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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企业在平台上找技术，

技术在平台上找落地场景，海洋科技

大市场就是‘科创淘宝’一样的‘大超

市’，帮助各方像网购一样便捷对接。”

全国海洋科技大市场办公室负责人陶

瀚超近日表示。

为推动科研繁花结出产业硕果，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完整链条，近年来，青岛

市科技局、青岛高新区管委会联合创建

全国海洋科技大市场。青岛市工业技术

研究院牵头联合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

专业服务机构广泛参与建设，将高校、院

所、企业、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汇聚起

来，通过市场化配置，让供给方、需求方、

服务方高效对接。

位于青岛高新区的全国海洋科技

大市场，线下建有 5000平方米的综合

服务大厅、7.6万平方米的垂直领域成

果转化基地，线上则与山东科技大市

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全国20余家

生态伙伴合作，构建起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

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高校院所、企业、科技

服务机构等提供信息发布、成果评估、技术

交易、产研对接、成果孵化等服务。

从2024年4月至今，全国海洋科技

大市场面向驻青高校院所、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征集科技成果超 1.2万项，初筛

发布科技成果 4040项，实行月度路演、

季度汇演、年度优选；面向企业征集需

求 1000 余项，已促成技术合同交易超

2.4亿元。

与此同时，全国海洋科技大市场通

过举办“青岛好成果”系列品牌活动，推

动了青岛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附

加值微生物代谢”项目的落地转化；推

动了青岛科技大学与青岛蔚蓝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合成生物学产业创新

研究院共建合作，与青岛瑞思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达成纳米抗体研究联合实

验室及科研项目合作等。

截至目前，“青岛好成果”系列品牌

活动已举办 7场专题路演，近 50项优质科技

成果参与路演展示，达成合作意向近 60项，

促成企业融资近3亿元。 李媛 肖玲玲

本报讯 近日，镇江高新区联

合江苏科技大学举办先进船舶海

工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以下简

称“转移转化中心”）启动仪式。

镇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

小俊表示，共建先进船舶海工区

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是校地双

方落实江苏省“双高协同”工作

部署的具体行动，中心的成立将

进一步整合叠加校地优质资源，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

金链的深度融合。

江苏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杨

建新表示，转移转化中心的正式

启动是江苏科技大学与镇江高

新区深化校地合作、共谋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也是推动船舶海工

产业转型升级、服务镇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2024年 9月，教育部、江苏省启动

共建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

中心，2025年在南京、苏州分别设立了

4个分中心。江苏科技大学与镇

江高新区历经“谋划筹备—科学

论证—全面启动”三个阶段，正

式确定了中心建设框架和发展

目标。

转移转化中心围绕镇江高

新区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产

业基础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依

托江苏科技大学学科建设、人才

储备、科研成果转化及服务船舶

海工产业等方面的优势，聚焦

“产业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高端人才培养、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和校企协同创新中心”5 个方

面创新体制机制，打通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创

新链条，构建人才培养—技术

研发—产业服务“三位一体”的

创新生态，促进高校学科群与高

新区产业链“双向”适配，实现高校和企

业“双向”奔赴，让更多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张鹏云 李心蕾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

