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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浙””海扬帆弄海扬帆弄““新新””潮潮
——浙江海洋浙江海洋20222022年工作纪实年工作纪实

通讯员通讯员 张佳楠张佳楠 郏恬甜郏恬甜 记者记者 余余 丽丽

“协同共享合作，放大海洋优势”。12月13日，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发展合作论坛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

会议期间，浙江省海洋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自然资源部“海洋空间资源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5家战略合作

单位代表，以及来自省内外涉海科研院所、高校的海洋科技领域知名院士和专家参会并作主题报告，展示和分享新成果。

本次论坛由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和自然资源部海洋空间资源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主办，旨在深入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紧紧围绕浙江

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战略部署，发挥浙江省海洋科学院省部共建创新合作平台优势，汇聚国内高端海洋力量，打造海洋学术

交流高端平台。

这是一次深化合作的盛会。
会议期间，浙江省海洋科学院与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台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 5 家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与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大型涉海国企等进行战略合
作，充分发挥海科院省部共建平台优势，集聚涉海科研力量，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科技+人才+产业”的融合发展体
系，推进海洋领域科技资源集成与互动。

与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将一同提升浙江海洋经济运行监
测与政策支撑能力，打造浙江海洋信息化创新发展和示范应
用高地。

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将共同谋划海洋资源环境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海洋空间资源管控技术、生态环境调查监测
技术研究，共同探索海洋碳汇监测监管。

与台州市人民政府，将共同建设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台州
分院，聚焦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海洋数字化治理、海洋经济绿
色发展等方向，推进台州“海洋强市”建设。

与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将共同推进海洋数字化应用场
景建设，加强海上风电领域合作，推进涉海工程支撑服务方面
合作。

与浙江省能源集团，将共同探索“清洁能源+产业基地”
新模式，建立海洋清洁能源产业联盟。

浙江省海洋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创新、强化协
同，奋力将自身打造成为“海洋管理与政府决策的科技支撑、
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中心、海洋产业与技术应用的桥梁、海
洋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海洋知识创新的基地”，助力海洋
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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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坚持创新引领的盛会。
在论坛环节，嘉宾们围绕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海洋

生态系统评价、海洋清洁能源等海洋科技热点领域主题，为当
下海洋科技领域热点问题，细理脉络，出谋划策，激发思考与
创新，引领海洋产业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从海洋经济概念、海洋技术发展
现状与趋势、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等三个方面，作《海洋经济
与海洋产业发展》主题报告。

他提到，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
济活动的总和。2021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9 万亿
元，达 90385 亿元，增速 8.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5%。这其中，海洋第三
产业增加值55635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61.6%。

他还指出，浙江省海洋经济发达，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的数据显示，浙江在中国沿海省份海洋经济企业分布状况中
位列第五，占比9.40%。

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副主任丰爱平研究员，则围绕
“海岛生态系统评价”展开分享。他表示，我国海岛具有重要
的生态功能，是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储存库，也是鸟类迁徙通道
的关键节点。在北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区岛屿中，浙江所在
的东海区海岛植物无论是类群数，还是种数上均是最多的，是
三大海区海岛中种类最丰富的海区。

记者从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浙江省海洋科学院是
浙江省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合作共建的重要成果，旨在打
造国内一流的科技创新和决策支撑平台，为海洋强省建设提
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创新引领；用最小成本、最短时间补齐浙
江海洋科技硬支撑“短板”，实现“摸清浙江海、强化蓝引擎、推
动新发展”目标。

截至目前，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及部重点实验室累计在研
科研项目65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7 项；完成专著 4 部，提交高水平政策咨询建议 7 份，发表高
质量学术论文 60 余篇，制定海洋行业标准 2 项，授权专利 17
项，获得省部级奖项 2 项，推动科研成果在浙江“先行先试”，
为浙江提供了坚强的海洋科技支撑。

科技创新
引领海洋产业发展

浙江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度全国第
一，以海为本，向海发展，谋求“海上共富”，是
浙江迈向海洋强省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在国家用海政策调整下，为确保
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落地，浙江深入调研，强化
保障意识，提高审批效能，全力保障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顺利推进。

