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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历程、经验及
建议
林昆勇

摘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之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新时代发展重要任

务。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对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

展的重要历程和主要大事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

此基础上从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实践出发，对未来进一步深化海洋科技创新，强化海洋科技创

新驱动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经过70年的努力和探索，中国海洋科技快速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成为引导和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时代，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应该

回到创新的内核，即海洋科技的创新发展，其着力点有 3：一是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顶层

设计；三是政府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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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后，中国把

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作为繁荣发展海洋事业的一项

重大战略举措。研究中国海洋科技 70年（1949—
201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掌握海洋科技的

发展规律，进一步提升海洋科技发展水平，为加快

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本文以

1949—2019年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历程为维度，从

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海洋科技

持续稳步发展的学理基础和指导方向。

1 1949—2019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

的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和出台

了早期的海洋科技政策[1]，并尝试构建一个科学合

理、逻辑清晰、实践有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2]，这

在当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主要从“五个阶

段”[3-5]探讨建国以来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历程。

1.1 发展起步（1949—1965年）

这一时期包括 2个阶段：1949—1955年是中国

海洋科技政策发展的奠基阶段。根据这一时期海

洋科技发展侧重点的不同，分为以下 3个方面工

作。一是组建了诸如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

室、海军医学研究所以及水产实验所等专业海洋机

构。二是建立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等全国性海洋

学术团体。三是建立了上海水产学院，后来发展成

为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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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65年是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起步阶

段，虽然中国海洋科技得到了初步发展，但由于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缓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洋科技

发展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

（表 2）：一是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海洋科技发展规

划；二是建造了“金星”号海洋调查船，并组建全国

海洋普查领导小组，着手开展大规模的海洋综合调

查；三是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海洋

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等海洋科研院所和机构；四是召

开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海洋工作会议、海洋动植物区

系学术讨论会和筹备成立国家航海学科专业组大

会等工作研讨会。

1.2 缓慢发展（1966—1975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停滞阶段。

由于中国科技发展环境极度恶劣，导致中国海洋科

技发展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尽管当时中国海洋科

技发展形势艰难，但仍然注重海洋科技的研发和人

才培养（表 3）。一方面是强化海洋科技研发。中

国组织开展海水淡化技术大会战、远洋科学考察船

“向阳红 05”号改装成功；“实验”号调查船对西沙

群岛海区进行综合考察等。另一方面是强化人才

培养、创办期刊和国际学术交流。厦门大学复办海

洋系培养人才、《海水淡化》专业学术刊物创刊、科

学家代表团访美开展中美海洋科学学术交流。

表1 1949—1955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重点工作

年份

1949

1950

1950

1951

1951

1952

1954

1955

重要事件

着手组建海洋研究所

成立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

物研究室

成立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

成立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厦门海洋生

物研究室

召开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组建上海水产学院

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医学研究所

各相关部委和地方政

府先后成立海洋水产研

究机构

相关信息

童第周、曾呈奎联名写信

给陶孟和、竺可桢建议成立

主任：童第周；副主任：曾

呈奎、张玺

秉志、王以康和朱树屏等

发起成立

主任：沈嘉瑞

孙云铸任中国海洋湖沼学

会第一届理事长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

总理周恩来签发任命书，朱

元鼎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

周恩来总理、江泽民同志

曾亲临该所视察。江泽民同

志为该所亲笔题词“向深潜

进军，从海洋取宝”

所长朱树屏，是世界著名

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教

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

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

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泊学研

究的奠基者

备注

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机构，选址在青

岛，1959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专业研究室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海洋学术团体

1953年1月被撤销

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搭建起一个中国海洋科技人员

开展学术交流的园地。1955年7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会址从北京迁往青岛

中国第一所本科水产高校。1985年，该学院更名为上

海水产大学

中国第一个海洋军事医学科研机构，中国唯一从事海

军军事医学研究的综合性科研机构。1959年4月，该研

究所由北京迁至上海

农林部中央水产实验所（1949年）、食品工业部水产实

验所（1950年）、农林部水产实验所（1951年）、农业部水

产试验所（1955年）、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1956年）、

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1961年）、青岛海洋水产研究所

（1971年）、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1973年）、国家水产

总局黄海水产研究所（1978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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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56—1965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

