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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深蓝 向“新”而行
珠海加速构建海洋经济领域新质生产力

大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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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
国。当前，珠海正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加快建设特色型现代海洋
城市。作为“百岛之市”，珠海海
岛和海洋资源丰富，向海谋发展
是必然之策。在本届珠海国际海
洋智能科技展览会上，深圳海洋
融创研究院院长雷宇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畅谈珠海发展海洋经济
的无限机遇。

向海而兴，激活蓝色发展引
擎，为何在今天发展海洋产业如此
重要？在雷宇看来，陆地资源开发
面临生态压力等困境，而海洋占据
地球超过一半的面积海洋，拥有广
阔的空间和资源可以充分利用，

“油气、风电、渔业、旅游等都来自
海洋，珠海海岸线绵延，在海洋领
域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雷宇认为，珠海发展海洋经
济，首先在海岛旅游就具备得天
独厚的区域优势，“珠海具有开阔
的海域，岛屿众多，在海岛旅游领
域深耕，发挥大湾区重要节点城
市的地位和作用，从原来传统的
陆地旅游路线拓展到海上，未来
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方向。”

同时，他也提到，珠海近两年
在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也不断
发力，推出不少支持举措。其中，
2023年出台的《珠海市深海养殖
和远洋捕捞扶持措施（暂行）》围
绕推动深远海养殖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远洋渔业、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海产品交易中心等5个方
面提出11项扶持措施，计划未来
3年投入财政资金近10亿元用于
扶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目前，在技术方面，珠海在海
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装备
制造等技术性产业千帆竞发，产
业价值不断攀升，足以成为支撑
珠海产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
源。在产业方面，珠海正在海洋
种质资源、养殖技术、装备建造、
加工销售等全链条发力，加快建
设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着力
打造全省海洋牧场新标杆。聚焦
到特色而言，珠海不仅有珠江口
中华白海豚、担杆岛猕猴等独有
的保护性生态资源，大小岛屿也
可以因地制宜发展精品海岛旅
游，融合自然风光、海洋文化以及
特色住宿餐饮等，打造独具特色
的文旅IP。

在雷宇看来，依托优越的地理
位置，珠海可以把交通运输配套
装备的制造、维修维护以及关键
装备的研制作为重点方向进行布
局。同时，在智能科技方面可利
用珠海优渥的政策条件、活跃的
创新土壤吸引一些高端人才和企
业开展产业创新创业。

雷宇认为，珠海要成为海洋区
域性的示范城市，应该进一步确
立在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的差异
化定位，找准自身定位并和周边
城市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互补，“找
准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后，形成区
域的联动，将使粤港澳大湾区在
我国海洋经济的板块里面形成合
力，根据各自定位作出自己的贡
献，共同促进我国向海而兴、向海
图强。”

发展海洋经济
珠海大有可为

4月28日，为期三天的2024珠
海国际海洋智能科技展览会（以下
简称 2024 珠海海洋科技展）在珠海
国际航展中心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展会是由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珠海市人民政府指导，珠海市会
展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为主办单位，中青博联整合
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3万平方米展区内，90多家展商带
来超1000件展品,充分展示了海洋
智能及无人装备、海洋新能源、智慧
船舶、海洋新材料、海洋牧场及深海

养殖、游艇、海岛开发及旅游等领域
的新技术、新成果。展会期间，还举
办了多场项目推介签约、新产品发
布、B2B商务对接、产业考察、政策
宣讲会等活动，为珠海加快建设区
域性海洋中心城市，以及“海上新广
东”的打造，搭建“蓝色平台”，打开
了“蓝色通道”。

以云洲智能为代表的珠海展
商，秀出了“珠海制造”在海洋装备
领域的实力与魅力；以南方海洋科
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以
下简称“南方海洋实验室”）为代表

的海洋科研机构，展示了海洋科技
领域的科研与转化成果。在本届展
览会上，各式海洋“硬核科技”精彩
亮相，让人目不暇接。

展会期间，先后举办了大湾区
海洋发展论坛、2024粤港澳大湾区
海洋新能源专题论坛、海洋智能装
备发展论坛、水下无人系统前沿科
技分论坛等近20场高规格会议论
坛，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大可、中国工
程院院士潘德炉等近50名专家学
者就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牧场、水下无人系统、海洋新能

源、海洋遥感、生态保护、海上应急
消防救援等话题进行交流分享，共
话海洋领域技术前沿和热点问题。

逐梦深蓝，向“新”而行。这场
“蓝色盛会”已成为珠海展现海洋领
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又一舞
台。在三天的会展活动中，记者走访
发现，越来越多的珠海企业正在抢占
新赛道、发展新模式。从香洲区、金
湾区、斗门区再到高新区及万山海洋
开发试验区，珠海各地正开足马力，
全力以赴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
不断释放“蓝色引擎”新动能！