三门核电二期、中石化舟山六横液化天
然 气（LNG）、浙 能 舟 山 六 横 液 化 天 然 气

（LNG）接收站等国批项目获自然资源部用
海预审意见，舟山六横公路大桥项目用海获
批，面积约400公顷。

在用海政策创新上，浙江也下足了功夫。
今年，浙江印发《关于推进海域使用立体

分层设权的通知》，探索海域管理从“平面”向
“立体”的转变，拓展海域开发利用的深度和
广度，为海上光伏、海上风电等项目立体开发
海域提供可行路径。《通知》明确海域使用权
立体分层设权“怎么分层”“怎么论证”“怎么
审批”“怎么监管”等4个关键环节，确保海域
资源有序开发、合理利用。

近期，为解决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
中存在的宗海界定困难、宗海图编绘缺乏标
准等问题，省自然资源厅又制定出台《浙江省
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界定技术规范

（试行）》，从明确海域空间分层界限、各类用
海类型宗海界定方法、宗海图编绘技术要求
等三方面，进一步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

策落地，提升海域精细化管理水平。
这是浙江贯彻落实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

革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要求，推动实施“风光倍增工程”的一次重大
举措，更是助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探索实践。

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统
筹兼顾海上光伏产业发展和海洋资源保护利
用，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还制定出台《关于规范
光伏项目用海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提高海域
资源利用效能，规范海上光伏发电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浙江用海护

海密不可分。多年来，浙江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位置来抓，立足管海护海，加强海域
海岛执法监管，持续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和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为科学用海创造
更多可行性。

近期，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开展违法用海
用岛“双清零”行动。为加强海洋资源监管，
落实海域海岛疑点疑区发现、核查、查处、整
改工作机制，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农业
农村厅出台《关于开展违法用海用岛“双清
零”攻坚行动的通知》，实现违法用海用岛移
交—查处—整改—销号的工作闭环，逐步形
成“动态清零”长效机制。

要素保障 携手做活用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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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基点常态化监视监测

海科院综合实验室

舟山海域舟山海域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发展合作论坛现场

海岸带是人类活动聚集和人口定居
的热点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自
然灾害频发的区域。

从历年发布的《浙江海洋灾害公报》
可以看出，浙江海洋灾害频发，每年因为
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巨
大。从 1949 年到 2020 年，共有 139 个
台风严重影响浙江，直接经济损失超千
亿元。

“痛点”即是“转折点”。为切实提高
沿海县（市、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浙江
在海洋灾害智防工作上创新突破，进一
步筑牢海洋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畅
通海洋灾害预警报“最后一公里”，形成
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海洋灾害智防模式。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开发的“海灾智
防”重大应用于今年 6 月在“浙政钉”和

“浙里办”上线运行。
该应用聚焦海洋灾害监测不够精

确、风险研判不够精准等问题，通过智能
网格预报、风险动态评估、应急联动，建
立海洋防灾减灾“监测预警—风险研判
—协同管控”的全闭环管理体系，切实提
升海洋灾害观测密度、预警精度和管控
力度，助力减少海洋灾害损失，实现海洋
灾害人员“零伤亡”。

“智慧因子”的注入，相当于海洋灾
害智防体系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大
大提高了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的精细化水
平。

截至今年 11 月底，该应用累计向
15.6 万余艘渔船发送预报预警信息，指
导 1.16 万余艘渔船回港避风，协助指导
加固养殖设施 1.45 万余个，实战应对了

“桑达”“轩岚诺”“梅花”等 3 次台风和 8
次强冷空气过程，助力实现海洋灾害“不
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

不仅如此，浙江整合海洋观测预警、
灾害风险普查、生态监测和监控智防等
数据资源，开展了平湖、玉环、洞头等海
洋灾害智防试点工作。目前，嘉兴平湖

“晓海讯”、台州玉环“玉海宴”和温州洞
头“浙海安康”3 个试点项目已接入全省
海洋灾害智防应用场景和“浙政钉”移动
终端开展线上试运行。

数字应用场景为群众实时精准获取
海洋预报信息建立了权威渠道，打造了海
洋灾害“智慧防御服务”新模式，有效提升
了海洋灾害风险研判和科学防控能力。

扬帆再起航，“浙”海弄新潮。未来，
浙江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全面提升海
洋治理能力，聚力打造海洋领域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努力向海洋强省的建设目
标挺进。

数字赋能
打造海灾智防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