年份

1956

1957

1959

1962

1963
1963

1963

1964

1964

1964

1964

重要事件

《1956—1967年国家重要

科学技术任务规划及基础

科学规划》

《1956—1967年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召开第一届全国海洋工作

会议

召开海洋动植物区系学术

讨论会

《1963—1972年海洋发展

规划》

筹备国家航海学科专业组

筹建航海学会

国家航海学科专业组成立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海洋学科组

成立海洋局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草案）》

主要内容

明确提出“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

案”，对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描绘蓝图，并指明方

向

明确规定海洋捕捞业要实行争取向深海发展

组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童第周任所长，曾

呈奎、张玺任副所长

为中国海洋动植物区系理论的建立奠基

为中国海洋科学的进一步大发展指明了方向

召开了中国国家航海学科专业组筹备会议

交通部发文，广州海运管理局、上海海运管理

局、长江航道管理局和大连海运学院分别牵头筹

建华南、华东、长江和北方地区的航海学会

中国国家航海学科专业组成立大会召开

学科组挂靠在中国科学院，曾呈奎任组长，主要

提出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方向、任务，制定中国海

洋学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中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24次会议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直属国务院领

导。国家海洋局先后在青岛、上海、广州设立分

局，还分别在青岛、杭州、厦门、天津、大连等地组

建了综合性的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和专业

研究机构或中心

中国国务院批转水产部制定《水产资源繁殖保

护条例（草案）》，对中国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做了详

细规定

备注

第一次将海洋科学研究列入

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海洋捕捞

第一个以研究热带海洋为主

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所

首个全国性海洋动植物区系

学术会议

专项海洋发展规划

会址：北京民族饭店

成立华南、华东、长江和北方

地区4个航海学会

会址：无锡太湖饭店

组员有曾呈奎、张玺、郑重、费

鸿年、刘瑞玉、张孝威、赫崇本、

毛汉礼、赵九章、张文佑、叶连

俊、业冶铮等

中国海洋事业专门的政府管

理机构

条例有力地保护中国海洋水

产资源

1.3 恢复发展（1976—1984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恢复发展阶段。

1978年前后，中国先后建立海洋地质研究所、地质

部海洋地质研究所、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等

专业海洋研究机构。一是筹建海洋地质研究所，恢

复国家地质总局海洋地质研究所。二是《海洋与湖

沼》《海洋科学》和《海洋学报》等一系列海洋科技学

术期刊复刊和创刊。三是成立海洋出版社和海洋

学会（表 4）。经历了 30年的探索，1978年，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海洋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逐渐

增长的海洋经济发展需求，中国正式实施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洋科技的发

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洋探索研究工作。中国海洋

科技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1.4 稳健发展（1985—2010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海洋科技稳步发展阶段。一

是出台海洋科技政策和相关规划纲要（表 5）。中

国先后印发一系列纲要、政策和规划[6]。党的十五

大、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指出，中国要严格执行海洋

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海洋开发、提升海洋

产业。二是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科研机构。中国

先后成立一系列领导机构和科研机构。当时，中国

已经形成拥有一批以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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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66—1975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

年份

1967—1969

1969
1970
1972

1972

1974

1974

1974

1974

1974

1975

1975

重要大事

全国海水淡化技术大

会战

首艘自主设计制造的

科学调查船交付使用

厦门大学复办海洋系

开展海洋药用资源调

查

首艘远洋科学考察船

改装成功

科考调查船首次考察

西沙群岛

首次勘察东海石油地

质

首艘海洋地质勘探船

试钻成功

研制成功海底浅地层

剖面仪

召开海水淡化科技工

作会议

《海水淡化》创刊

中美开启海洋科学学

术交往

重点内容

为中国研究的反渗透法、电渗析法、蒸馏法等海水淡

化技术奠基，对中国膜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奠定基

础和培养队伍的作用

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无限航区的远洋海

洋科学调查船出厂交付使用

中国一个海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组织开展大规模调查

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05”号改

装成功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号调查船对西沙

群岛海区进行了综合考察

中国地质部第一海洋地质调查队首次对东海进行石

油地质综合调查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船“勘探1”
号第一次出海试钻成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展“南黄海北部石油污染调