统筹：本报记者 张伟宁
采写：本报记者 张伟宁 陈 颖 施展华 佘映薇 宋一诺 张 帆 宋雪梅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梁冠贤 张 洲

在 2024 珠海海洋科技展上，
各式海洋“硬核”科技产品“群英荟
萃”，本土企业产品大放异彩，从智
能无人船、海空两用无人潜水器到
深海探测、卫星遥感装备，一件件

“珠海智造”的展品不仅让观众大
开眼界，也展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创
新动能。

在云洲智能展区，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多种型号智能无人船吸睛
无数，同时还重点展示无人船艇海
洋集群测绘、海油平台综合服务以
及海上常态化巡航等应用示范场
景。据介绍，本届海洋科技展来自
云洲智能的 M75 安防巡逻无人
艇、M40P海洋测量无人船、L25C
海洋测量无人船、“海豚3号”水面
救生机器人等产品均已实现规模
化生产。

“无人船艇具有低风险、低排
放、低成本，高覆盖、高性能、高效
率等特征，是‘人工智能+海洋’形
成的、以海洋产业为载体的新质生
产力。”云洲智能总经理成亮说。

在南方海洋实验室展区，多项
海洋领域前沿科技成果与产品吸
引不少观众驻足围观。

近年来，南方海洋实验室重点
聚焦海洋牧场与健康养殖、海洋
工程与智能装备、海洋安全与防
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与碳汇四
大核心任务，取得了一系列标志
性成果，聚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同时，实现产业科技互促双
强。在展区内，全球首艘智能型
无人系统科考母船“珠海云”号模
型摆放在显眼位置，自信彰显自
身的科技硬实力。

“这条船主要搭载了无人系
统，包括无人船、无人机和水下无
人潜航器进行海洋探测作业，最
大特点在于它是全球首艘具备开
阔水域自主航行和远程遥控功能
的科考船，也是智能敏捷海洋立
体观测系统的重要支撑平台。”南
方海洋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穆原子
告诉记者，“智能敏捷海洋立体观
测仪”正是以智能母船为载体，通
过空、海、潜的各型无人平台跨域
协同组网，提供一种全新的海洋
观测模式。

2023年11月18日，“珠海云”
号圆满完成最长航程的自主航行
科考航次，创造了中国自主航行长
航程航次的新纪录。这艘动力系
统、推进系统、智能系统、调查作业
支持系统等均为中国制造，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的“科研母船”，将助力
我国海洋科考迈向深蓝远洋，解决
更多实际问题。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海洋科
研？在本届展会，基于数字孪生、
高维可视化和模拟仿真等技术，南
方海洋实验室展示了自主研发的
全球首个海洋数字孪生引擎——
海 洋 数 字 孪 生 引 擎 DTO En-
gine。该引擎集成了海洋AI模型
和可视化算法，应用新的模拟仿真
渲染技术，还原高维空间海洋现象
的动态过程，成功实现了对大量海
洋现象以及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
害的高逼真还原和实时映射。展
区展板还呈现出台风可视化和风
暴潮淹水的模拟画面，让参展观众
进一步感受到海洋数字孪生引擎
赋予的科技含量。

据悉，基于该引擎，南方海洋
实验室开发了“粤港澳大湾区示范
区海洋数字孪生应用系统”，目前
已应用在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
的预测及应对工作中，可为人们探
索海洋提供更智能高效的工具，助
力海洋研究创新突破，并为大湾区
防灾减灾提供服务支撑。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记者巡展观
察到，在众多珠海企业的参展展
品中，从商业遥感卫星系统、激光
雷达，再到水下作业机器人、智能
探测器，这些“上天下海”的科技
成果，既是我市海洋装备制造领
域创新成果的真切写照，更是新
质生产力赋能“珠海制造”的生动
缩影。

“珠海智造”深耕蓝海

多场重磅论坛在本届展会期
间成功举办，其中，感知技术助推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海洋智能
装备发展论坛、海上新能源发展论
坛、智慧海洋助力蓝色经济发展论
坛、海洋体育运动论坛等分别由珠
海市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
区及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牵头主
办，展现了珠海各区立足自身优
势，协同合作奋力做好经略海洋这
篇文章的决心与“战法”。

