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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十年”新平台 预见海洋最前线
探访2023东亚海洋博览会六大展区

2023东亚海洋博览会现场。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范镇

“‘深蓝2号’网箱比‘深蓝1号’先进在哪里？”
“国内最为先进的溢油回收船有啥特性？”“无人机
不仅能在天上飞，还能在水里游？”……在近日开展
的东亚海洋博览会上，各类高端、精深、新奇的展品
琳琅满目，在吸引众多参展观众目光的同时，也引
起了行业内采购商的瞩目。

在这里，海洋重器露峥嵘

型长70米，型宽68米，共三条桩腿，每条桩腿长
165米，最大作业水深122米，最大钻井深度9120米，
可容纳150人工作……仅仅看这些数据，就能想象出
这是一个“大家伙”。而这个“大家伙”的制造者正是
东亚海博会的老朋友——山东海洋集团，它的名字
叫做EnergyEdge钻井平台。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国栋介绍：“该平台具有综合
性能先进、环境适应性强等优势，具备在恶劣海况下
作业的能力，综合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除了这一钻井平台，在去年东亚海博会上惊艳
全场的“深蓝1号”网箱，如今，迎来了它的2.0版本
——“深蓝2号”。据介绍，“深蓝2号”是基于“深蓝
1号”的更新升级产品，单个网箱养殖水体为9万立
方米，使用寿命增至30年，分别较“深蓝1号”扩大
80%、延长50%。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程度显著
提高，年养殖产能可达1800吨。

在本届展会上，潍柴集团则带来了船用发动
机。作为大型船舶的“心脏”，潍柴集团带来了WP、
WH、M三大系列的代表作品。“这台发动机的型号
是6WH17，WH系列产品采用全新结构设计，各项指
标全面提升，可满足中国二阶段排放要求。功率从
400千瓦到4500千瓦，适用于渔船、运输船、沙船、
拖轮等船舶推进主、辅机，还可用于油田市场机械
驱动及发电。”潍柴集团总经理助理尹晓青指着一
台接近一人高、四五个人合抱大小的发动机，告诉
记者。此外，还有M系列产品功率从368千瓦到
10000千瓦，适用于游艇、执法艇、特种艇、风电运

维、海工平台等主推进柴油机和发电机组。

在这里，邂逅最前沿技术

除了海洋重器，以“高、精、尖”为特色的前沿海
洋科技展品，在本次东亚海博会上更是比比皆是。

无人机能在天上飞，这并不稀奇，但你见过能在
水里游的无人机吗？本次海博会上，约肯机器人（上
海）有限公司就带来了两款水下无人机。据企业销
售主管王琴介绍，企业的消费级产品是全球首款变
焦拍摄水下无人机，可用于水产养殖、潜点探测、水
下勘察等，可进行画面实时传输，例如在海参养殖过
程中，就可以利用它实现随时监测，取代潜水员工
作。工业级产品则是全球首款轻工业级3D全域运动

水下无人机，功能和应用更广泛，可以实现水下全景
域视角拍摄，360度全维度自由运动，并能搭载机械
臂、声呐、采水器等，实现水下灵活作业。

Argo浮标是用于建立全球海洋观测网的一种专
用测量设备，形象地说，就是人类观察海洋的“触手”
“眼睛”和“耳朵”。此次海博会，青岛海山海洋装备
有限公司带着自研的HM2000型Argo浮标参展，该
产品是唯一获得国际Argo组织认可的国产化浮
标。“我们的产品可以从水表到水下两千米升降，并
使用传感器采集海水的温度、盐度、深度等数据，并
实时传输观测数据和信息。工作寿命不少于100个
剖面，可在海中连续工作2-3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同时我们也
研发了4000米、10000米的浮标。希望通过海博会平

台，达成更多合作意向。”该公司工程师徐兴洲介绍。

在这里，窥见“智慧海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海洋经
济的智慧化、数字化已然是大势所趋。

首次亮相东亚海博会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就
带来了亮点展品——智慧海洋云平台。

“该平台提升了海洋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有助于政府进一步提升政府防灾、抗灾、减灾的应
对能力；加强海域动态监管，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立
体监制，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能力。”中国航
天科工第一研究院院长胡庆荣介绍，通过建立“海
洋一张图”，可更多掌握各类信息，有助于政府进行
宏观规划，转变海洋管控与海洋开发方式，提升海
洋经济发展质量。该平台为福建省海洋部门提供
了综合信息资源共享和社会信息服务的数据支撑，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高达3000余万元。

同样是海博会“新朋友”的上海临港海洋创新
园，则为海洋产业的“智慧化”蹚出了一条产业园开
发新路径。该园区以“海洋+智能制造”为特色，聚
焦海洋高端装备、深远海探测、海洋生物科技和航
运服务领域，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
备制造等前沿产业，以“总部+研发+生产”的新型城
市产业园开发模式，打造现代化创新社区及体现科
技力量的“产业会客厅”。