查”，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海底浅地层剖面仪

召开了全国海水淡化科技工作会议

《海水淡化》作为中国海水淡化技术专业学术刊物在

青岛创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以周培源为团长、曾呈奎为副

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

备注

海洋科技大会战

中国自主研制远洋海洋

科学调查船

海洋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海洋药用资源调查

建造远洋科学考察船

首次综合考察西沙群岛

首次综合勘察东海

海洋地质勘探船试钻成

功

中国开展南黄海北部石

油污染调查

全面总结并促进海水淡

化科技工作

推动中国海水淡化技术

交流和发展

中美海洋科学学术交流

核心的海洋科研队伍[7]。三是强化海洋科技研发和

举办海洋博览会。中国世界级海洋钻井平台下坞、

自主研制深海潜水器在南海进行 3000 m海上试

验。同年，中国举办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展示海洋事

业发展的博览会——第一届中国海洋博览会。

1.5 新时代新探索（2011—2019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新探索新发展

新阶段。由表 6看到，2011—2019年是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一是制订专

项规划，设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动海洋科技创

新发展。中国先后发布《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

规划纲要（2010—2020）》[8]《国际海域资源调查与

开发“十二五”规划》和《海水淡化科技发展“十二

五”专项规划》[9]。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海洋强国建设专题[10]。在全国海洋科技创新大

会上，中国部署“十三五”时期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

主要工作[11]。同时，中国设立国家社科基金“新时

代海洋强国建设”“海洋环境安全保障”等重大研究

专项和“海洋工程数字化技术”“深海关键技术与装

备”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着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推出一批具有国家水准的

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的研究成果。二是海洋事

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科技创新突破海洋工

程建设瓶颈。中国召开全国海洋厅局长工作会议，

推动中国海洋科技工作纵深发展。党的十八大提

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海洋科技步入新时代发展新

环境。中国成为世界第 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

技术的国家。中国通过重组国家海洋局和组建自

然资源部，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

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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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76—1984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

年份

1976

1977

1977

1977

1977

1977

1978

1978
1978
1978

1979

1979

1979

1979

1982

1983

主要大事

筹建海洋地质研究所

组建海洋地质综合研

究大队

成立海洋地质综合研

究大队

《海洋与湖沼》复刊

《海洋科学》创刊

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

划会议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中美海洋学术交流

海洋出版社成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

调整海洋地质管理体

制

《海洋学报》创刊

中国海洋学会成立

地质部成立

地质矿产部成立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

研究所成立

重点内容

国家地质总局启用海洋地质研究所筹建组印章，由国家地

质总局所属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代管

国家地质总局《关于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设计任务书的

批复》，“同意先成立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待条件成熟后再

建立海洋地质研究所”

国家地质总局通知，将原海洋地质研究所改为海洋地质综

合研究大队

中国创刊于1957年的《海洋与湖沼》学报复刊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创办中国海洋领域通报类学术刊物

《海洋科学》

明确提出中国“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发

展战略目标

会议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中国海洋科学代表团赴美国进行考察访学

海洋出版社是中央级出版社，隶属于国家海洋局

中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始进行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中国国家地质总局《关于调整海洋地质管理体制通知》，决

定恢复国家地质总局海洋地质研究所，由海洋地质调查局代

管改为直属国家地质总局领导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海洋学会主办的《海洋学

报》创刊

中国海洋学会挂靠国家海洋局，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它是党和政府联系海洋科技工作者和涉海单位的

桥梁和纽带

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过决定，将国家地质总局改为地质部，国家地质总局海洋地质

研究所更名为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通过决议，将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撤销海洋地质司和石

油局，组建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领导管理地质部海洋地质研

究所

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更名为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备注

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

队（组建）

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

队（成立）

专业刊物复刊

刊物创刊

科技规划会议

中国海洋科学事业进

入恢复调整和繁荣发

展的新时期

为世界海洋学术交流

搭建桥梁

权威专业出版社

转折点

调整管理体制

权威专业刊物

学术性、公益性法人

社会团体

首任部长：李四光

首任部长：李四光

的十九大提出要积极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加快建设

海洋强国[12]，中国海洋科技事业进入有史以来最好

的发展时期。中国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

科技创新技术建设中国第一条海上沉管隧道工程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三是总书记亲自抓，中央