香洲区：
发力海洋感知技术产业

目前，香洲区正加快新质生
产力布局，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
香洲区加快构建海洋智能感知技
术设备新优势，不断延伸和完善
上下游产业链，着力构建香洲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香洲区在全市
率先推行“链长制”，通过政府引
领，集中各方资源，在要素保障、
市场需求、政策帮扶等领域精准
发力。同时，香洲区将海洋感知
技术领域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加
大对优质项目的引育力度，并结
合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创新需
求，给予海洋感知技术更多示范
应用空间。在本届展会，中科星
睿航拍测绘、莫纶新材料生产研
发基地、高速短波长无线光通信
芯片、海上清洁能源综合平台、零
创仿生扑翼飞行器、高端海洋精
密仪器等 6 个项目与香洲区签
约，携手推动海洋产业在珠海发
展壮大。

金湾区：
着力提升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业能级量级

近年来，金湾区
抢抓国家支持海

洋工程装备产
业 发 展 的

重要战略机遇，大力推动珠海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升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能级量级。
以金湾区为主阵地的“珠海海洋工
程装备产业基地”被评为“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广东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广东省创
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产业聚
集程度、创新能力、低碳经济指标
等均处于全省前列。

依托中海福陆深水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基地、三一海洋重工、烽
火科技、珠江钢管、巨涛海洋工程、
太阳鸟游艇等行业龙头项目，金湾
区加快完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体系，2023年共有规上企业16家，
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19.72亿元，
同比增长16.4%，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 值 24.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5%。在本届展会现场，中海福
陆重工有限公司展台上“海基一
号”“荔湾3-1天然气综合处理平
台”等一系列“深海重器”模型组团
亮相，吸引了不少参展商和观众驻
足观看。

斗门区：
培育形成78家海洋产业企业

在本届展览会现场，“珠海智
造”的海洋装备纷纷亮相。其中，
不少斗门制造的海洋装备展现“斗
门智造”的实力与魅力。

目前，斗门区已初步构建海洋
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通讯、海
洋渔业及海洋食品加工业全产业
链条，持续释放“蓝色引擎”新动
能。斗门区作为珠海市工业发展
的主阵地之一，坚持向海图强，近
年来吸引了一批具有龙头引领和
造血强链功能的重点项目先后落
地，培育形成以珠海鸿钧新能
源有限公司为代表的78家
海洋产业企业。数据显
示，2023年斗门区共

实现海洋产业规上工业产值 272
亿元，同比增长 39.2%。接下来，
斗 门 区 将 继 续 深 化 落 实 省 委

“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13”思
路举措，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加快建设特色型现代海洋城市的
部署要求，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
为珠海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
贡献力量。

高新区：
大力推动科创成果转化

当前，珠海高新区正加快打造
蓝色经济新高地，建设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蓝色海洋经济体系，大
力推动南方海洋实验室建设和科
技成果转化。目前南方海洋实验
室已聚焦海洋环境与资源等领域，
布局建设18个创新研究团队，拥
有全球首艘智能科考船“珠海云”
等一批重大海洋工程试验装置；大
力支持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今
年3月揭牌成立蓝海科技产业园，
推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向海洋经
济实体产业不断突破。云洲智能、
纳睿雷达、航宇微等一批高科技企
业持续推动衔接海洋领域实现应
用转化。

接下来，高新区将依托
南方海洋实验室，新建

“ 珠 海 海 洋 科 普 中
心”，进一步开发中
华白海豚保护
基地、淇澳-
担杆岛等
海洋科

普教育基地资源；谋划建设珠海海
洋中心，形成海洋经济产学研、科
普教育、粤港澳交流、休闲娱乐融
合发展的海洋大平台，为珠海海洋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
推动“体育+旅游+海洋”多

业态融合发展

体育赛事如何打造海岛文旅
IP？近年来，万山区大力推动海洋
体育事业发展，先后落地了桨板、皮
划艇、水上摩托、潜水、海钓等海洋
体育运动项目。近年来，万山区用
好优质海洋海岛资源，策划开展
了“海岛马拉松”赛、“万山论
钓”国际海钓精英赛、海岛
健身健美大赛等体育赛
事，逐步打响了万山
群岛体育运动品
牌。接下来将
围绕“一岛
一 品 ”

特色旅游产品，谋划建设桂山帆船
帆板中心、七湾水上体育运动基地、
三角岛水上运动项目集群、海岛卡
丁车运动中心等项目，进一步完善
万山群岛海洋体育运动配套，同时
还结合市场所需和区域特色，谋划
开展环岛半程马拉松赛、山地自行
车赛、全民海钓赛等活动，营造更为
浓郁的海洋海岛体育运动氛围，助
力海洋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
发展。

经略海洋：珠海各区齐头并进

珠海国际海洋智能科技珠海国际海洋智能科技
展览会海洋科普展区展览会海洋科普展区。。

各式海洋“硬核”科技产品让
观众大开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