋立体观测网工程，基本
实现对我国管辖海域、西
北太平洋、北印度洋、重
要海峡通道以及南北极区
的长期业务化观测。实施
海洋预报“芯片”工程，
新一代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海洋数值预报系统
投入运行，针对风暴潮、
海啸、海浪等海洋灾害预
警报的准确率和时效性均
达世界先进水平。

海洋科技重点攻关四
大领域

中新网记者：面向新
征 程 ， 未 来 5 年 ， 我 国 海
洋科技重点要攻关哪些领
域？

王 宏 ： 海 洋 科 技 创
新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根本
动力，是贯穿全局、起决
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加快
海洋开发进程，振兴海洋
经济，关键在科技。二十
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对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做了专门部署。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
优化国家海洋科研力量布
局和加快实现高水平海洋
科技自立自强做好推进工
作：

一 是 强 化 海 洋 领 域
国家科技力量。完善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与山
东、浙江、广东和海南省
政府共同建设运行威海、
舟山、珠海和深海国家海
洋综合试验场。优化重大
创新平台布局，加强海洋
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等建设。建设国家
深海基因库、国家深海标
本样品馆和国家深海大数
据中心。

二是着力突破海洋核
心装备和关键技术瓶颈。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推进实施“蛟龙探海”二
期、“深海矿产开发”重
大科技专项、海域动态感
知系统工程、海洋生态卫
星工程等一批海洋科技重
大项目。重点突破海洋观
测监测新型传感器、无人
智能平台和目标探测识别
等技术，支持深海科学探
测、油气矿产资源探测和
生物基因资源勘探开发等
装备谱系化发展。加强超
深水钻井平台、超深水半
潜式生产平台、天然气水
合物开发装备及配套设备
等关键核心部件的自主设
计制造。加强海洋环境保
护、生态修复和重大海洋
灾害应对关键技术攻关。

三 是 加 强 海 洋 基 础
性、前沿性和战略性技术
储 备 。 持 续 开 展 海 洋 科
学 、 极 地 科 学 的 基 础 研
究 ， 争 取 在 海 洋 动 力 过
程、陆海相互作用、海洋
生态系统变化规律等方向
实现原创性突破。聚焦海
洋空间利用、生物技术、
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科技
前沿，超前部署海洋前沿
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
构建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
性技术储备优势。

四是提高海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成效。推动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强化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市场化服务，扶持培育
涉海中介服务机构和专业
化技术交易平台，加快海
洋科技成果产业化。打造

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
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推动建立海洋产业创
新联盟。

培育海洋新兴产业集
群

中新网记者：2021年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9万亿元，特别是新兴海
洋产业的增速超过10%。
未来在培育壮大海洋新兴
产业方面，主要着力点在
哪？

王 宏 ： 海 洋 经 济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海洋经济活动已经融
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方面面。十年来，通过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中央财政先后投入近90亿
元 支 持 海 洋 新 兴 产 业 发
展，引导创新要素向优势
区域集聚，提升了海洋科
技创新能力，成果应用产
业化、资本化速度明显加
快 ， 2 0 1 2 - 2 0 2 0 年 海 洋 新
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
14%。我国自主研发的海
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
的近30%，海洋糖类药物
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
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我国
自主研发的兆瓦级潮流能
发电机组连续运行时间保
持世界领先。海水淡化工
程规模达到165万吨/日，
较2012年增长114%，为沿
海缺水城市和海岛水资源
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务

院批复的《“十四五”海
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
把海洋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打造竞
争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特别是要推动海洋新
兴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 下 一
步，我们将围绕培育海洋
新兴产业集群、壮大产业
规模，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提升海洋油气、
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
海水淡化和海洋能开发等
海 洋 装 备 制 造 自 主 化 水
平，推进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建立自主
可控、安全高效的海洋装
备产业体系。

二是加快高技术船舶
工业智能化绿色化，推动
大型LNG运输船、邮轮、
客滚船等高端产品及关键
系统设备研发应用，突破
极地重型破冰船、大洋钻
探船等特种船舶自主设计
制造。

三 是 推 动 海 水 淡 化
与综合利用规模化发展，
在沿海缺水城市开展海水
淡化规模、装备和政策试
点。

四是促进海洋清洁能
源多元化开发与应用，加
强海洋能资源高效利用技
术装备开发和工程示范，
支持海洋能规模化、商业
化发展。

五是加快海洋药物与
生物制品产业化进程，推
进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
业发展中心等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

持续深耕建设海洋强国关键领域
中国国家海洋局长宣布将建设海洋强国(上)

海洋二所科研人员在北极回收海底地震仪

开展淤泥质海滩底栖动物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