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海洋强国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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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985—2010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

年份

1985

1986

1988

1989

1989

1991

1992

1993

1995

1996

1997

1997

1997

1998

2000

2002

2003

重要事件

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科

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

定》

成立海洋资源开发保

护领导小组

成立青岛海洋大学

《中长期海洋科学技术

发展纲要》

《海洋技术政策》

召开全国海洋工作会

议

党的十四大报告

发布中国科学技术蓝

皮书第9号海洋技术

政策

制定《全国海洋开发规

划》

发布《中国海洋21世
纪议程》《中国海洋21
世纪议程行动计划》

成立湛江海洋大学

发布《“九五”和2010
年全国科技兴海实施

纲要》

党的十五大报告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

的决定》

成立青岛海洋地质研

究所

党的十六大报告

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

展规划纲要》

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

建设”的指导方针。伴随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

海洋科技技术发展进入稳步深入发展新时期

成立“海洋资源开发保护领导小组”，加强对中国海洋开发利

用活动的领导，指导和协调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

中国山东海洋学院（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更名为

青岛海洋大学

中国第一个对海洋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长期预测及指

导性文件，中国20世纪末及21世纪海洋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

纲领性指南，为中国未来海洋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共同主持立项，由国家海洋局具体组织

拟定《海洋技术政策》

讨论通过了《九十年代中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

加强军队建设，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

海洋技术政策包括海洋技术政策要点、海洋技术政策要点说

明和海洋技术政策背景材料等内容

中国制定第一部海洋开发规划《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对中国

全国海洋开发利用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正式阐明国家海洋事业整体发展战略的

第一部宣言性文件，在《议程》中明确提出中国科教兴海的发展

战略

在湛江成立湛江海洋大学，这是中国第二所综合性海洋大

学。2005年组建广东海洋大学

国家科委、国家海洋局、国家计委和农业部联合印发《“九五”

和2010年全国科技兴海实施纲要》

中国要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

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

中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

决定》，国家海洋局是国土资源部管理的监督管理海域使用和

海洋环境保护、依法维护海洋权益和组织海洋科技研究的行政

机构

国土资源部通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

管理，将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更名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

中国要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

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对中国2001
—2010年主要海洋产业进行布局，明确提出严格实施海洋功能

区划制度，进行合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

态破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备注

海洋科技技术发展

海洋资源开发保护

领导小组

青岛海洋大学

海洋科技发展纲要

海洋技术政策

海洋工作纲要

维护海洋权益

海洋技术政策

第一部海洋开发规

划

第一部宣言性文件

建设海洋大学

科技兴海实施纲要

保护海洋资源

机构改革

海洋地质研究所

实施海洋开发

海洋经济发展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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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985—2010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续）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10

2010

2010

重要事件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

《国家“十一五”海洋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

“十二五”海洋科技发

展规划研究编制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

规划编制

发布中国数据海洋公

众版

举办海洋事业60年成

就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

印发《关于加强海岛管

理组织机构建设的通

知》

发布《中国海监中长期

发展规划》

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决定》

主要内容

重点部署海洋科技发展战略

明确规划和部署中国“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海洋科技馆

在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重点在于提升中国海洋空间技术水

平和能力

中国要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

天、海洋等产业

明确提出必须把海洋事业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快发

展海洋事业，第一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中国在海洋管理中

应用生态系统原则，体现了中国陆海统筹的战略思想

全面启动“十二五”海洋科技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重点以

重大需求为导向，进行系统考虑中国海洋科技发展任务

在北京召开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全面

推进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进行部署省级海洋主

体功能区规划相关工作

中国发布第一个数字海洋公众服务系统“中国数据海洋公众

版”，重点进行普及海洋知识、宣传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

中国举办第一届中国海洋博览会暨“海洋事业60年成就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展示海洋事业发展的博览会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10年1月颁布，2010年3月实

