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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对策研究 

钱波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工会，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人才是支撑和引领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阐述了浙江海洋经济人才队伍的发展现状与需求情

况，分析了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最后借鉴国内外海洋经济人才发展经验提出了促进浙江海洋经

济人才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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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渔、港、景、油、涂”资源组合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2011 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复，使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浙江要实现又好又快地率先发展海洋经济，人才是

关键。在当前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中，一方面，人才的需求结构和数量与供应之间的矛盾突出，受制于人才的不足; 另一方面，

浙江省对于破解海洋经济人才的制约问题，愿望迫切，任务繁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对策，为相关

主体特别是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一、浙江海洋经济人才队伍的发展现状 

目前，浙江拥有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一批国家和省级研究机构，涉海高等学校 19 所，省部级涉海重点学科 9 个，

海洋本科、专科专业点数居全国第 2 位，拥有海洋类专业在校生 4 200 多名。①目前浙江省已经拥有一支初具规模的海洋经

济人才队伍，全省有涉海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从业人员 475． 5 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65． 98 万人，

占从业人员比例的 14% 。浙江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从浙江海洋经济战略深入实施的要求以及国内外

竞争环境来看，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人才总量有待进一步增加 

人才总量不足是制约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以宁波高校的海洋经济人才总量为例，在宁波高校中，海洋经济

人才约有 500 人，数量不多，且专业分布单一、不平衡，以理工居多，占总数的 3 /4 以上; 从年龄上看，以中青年为主，其

中 31 － 55 岁占到 2 /3 强，30 岁以下和 55 岁以上各占 15% 左右; 在职称分布上，以中、高级为主，其中正高级占 15% ，

副高级占 40% ，中级及以下占 45% ; 在学历结构上，以硕士为主体，占总人数的 2 /3，此外博士约占 20% ，学士约占 10% 。
①
 

( 二) 人才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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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层次不高，突出表现在职称偏低、学历偏低以及拔尖人才缺乏等方面。在职称方面，以舟山

为例，全市现有海洋经济相关专业技术的高级职称人才 1 491 人，只占人才总数的 2． 4% 。
②
在拔尖人才方面，以宁波为例，

宁波没有高水平的国家级科研机构，缺少海洋科研领域的领军拔尖人才，海洋科研成果也不多，只有在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

方面有少量较高档次科研成果。
③
 

( 三) 人才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浙江海洋经济人才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涉海行政事业单位，中小城市和涉海企业的海洋经济人才比重偏低。以作

为中小城市的岱山为例，拥有高级职称的海洋经济人员 145 人，占比不到舟山全市的 10% ; 岱山的涉海企业海洋经济高级技

术职称人员占总从业人数比重为 0． 7% 、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占总从业人数比重为 2． 0% ，而涉海行政事业单位这两个比例

分别为 1． 2% 、11． 4% ; 岱山涉海企业海洋经济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总从业人数比重为 5． 5% ，而涉海行政事业单位海

洋经济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总从业人数的比例为 43． 6% 。 

( 四) 紧缺型人才亟待快速补充 

在浙江现有海洋经济人才队伍中，能支撑现代海洋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带动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创新人才、提升传统海

洋经济的高端人才、推动外向型海洋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十分紧缺，
③
很多企业难以招聘到需要的人才。以舟山德勤集团为例，

迫切需要海洋领域的法律顾问、金融人才、投资人才等新型人才，但在舟山本地网站、报纸上发出招聘消息后，基本无人应聘。 

二、浙江海洋经济人才的需求预测 

舟山在《舟山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中预测了港口物流、船舶工业、海洋旅游、现代渔业、临港

装备和大宗物资加工、海洋新兴产业( 包括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等) 等海洋经济重点产业 2015 年和 2020 年的人才需求。②舟

山海洋经济发展是浙江省的缩影，其重点产业与全省类似。因此，可考虑根据舟山海洋经济各重点产业人才的需求预测全省相

应产业人才的需求。按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三年( 2013 － 2015 年) 行动计划》，到 2015 年，舟山的海洋生产总值将

达到 1 000 亿元。按照《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到 2015 年，浙江省将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7 000 亿元。可以看出，

到 2015 年，舟山的海洋生产总值将是浙江省海洋生产总值的 1 /7，也即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将是舟山海洋生产总值的 7 倍。相