“此次参加海博会的，除了我们园区，还有园区
内的代表企业，比如泷洋船舶科技、遨拓深水装备、
约肯机器人和滴水湖AI+无人试验船基地等项目。”
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嘉麟介绍，海洋创新园针对企业初创期、成长期
和成熟期的经营需求，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
企业纵向发展，横向融合。

走走停停之间，遍览2023东亚海洋博览会，处
处生发着最新鲜、最前沿的海洋味道，观一展，足以
预见海洋最前线。

昨日，以“绿色?创新?智能”为主题的国际海
洋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家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青
岛世界博览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国际知名
海洋产业领域的专家、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共聚
一堂，共同探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背景下海洋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态势，进一步加强海洋产业国
际交流合作，实现涉海产业链精准对接，推动现代
海洋产业项目落地，点燃海洋经济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

主题演讲环节邀请了国内外航运、港口、海洋
能源等产业领域精英代表，国际涉海商协会联盟
成员、专家、学者、投资机构等各类国际涉海组织
代表，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圆桌对话环节，由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促进会航运与海洋文化工作
委员会主任乌兰琪琪格主持，贾康、袁刚、朱剑、于
守水以及上海港口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沈伟峰五
位嘉宾，共同探讨共建、共治、共享的航运数字化
转型之路。

首届国际涉海商协会联盟研讨会在本次论坛
隆重举行，中国外交部南南合作促进会上海办事
处主任洪涌清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此次研讨会
具有推进“海洋十年”行动计划、推动海洋经济发
展、加强国际合作，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文化
交流、保护海洋生态，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等重要意
义，将有助于推进联盟的工作进程，加强成员单位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论坛期间，国际涉海商协会联盟运营单位青
岛西海岸新区中企海洋产业对外合作促进中心
与匠技新（上海）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英中
贸易协会中国区、中国印度尼西亚商会、“一带一
路”全球经济合作联合协会、缅甸振兴企业家协
会、香港中华工商总会、上海港口行业协会等联
盟成员单位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签署了《国
际涉海商协会联盟战略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
动双向国际交流互通，深入产业合作，推动服务
贸易和双向投资。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范镇 通讯员 董梅雪 周天琪 宋增金

青岛点燃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引擎
国际海洋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家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近日，由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主办、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承办的“中日创新企业青岛行”活
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世界博览城举办。

“中日创新企业青岛行”作为2023东亚海洋
合作平台青岛论坛板块之一，围绕“深化交流互
鉴，共创产业繁荣”主题，邀请13家海洋、智能制
造、大健康、新材料等领域外资头部企业，深入新
区互访调研、考察交流，促进在产、学、研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搭建日方企业与中国地方政府、企
业、产业园区等合作的新桥梁，链接更加广阔的产
业上下游资源和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助推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新区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推介会环节，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茶山秀一、匠技新（上海）创
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田中年一
以及永旺梦乐城（山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佐藤规正、海尔智家全球采购资源总监王荣
梅等中日企业家围绕合作新机遇做了交流发言。

推介会上，主办单位向与会嘉宾重点推介了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据介绍，自示
范区批复以来，聘请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株式会
社三菱地所、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起点
编制建设规划。示范区核心区面积10.68平方公
里，定位为中日“文化融合、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面向全球招商的国
际经济合作园区。示范区计划投资30亿元，谋划

布局节能环保、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
料、生命健康和现代服务业等，实施水、电、通信等
基础设施配套，进一步提升示范区重大项目承载
和保障能力。示范区核心区四纵两横道路工程部
分路段已具备通车条件，外围道路已进场施工，各
类专业管网均与道路工程同步施工。

结合青岛市实体经济振兴发展、新兴产业专
业园区建设，在示范区内规划建设青岛市新型显
示产业园-材料设备B区，瞄准新型显示产业链上
游材料和装备的智能制造。对外联络方面，建成
启用中日国际客厅，承办中日绿色技术交流会、对
话山东-青岛城市合作交流会等大型活动。与神
奈川、新泻等7个日本地方政府驻华机构建立日常
联络机制，与日中经济协会、瑞穗银行等16个日本
金融机构、商贸协会建立合作关系。项目招引方
面，与欧力士合作搭建中日产业超级链接者平台，
由总投资60亿元的欧力士（中国）实业控股注册运
营。总投资1.2亿美元的荏原环保设备以及欧力
士、来易特等8个日资项目相继落地。