施。这是中国海岛开发保护政策的具体体现

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加强海岛管理组织机构建设的通知》，

专门成立海岛管理办公室，内设海岛综合处、海岛保护处和海

岛使用处3个处级机构。同时，中国海监总队设立海岛执法保

护处；国家海洋局分别在国家海洋局一、二、三所成立国家海岛

与海岸带研究中心、国家海岛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和国家海岛

规划与保护研究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成立海岛研究室，初步建成海岛技术支撑体系

国家海洋局研制完成并出台第一个中国海监发展规划《中国

海监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中国未来10年海监队伍的发展目

标和主要任务，初步形成中国监管立体化、执法规范化和管理

信息化的海洋执法监管体系

明确中国要加海洋生物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要面向

海洋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

备注

中长期海洋科技规

划

“十一五”海洋科技

发展规划

发展海洋产业

“十一五”海洋事业

发展规划

“十二五”海洋科技

发展规划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

区规划

数字海洋公众服务

系统

全国性海洋博览会

海岛开发保护政策

构建海岛技术支撑

体系

中国海监发展规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

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

广西考察时提出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在海南考察时

强调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在青岛

考察时强调要自主研发关键技术加快海洋科技创

新步伐，在视察海军机关时强调要建设强大的现代

化海军、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要大力发

展海洋科技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中提出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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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1—2019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

年份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重要事件

全国海洋厅局长工作

会议

《国家“十二五”海洋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

《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

长期规划纲要（2010—
2020）》

《“十二五”生物技术发

展规划》

《国际海域资源调查与

开发“十二五”规划》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

查与评价专项

《海水淡化科技发展

“十二五”专项规划》

党的十八大报告

主要内容

中国召开全国海洋厅局长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中国海洋科技

工作，推动中国科技兴海向纵深发展，推动“数字海洋”建设，重

视海水利用和海洋能开发，大力推进深海装备业发展和海底矿

产资源勘探，加强重大海洋科技攻关

国家海洋局、科技部、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

布《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中国2011
—2015年海洋科技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按照国家重大需求和

国际前沿问题，对“十二五”期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任务作出部

署

国家发改委联合四部委印发《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明确到2015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设计制造体

系的基本形成，主力海洋工程装备的自主设计和总包建造技

术、部分新型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技术、以及关键配套设备和

系统的核心技术的初步掌握，基本满足国家海洋资源开发的战

略需要。到2020年，中国形成完整的海洋科研开发、总装制造、

设备供应、技术服务产业体系，打造若干知名海洋工程装备企

业，基本掌握主力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制造技术，具备新型海

洋工程装备的自主设计建造能力，产业创新体系完备，创新能

力跻身世界前列

国家海洋局、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

印发《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这是

中国第一个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

海洋人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科学技术部发布《“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重点对中国

海洋生物技术进行了部署，主要研究开发海洋渔业新品种选育

繁育和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健康养殖关键技术，开发水产养殖

重大病害监测预报和免疫防治技术，建立水产品质量监测体系

国家海洋局发布《国际海域资源调查与开发“十二五”规划》，

明确对中国大洋工作和深海科技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和具体

谋划

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重点对

中国管辖海域未来十年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作出全面部署

和具体安排，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导向，以保护渔业为重点，

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以陆海统筹为准则和以国家安全为关键

国家海洋局发布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908”
专项）的重要研究成果——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第

三海洋研究所牵头编纂《中国区域海洋学》和《中国海洋物种和

图集》。这是中国汇集300余位院士、专家学者历经4年多进行

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科技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海水淡化科技发

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中国到2015年初步形成中国海水

淡化技术创新体系，使中国海水淡化科技整体上接近世界先进

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

设海洋强国

备注

提出建设数字海洋

“十二五”海洋科技

发展规划纲要

海洋工程发展规划

海洋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

海洋生物技术发展

规划

海洋资源调查

海洋功能区划

海洋综合调查与评

价

海洋科技“十二五”

专项规划

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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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1—2019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续）

年份

2013

2013

2016

2016

2016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重要事件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

次集体学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

《全国科技兴海规划

（2016—202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广西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海军

党的十九大报告

组建自然资源部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海南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青岛

主要内容

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对中国新时

期海洋事业发展作出全面安排和系统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

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

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

海洋，推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科学

技术，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加强海洋资源勘探与开发，深入开展极地大洋科学考察”