应地，我们可以分别对 2015 年和 2020 年舟山海洋经济各重点产业人才的需求乘以 7 预测 2015 年和 2020 年浙江省各相关

海洋产业的人才需求，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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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的主要任务 

为有效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浙江省制定并实施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822”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重点扶

持发展 8 大现代海洋产业———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业、港航物流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滨海旅游业、海水淡化

与综合利用业、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业、海洋清洁能源产业与现代海洋渔业。8 大现代海洋产业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石，

基于它们对人才的需求状况，提出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的主要任务:③ 

( 一) 充实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钻井平台、钻井船、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FPSO) 、LNG 船、深水作业工程船、海洋石油平台辅助船、远洋

捕捞船、大型化散货船、集装箱船、化学品船等海洋工程装备和特种工程船舶及运动船艇等的研发、制造与维护的专业人才，

以及深海运载和通用技术、深水探查作业等关键技术研发人才。
④
 

( 二) 充实港航物流服务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能够支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体系、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的

人才，加大力度培养能够推进大宗商品交易、现代航运金融服务、航运信息服务发展以及增强港航物流服务业综合竞争力的专

业人才。 

( 三) 充实临港先进制造业人才队伍 

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实以下人才: 能够支持发展绿色石化及化工新材料、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人才; 能够推进

临港重大成台套、智能化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发展的人才; 能够推进宁波、杭州、台州临港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加快发展的人

才; 能够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制，形成特色、品牌优势的人才，以及能够提升发展船舶配套产品制造产业的人才。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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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充实滨海旅游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能够推进邮轮旅游、游艇旅游、人造海滩、高端度假岛等四大高端门类，以及慢生活休闲体验、滨海运动休闲、

养生养老休闲度假、旅游营地休闲、海钓休闲、人造碧海金沙、旅游演艺、低空旅游、游轮巡游、海洋主题公园休闲等十大产

品发展的人才。 

( 五) 充实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能够围绕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海水资源利用、海水利用集成研发、海水利用共性技术，积极开展关键材料、

产业化成套技术与装备自主研发的专业人才，突破核心技术国产化，形成健全的产业化技术支撑体系。
④
 

( 六) 充实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能够创新海洋医药发展路径，加快从原料药向专利药转型升级，提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现代化水平的人才; 充实

能够聚力开发一批具有资源特色的海洋药物，形成海洋药物新兴产业的人才，以及能够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新型海洋生物

制品的人才。 

( 七) 充实海洋清洁能源产业人才队伍 

重点充实海洋清洁能源研究开发、技术装备与示范工程建设的人才，积极推动海上风能、海洋能、海洋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海洋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人才开发，集聚一批海洋清洁能源开发科研团队。 

( 八) 充实现代海洋渔业人才队伍 

具体地说，就是要重点充实: 能够拓展远洋渔业和远洋渔场，建设现代远洋渔业基地的人才; 能够发展高效生态海水养殖，

加快渔港渔村建设改造，发展多元化、精品化休闲渔业的人才; 能够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区，加强水产品冷链物流一体化的人

才。 

四、促进浙江海洋经济人才发展的对策思考 

( 一) 积极推动立体多样化的海洋人才教育 

纵观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重视立体多样化的海洋经济人才培养模式。以美国为例，现已形成涵盖普及教育与

高等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样化海洋经济人才培养模式: 在普及教育方面，以全国性卓越海洋科学教育网为主，每年面向国

民推出系列海洋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等院校积极健全海洋学科与专业，深化海洋经济人才培养与海洋科技

项目研究。
⑤
借鉴美国的海洋经济人才培养模式，浙江也应建立立体多样化的海洋经济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中小学基础海洋科技

通识教育; 开展海洋知识普及宣传，举办海洋主题科普活动，鼓励海洋科技人才从事海洋科普，提高全民海洋意识; 鼓励更多

有能力的高等院校设置海洋学科和专业，建立健全海洋课程体系，促进海洋经济教学与实践需求对接; 建设海洋经济知识继续

教育培训体系，制定海洋行业继续教育规划和实施办法; 鼓励海洋经济相关专业毕业生到一线地区和艰苦岗位实习与工作; 为

富有创新精神、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年海洋经济人才提供独立负责项目、承担重要课题、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加快青年海