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

风电市场，全方位引领全球海上

风电发展。”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

在近日举行的海陵岛国际风能

大会 2025 上表示，我国海上风

电已进入市场化竞速期，未来

将呈现深远海化开发加速、技

术持续升级、多产业融合发展

三大趋势，需要协同推进海上风

电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良好

的海上风电产业生态，为推动

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深远海开发加速

近日，三峡江苏大丰 800兆

瓦海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三

峡大丰项目”）首台金风科技机

组顺利完成吊装。该项目场址

最远离岸距离达 85.5千米，刷新

了我国海上风电项目离岸距离

最远纪录。

三峡大丰项目总装机容量

800MW，将安装98台金风科技智能

海上风电机组，包含GW191-6MW、

GWH230 - 8.5MW 及 GWH252 -
13.6MW 三种机型。其中，金风

科技GWH230-8.5MW海上风电

机组，针对项目海域年平均风速

7.9米/秒、低风切变和低湍流的

风资源特点进行定制化设计，预

计实现全场年发电 3500 小时。

三峡大丰项目投产后平均每年

可生产超28亿度清洁电能，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超237万吨。

据悉，三峡大丰项目的顺利

推进，进一步拓展了风能开发利

用范围，验证了深远海风电开发

的可行性，有效助力风电开发企

业拓展全新的市场增长极。

“风电机组每向大洋深处推

进 1公里，风能开发利用的边界

就登上一个台阶。”金风科技海

上业务单元副总经理王龙非表

示，多年来，金风科技聚焦深远

海风电资源开发利用，为我国深

远海风电开发积累宝贵经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保荣表

示，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与政

策驱动，我国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方兴未艾，在开发建设等方面取

得较大进展。

随着我国海上风电走向深

远海，其开发规模也持续稳步提

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

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达

4351万千瓦，新增装机与累计装

机容量已连续 4 年位居全球第

一，占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总

量的50%以上。

技术装备实现多项突破

创新是海上风电发展的主

旋律，更是推动海上风电开发迈

向深远海的关键力量。

“我国海上风电技术装备实

现多项突破，国产 26 兆瓦海上

风电机型已下线，海底柔性直

流输电与深远海升压站技术效

率持续提升，一批漂浮式海上

风电机组已建成投运。”潘慧敏

介绍说。

技术的突破，与企业创新发

展密不可分。明阳集团国际业

务总裁张启应表示，明阳集团通

过对新型材料、工业化制造施

工、漂浮式风机系统、浮式基础

及系泊系统的创新，突破了深远

海大容量漂浮式风机岛核心技

术，结合风机智能监测系统、气

象风功率预测系统、电力交易辅

助系统等智慧化应用，可有效推

动深远海风电降本增效，助力实

现更具经济性的深远海风电大

规模开发。

据悉，明阳集团在漂浮式风

电技术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

性进展：从国内首台漂浮式风机

“三峡引领号”，到深远海双百示

范项目“海油观澜号”，再到全球

最大双转子漂浮式平台“明阳天

成号”，明阳集团以技术创新实

现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跨越。

金风科技在海上风电领域

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自主研发

了 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120米

碳纤维叶片等。

王龙非说，针对海上风电运

维窗口期少、可达性差、运维成本

高等挑战，金风科技通过智能化的

远程监控系统，运用 AI 算法，动

态优化运维路径，辅助气象海洋

耦合预警系统，精准捕捉窗口

期，实现全要素数字化重构。

以“四个坚持”开拓发展空间

“海上风电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双重挑战。”侯保荣认为，

其 一 是 深 远 海 开 发 的 技 术 难

度。我国沿海气象与地质条件

复杂，台风频发、地震烈度高、海

床沉积层差异显著，如阳江海域

风能资源优越，但大风和海床条

件也对风机基础抗风抗震设计

提出极高要求。其二是海洋腐

蚀的长期威胁。海上风电装备

处于高盐雾、高湿度、高日照辐

射的严苛环境，金属结构的平均

腐蚀速率是陆用设备的 5-8倍。

尤其是浪花飞溅区，其腐蚀速度

高达0.5mm/年。

“这些挑战表明，海上风电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赖

规模扩张，更需从材料、结构、运

维上突破，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可

靠性保障体系。”侯保荣说，需要

围绕海上风电装备的耐久性难

题开展系统性攻关，破解海洋环

境对装备寿命的威胁问题，保障

机组关键部件寿命提升至 25年

以上。

潘慧敏表示，面对建设条件

复杂化、技术难度提升等挑战，

需以“四个坚持”开拓发展空间：

一是聚焦深远海新型漂浮式基

础研发制造、加强柔性直流、低

频交流等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全

生命周期成本下降；二是完善跨

部门协同机制，优化政策激励与

营商环境，释放产业活力；三是

探索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等业

态的空间集约利用，提升海洋经

济综合价值；四是强化沿海省份

经验共享，深化国际技术交流，

发挥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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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一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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