印发实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该规划对中国未

来 5 年科技创新进行系统谋划和前瞻布局，是中国“十三五”规

划纲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细化落实。该规划

对中国深海技术、海洋农业技术、海上风电技术、船舶制造技术

以及海洋领域的基础科研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国家海洋局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
2020）》，明确提出中国到 2020 年科技兴海的总体目标和重点

任务。并且，中国全国海洋科技创新大会部署了“十三五”时期

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释

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全力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夯实提升中国－东盟开放平

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海军机关时强调，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

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

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全

体指战员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

军历史重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积极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坚

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自

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家海洋局，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牌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

域面积十分辽阔。我们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一定要把这

个优势资源利用好，加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

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推动中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察

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发展海洋经

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

抓好。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来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

无量。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备注

海洋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

题会议

“十三五”规划纲要

“十三五”科技创新

规划

出台科技兴海规划

提出发展向海经济

提出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海军

提出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

机构改革

提出向海洋进军，

向深海发展

领导人重视海洋经

济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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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1—2019年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概况（续）

年份

2019

重要事件

海军成立70周年大会

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海洋命运共同

体”重要理念

备注

提出“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

2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

总结和影响因素

中国海洋科技，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

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和严峻挑战。通过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年以来海洋科技演变发展的分析，

总结了影响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几个主要因素。

2.1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总结

2.1.1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海洋科技稳健发展的

关键

从中国海洋科技 70年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

海洋科技的每一步发展，无一不是党中央亲切关怀

的结果，无一不是党中央对中国海洋事业全面领导

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

央提出要充分利用并合理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中

国充分利用丰富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为

海洋科技发展打好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

施沿海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由此打开了

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良好开局。随后，党中央明确

提出，中国要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打造蓝色经济区，

立足中国海洋产业、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态等方面的

突出优势，积极探索中国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协同

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遵循海洋强国建

设战略路径，立足自身实际，强化海洋科技创新发

展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定位，自觉对标，进一步提

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构建完善的海洋科技创

新体系，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和引领

未来，培育壮大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核心竞争力，应

对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环境变化，把握海洋科技创新

发展自主权，构筑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新优势。

2.1.2 坚持培养海洋人才是加速海洋科技发展的

核心

在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 70年中，海洋人才培

养是推动中国海洋科技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

海洋人才培养水平长期落后于海洋科技的发展速

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海洋人才培养

体系初建，海洋科技人员素质较低，对海洋科技领

域和海洋技术不熟悉，海洋人才水平低下，导致了

海洋人才对海洋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制

约了海洋科技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海

洋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发展，中国海洋科技人才

培养和海洋高等院校建设明显落后于海洋经济结

构的调整速度。这样导致海洋科技人才有效供给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洋科技的发展。要提

高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水平和培养质量，培育高素

质海洋科技人才，才能保证海洋科技健康稳定发

展，必须依靠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海洋科技人

才，为海洋科技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为

海洋科技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2.1.3 坚持政府规划和引导是促进海洋科技发展

的指南

从中国海洋科技 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

始终在海洋科技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1989年以前，中国海洋科技发展还处于探索

与萌芽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海洋科技发展战略规

划，也没有关于海洋科技发展系统、完整的海洋科

技政策思路或指导文件，海洋科技发展始终没有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全民海洋科技意识有待提升，

海洋科技发展缓慢。1989年以后，中国出台了《中

长期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政府指出要实现海

洋科技的快速发展，要明晰海洋科技的未来发展趋

势，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海洋科技发展

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政策性科技发

展规划纲要、政府引导海洋科技发展等领域，在一

定程度上打开了政府引导海洋科技发展的新局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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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且在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海洋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

导下，创新性海洋科技和政策性海洋科技相继出

台，提出构建中国海洋高新技术和基础研究，重大

关键技术突破发展的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型转变的

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为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技术储备。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

中国海洋科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2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经费投入对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

尚未充分发挥

从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历

程看，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科技经费投入对海洋科

技创新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放眼世界，纵

观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海洋科技经费投

入远比中国投入多，中国海洋科技经费投入明显不

足，尤其是在海洋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不够，

导致经费投入对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尚

未充分发挥。经费投入长期不足，一方面导致海洋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无法及时更新，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海洋科技企业无法获