洋经济人才成长。 

( 二) 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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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等世界海洋经济强国都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型人才。在这些国家的海洋经济创新体系中，除政府外，

大学、科研机构、产业企业都是重要的组成主体，共同承担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责任，而且它们之间经常跨越组织边界进行深

入合作，一起培养高层次、紧缺的创新型人才。
⑥
因此，为推进海洋经济创新型人才培养，浙江应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政策

环境; 鼓励涉海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接，建立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制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

流任职制度，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 对重大海洋科技项目明确产学研合作要求，推行共同实施、管理项

目，实行“人才 + 项目”的模式，在实践中培养和集聚海洋科技人才。 

( 三) 积极加强高层次海洋经济人才的引进 

山东省是国内积极引进高层次海洋经济人才的先行区，其主要特点是加强政策引导，强力布局领军人才团队，为此实施了

《泰山学者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 简称《计划》) 。该《计划》以企业为主体，通过给予每个团队 500 万 － 800 

万元经费资助，重点支持企业创新类领军人才团队与科技创业类领军人才团队的引进。④对于浙江而言，在利用教育资源充分

培养海洋经济人才的基础上，也要大力引进海洋经济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海洋经济人才，具体地说: 建立健全海洋经济人才需

求目录，制定实施海洋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团队引进实施方案; 对引进人才及团队在住房、津贴、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

予以适当照顾，给予课题申请、研发支持和政府奖励方面的特殊政策; 参照山东省的做法，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力度，积极引进

领军人才团队、鼓励领军人才团队在浙江创业创新; 实行“海外工程师”制度，鼓励和支持各地引进外籍工程技术专家。 

( 四) 积极引导鼓励海洋经济人才创新创业 

美国十分重视、鼓励海洋经济人才创新创业。例如，美国优化金融政策，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创业基金、信贷担保，为海

洋经济人才创新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又如，美国设立海洋科技园为海洋经济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孵化平台。
⑦
美国的经验对浙江具

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对于浙江而言，要加大财税优惠力度，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鼓励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民营企业、金

融机构参与海洋创新创业项目; 建设一批海洋创业孵化平台，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为海洋人才提供优质创业服务; 改进海洋经

济人才的考核评价模式，强化创新和应用导向，把获取创新成果、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作为项目立项和验收、资助和奖励的重要

标准。此外，还要进一步促进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 五) 建立健全海洋经济人才工作投入机制 

福建省积极建立健全海洋经济人才工作投入机制，确保海洋经济人才能引进、留住、并用好。如泉州市出台《泉州市高端

海洋人才引进培养暂行规定》，确保资金投入用于补助海洋核心人才、海洋骨干人才、平台建设、海洋课题研究、创业创新、海

洋高技能人才培训等。⑤对于浙江而言，要落实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政政策，各涉海地区、部门要增加对海洋人才开发的投

入力度; 在涉海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重大基础理论研究课题中，明确一定比例的人力资本投入，并作为项目验

收( 结题) 的重要依据; 重视欠发达地区及海岛等艰苦边远地区海洋人才培养，在人才投入中适当倾斜; 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立

涉海人才发展专项基金，促进社会化多元投入机制的形成。 

( 六) 积极完善海洋经济人才发展服务体系 

山东省青岛市十分重视海洋经济人才发展服务体系建设，突出表现在建立了中国海洋经济人才市场，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的

海洋经济人才特别是高端和紧缺人才的引进及其在区内合理流动服务。浙江省也应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人才发展服务体系，参

照青岛市的做法，可考虑在宁波或舟山建立服务全省的海洋经济人才总市场，在各地建立服务当地的海洋经济人才分市场，总

市场与分市场合力联动、信息共享，共同促进海洋经济各类人才的引进及其在区内的流动。除此之外，浙江还应不断完善海洋

职( 执) 业资格认证制度，全面推行海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健全海洋科

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制度，建立专利技术成果信息平台; 加大对海洋科技人才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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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项目承包、技术服务、创业、兼职和流动等活动中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注释: 

①参见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高校海洋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 2011 － 2015 年) 》，2011 年。 

②参见舟山市人民政府: 《舟山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2010 年。 

③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822”行动计划( 2013 － 2017) 》，2013 年。 

④参见山东省人民政府: 《泰山学者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2013 年。⑤中共泉州市委组织部: 《泉州市高端海洋

人才引进培养暂行规定》，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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