本次活动，旨在依托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
作示范区国家级平台，加强青岛西海岸新区与日
本企业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智能制
造等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流，整合对日人才、资本、
技术、产业链等资源要素，积极推动优质日资企
业到新区投资兴业，深挖双方合作机遇，实现互
利共赢。

搭建新桥梁强化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合作
“中日创新企业青岛行”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范镇 通讯员 王敏

近日，“欧洲涉海企业投资考察行”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举行，十余家欧洲涉海企业走进新区考察交流，并
与新区国有平台公司、产业对口企业进行深入互动。

作为2023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企业经
贸对接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交流互通 共赢未
来”为主题，围绕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重点方向，
通过海洋产业国际深度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新
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档升级，海洋开放新通
道建设全面提速。

据了解，本次活动征集了一批意向来华投资和
市场拓展的欧洲涉海企业，通过前期投资合作意向
调研等方式，筛选邀约了包括意大利水设计公司
(H2O Design Srl)、意大利冰上游艇公司(Ice
Yachts）、西班牙迈瑞西海洋技术公司(MarexiMa-
rineTechnology)、芬兰唤醒智能（Awake.AI）公司、
西班牙伊利乌斯能源公司(AeliusEnergiesSLU)等
在内的十余家欧洲涉海企业来到新区，实地考察鲁
海丰海洋牧场、西海岸新区规划展览馆、中加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等，并通过对
接西海岸新区投资促进部门、产业园区和相关产业

企业，进一步推动外企与西海岸新区本地企业进行
产业交流，进而达成后续的项目合作。

昨日，本次欧洲涉海企业投资考察行还举办
了中外企业产业对接会。会上，青岛西海岸新区
招商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新区招商环境和招商政策
进行推介，西班牙迈瑞西海洋技术有限公司与青
岛励图海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海洋渔业机
器视觉项目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随后，意大利水设计公司智能化海上船屋项
目、意大利冰上游艇公司帆船制造项目、西班牙迈
瑞西海洋技术公司全过程渔业机器视觉项目等5
个优质项目进行了路演，发布国内投资合作计划
及意向需求。

中外企业产业对接会上，中欧蓝色产业协同
发展合作联盟启动筹建。今后，依托“海洋十年”
国际合作中心，该联盟将通过线上对接、线下考
察、跟踪促进等全周期服务于中欧之间企业供应
链，以此推动一批优质欧洲涉海产业企业与青岛
西海岸新区开展投资、贸易和企业间密切合作，促
进中欧蓝色产业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

深度交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档升级
“欧洲涉海企业投资考察行”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范镇 通讯员 谭宁

近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防灾减灾论
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此次论坛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多个国家的涉海机构、
大学及科研院所生态保护与防灾减灾领域的近
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论坛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洋防灾减
灾，促进全人类福祉”为主题，设有“海洋防灾减
灾”及“海洋生态修复”两个专题，旨在研讨海洋生
物多样性及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策略、生态修复先
进理念及技术，提升海洋观测预报技术和防灾减
灾能力，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防灾减灾
领域的合作，推动全球共同治理，从而更好地构建
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论坛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
国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模拟、应急辅助、全
球化海洋治理、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等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与防灾减灾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并探讨了在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等压力影响下，海
洋面临的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灾害频发、生物多样
性降低等诸多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海洋防灾减灾”学术报告专题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军成作了题为“我国海洋环境观探测装备
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我国海
洋观探测装备的战略需求、发展现状和应用情况，
并指明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随后，来自印
尼万隆海洋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自然资源部海
洋减灾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清华大学、自
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6名国内外专家学
者，分别就海洋热浪特征及影响、气候变化与风暴

潮灾害、海洋灾害风险防控和源头治理、业务化生
态预报系统、智能模式发展、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决策等主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与现场答疑。

在“海洋生态修复”学术报告专题中，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孙松从全球角度出发，探讨如何通
过“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管理海洋”，更好地维护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来自北京林业
大学的教授雷光春从全球视野介绍了滨海湿地保
护的形势与对策；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金灵
深入探讨了利用物种特异性细胞系识别栖息地海
域主要有毒污染物的方法，为栖息地保护工作拓
展了思路；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陈
彬以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为目标，围绕海洋生态
评价和退化诊断、保护修复优先区选划、海洋生态
廊道识别和保护地网络构建，阐述了海岸带生态
保护修复规划关键技术及应用；清华大学教授黄
全义分享了海洋生态保护区风险评估方法及应对
策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GEF湿地项目办公室项
目经理郝志明则重点介绍了我国在候鸟迁徙及栖
息地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

作为2023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板块之
一，此次论坛为国际和国内海洋科学家搭建了一
个专业的学术平台，为各单位在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和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
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召开对我国海洋科学的发
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提高了在防灾减灾、生态修复
等领域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国内乃至国际海洋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全球共同治理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防灾减灾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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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板块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