得持续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对海洋经济

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海洋科技问题和决策问题缺乏

有效服务。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海洋科技创新

平台得不到优化，无法催生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融

合发展新要素，无法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无法

优化海洋科技创新网络，甚至无法推动海洋科技成

果的推广和应用。

2.2.2 人才培养对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

亟待进一步加强

人才是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决定因素。新中

国成立以来，建立海洋科学各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培养了大批海洋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才。虽然其

中不乏优秀者，但从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来看，

中国依然迫切需要大量海洋科技人才。中国海洋

科技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团队打造，与世

界海洋强国对比相对滞后，亟待着力加强。海洋高

科技人才培养不足，政府机关、生产企业和高等院

校三者的协同合作仍需加强人才培养、专业培训和

业务交流。海洋高层次人才引进不足，现行人才政

策体系应重点加强高层次海洋创新人才团队的引

进工作，在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和海洋生物等领

域专业性人才引进，在突破海洋科技关键技术、带

动海洋科学发展的院士、战略科学家和海洋行业领

军人才引进方面亟待加强。放眼世界发展，就中国

海洋事业长远和全局而言，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关

系的不仅是海洋科技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

是关系国家海洋强国建设的能力和加快海洋强国

建设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注重海洋科技人才培

养，应该是中国海洋事业繁荣发展的前提和根本。

3 新时代加强中国海洋科技创新

发展的建议

目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事务和规则制

定，已经成为参与海洋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13]。回

顾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历程[14]，总结经验，扬长

避短，积极进取。海洋科技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更好地发挥海洋科技对中国

海洋强国建设的促进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3.1 加快海洋人才队伍建设，为海洋科技发展

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经过 70多年的发展，中国海洋科技人才培养

有很大改善，但是离进行建设海洋强国对海洋科技

人才的要求还很远。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并下

决心彻底改变这个现实。中国拥有 1.8万 km的大

陆海岸线和 300多万 km2的主张管辖海域以及拥有

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泛的海洋利益[15]。海洋人才

队伍建设是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的关

键。海洋科技与海洋人才有着非常紧密的相互作

用机制。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的作用是服务于海洋

科技发展，海洋科技快速发展离不开海洋人才队伍

建设这个基础舞台。要提高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

质量和水平，就需要大力建设海洋人才队伍。我们

要从海洋强国战略高度去重视海洋人才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

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国强则海洋权强，国弱则

海洋权弱”，同时“海洋事业发展得怎么样，海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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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我们民族生存发展，关系我

们国家兴衰安危”[16]。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务必把

握海洋人才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发展问题，努力造就

一大批高素质的海洋人才队伍。

1）要摆脱海洋科技人才与海洋科技发展不匹

配的问题，需要加快海洋大学高等院校和海洋科研

院所乃至海洋科技职业技工学校的建设步伐，实现

海洋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联动培养，通过海洋科

技人才队伍的立体化、多元化和职业化培养加快海

洋科技的发展进程。

2）要强化海洋科技产业化人才队伍建设，针

对中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和海

洋产业集约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海洋科技产业人

才的精准培育。在保证海洋人才队伍稳定发展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产业化人才，促进海洋

科技与海洋经济的协同发展。

3）中国应继续加强海洋科学技术高层次领军

人才的培育，要积极引进和培养海洋科技高层次人

才，设立独立的海洋科技高端人才培育中心和科技

实验室，积极创建和运行海洋国家实验室，打造一

个良好的海洋科技创新环境，集中主要力量攻克海

洋科技的瓶颈难题，提升海洋科技服务海洋经济发

展能力。通过海洋科技高层次人才的引领，提高中

国海洋科技发展国际竞争力，积极开发勘探和开发

深海资源，实现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海洋

科技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3.2 加强海洋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搞好海洋

科技发展的规划引导

规划是海洋科技发展的前瞻性环节，中国海洋

科技的快速稳步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搞好近期

和远期的规划引导，以科学的发展规划促进中国海

洋科技的合理布局和体系构建。直面中国海洋科

技发展的经费投入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不够等问

题，勇于探索，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

路，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推进中国

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型发展。海洋科技发展是一个

长期渐进的过程，必须做好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

计，确保海洋科技布局发展有力、有序推进、持续稳

健。海洋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建设海洋强国的总

体目标，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

导向，精心编制海洋科技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

1）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规

划纲要》为框架，把握深海探测国际科学前沿，积极

实施“深海”科技创新战略，建立深海矿产、生物和

基因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深化海洋科学认知，

在深海资源与环境保护、深海高新技术发展、制约

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以及深

海、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

技术等方面进行专项规划的编制，统筹好中央和地

方两个层面的海洋科技衔接，形成海洋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体系。

2）应当注意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各项专项规划

要融合多规划目标，消除多规划内在矛盾，搞好多

规划内在统一，进行全力构建海洋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转型、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深海探测

融合发展的海洋科技新格局，打造国家海洋科技创

新发展试验区和特色海洋科技发展综合体，增强海

洋科技及其产业化发展竞争力。

3）大力推进海洋信息、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等

新兴海洋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以海洋科技服务业的

高端化发展发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推动作

用，致力培育高端海洋科技服务业产业集群，深化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大力推进海洋生物医药、海洋

新能源利用、海洋环境保护等新兴海洋产业的培育

和发展，积极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打造海洋高端

制造业产业集群。同时，突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把人海和谐作为中国海洋开发利用的根本，稳

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海洋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7]。

坚持以海洋科技为主题，持续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建造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

3.3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为海洋科技快速

发展开路引航

70年来，中国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海洋

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海洋科技的宏观政策体系不

断完善和发展。在海洋科技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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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事业加速发展，不断向创新引领型迈进。党的十

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后，中国海洋科技发展

逐步向创新引领型转变，海洋科技发展进入新常

态。这对海洋科技发展的服务体系和支撑作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海洋科技

中的引航作用。

1）在海洋科技融资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

导作用，切实解决好海洋科技发展经费投入不足问

题，积极引导社会多元资本支持海洋科技发展，继

续拓宽海洋科技融资渠道，针对海洋科技及其产业

特点，积极引导构建现代化海洋科技支撑体系，大

力推进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现代海洋科技发

展。

2）政府应立足于全球科技发展环境，尽快实

施灵活海洋科技体制机制，加强海洋科技发展的政

策和制度建设。继续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助推海洋

科技创新引领型转变，明确海洋科技支撑作用，为

优化海洋科技资源配置和支持海洋科技发展提供

全方位指导。政府还应会同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中

国海洋科技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进行正确的战

略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制定下一步海洋科技

发展战略部署。同时，认清发展新形势、新问题，准

确把握新常态、新要求，找准海洋科技和海洋维权

的着力点、关键点，切实做好应对准备，全面提高海

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3）政府组织继续深化和稳步推进海洋科技体

制改革，加强海洋科技组织建设，建立全国涉海科

技部门的沟通合作联系机制，紧密联合地方政府积

极开展有关海洋科技研究会议，为海洋科技发展出

谋划策。同时，中国应实现海洋科技服务信息化，

建立海洋科技发展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健全、科学、

高效的海洋科技信息环境，优化海洋科技资源合理

有效配置，实现海洋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保障海

洋强国战略实施，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保驾护

航。

4）繁荣发展中国海洋事业，抓好海洋教育是

根本。建议政府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海洋教育，尤

其是要从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抓起，全面培育国民

海洋意识，着力提升国民海洋素养。这需要国家、

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积极拓展中国海洋教

育平台，切实加强青少年海洋意识教育，让青少年

走近海洋、了解海洋、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建立健

全社会海洋科普教育体系，实现社会海洋文化知识

深入、全面、系统和持续普及，向社会公众开放高校

海洋科普类通识课，涉海科研平台主动开展海洋科

普研究，积极向社会宣传海洋科普成果，营造良好

的社会性海洋教育文化氛围。

总之，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拥有

让世界肃然起敬的海洋科技，这其中包括海洋科技

人才、海洋科技学科、海洋科技学术、海洋科技理论

和海洋科技方法。这也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基

础，是建设海洋强国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最基本

的体现。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

的国家战略使命；加快海洋强国建设，为中国海洋

事业的繁荣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

大的科技支撑，则是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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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review of experi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Abstrac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new era to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a maritime power. The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 major events of China'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fter 70 years of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level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guid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remain in the core of innovation, and focus on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alent team;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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