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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宁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聚焦到“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文章基于异

域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践的梳理，归纳出联盟理论研究先行、相对成熟产业先行、企业主

体地位先导、联盟有效结成先决等经验启示，继而阐明满足海洋产业技术需求、发挥政府部门平台

作用、体现省域发展战略目标、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原则，给出契约型、股权型、功能型、研发

型组织模式，展示联盟运行的风险分担、信用维持、资源共享、利益保障机制，最后提出加深认知开

阔视野、夯实平台市场驱动、围绕规划突出重点、积极探索逐步完善等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的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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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辽宁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发展方式仍需

转变、主导产业亟待提升竞争力、优势产业向支柱

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等挑战。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聚焦于“海洋产业技术创新”。

而要解决海洋资源开发面临的技术“瓶颈”，则需要

海洋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和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

结成。只有这样，辽宁海洋企业才能科技创新和自

主创新，并拥有新技术，获取竞争优势，进入新市

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此本文对异域海洋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实践进行梳理，归纳出其经

验与启示，阐明战略联盟的结成原则、组织模式和

运行机制，提出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

推进路径。

１　异域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践及
其启示

１１　异域联盟实践动向
随着地球上陆域资源的日显匮乏，许多国家将

目标投向海洋，鼓励其企业研发先进技术开采和使

用海域资源。而企业则为了降低成本、降低风险、

提升效益，在海洋产业中引进并构建了一批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从其践行的国家来说，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最先出现在海洋强国，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等国家，随后，巴西、中国、印度等国家亦加入其行

列。从践行的产业来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一般较

早出现在发展比较成熟的海洋产业之中。

１１１　国外主要领域动向
国外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兴起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早期的联盟则出现在海洋油气业领域，
这不仅使技术互补、风险分担，还大大提高了海底

油气资源的开采效益，从而引起各行业诸多企业对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重视。进而，海水利用

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鲑鱼养殖业、

鱼饲料加工业等产业领域先后构建相应的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表１），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达到了
预期目标。

表１　国外主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１－２］

联盟公司 成立时间 联盟项目 联盟方式

法国Ｃｏｆｌｅｘｉｐ公司，美国ＣａｌＤｉｖｅ公司 １９９７－０４ 墨西哥湾深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合资公司

日本国立研究所 ３所、大学 ５所、公立试验场 ４

所、民间企业２所
１９９８ 室户海洋深层水之特性掌握及机能阐明 项目方式

美国ＦｌｕｏｒＤａｎｉｅｌ公司，英国ＡＭＥＣ公司 １９９９－０９ 系统的海上石油运输服务及市场开拓 合资公司

法国Ｄａｓｓａｕｌｔ公司，美国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ｐｈ公司 ２０００ 海洋船舶软件应用技术的研发 技术互补方式

挪威ＡＣＤ制药公司，美国Ｍａｒｉｃａｌ公司 ２００６－０９ 鲑鱼养殖与培育技术的开发 项目方式

挪威ＦＯＰ公司，日本丸红公司 ２００７－０５ 使用往来的油轮运输石油 Ｒ＆Ｄ

丹麦 Ｂｉｏｍａｒ公司，希腊 Ｄｉａｓ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

公司
２００９－０７ 鱼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及生产成本的降低 技术互补方式

英国ＢＰ公司，俄罗斯 Ｒｏｓｎｅｆｔ公司，科研机构，高

等学府
２０１１－０２

北极圈内蕴藏的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北极大陆架

碳氢化合物的提取

合资研究机构、

发放许可证

俄罗斯Ｒｏｓｎｅｆｔ公司，美国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ｅ公司 ２０１１－０８ 黑海和西伯利亚西部潜在油气资源的研发 项目方式

美国ＧＥ公司，澳大利亚Ｏｓｍｏｆｌｏ公司 ２０１１ 基于客户需求设计并提供水处理解决方案 产品－营销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１］和［２］．

这些联盟涉及法国、美国、日本、英国、挪威、丹 麦、希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海洋强国，而且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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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国家的代表性企业之间的联手，企业主体地

位突出。这既体现了海洋产业领域内的“强强合

作”，又凸显了其“国际性”。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

国外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海洋油气业中

的分布密度较高，这充分印证了海洋中勘探、开采、

运输、加工原油和天然气的极端重要性。

１１２　国内其他省域动向
在国内海洋产业领域中，早在世纪之交联盟就

已出现，如中海油与荷兰 ＳＨＥＬＬ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１０
月结成联盟，共同开发渤海与东海的油气田［３］。而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则实践较晚，进入２１世
纪初期才得以实现。早期的战略联盟出现在海洋

船舶工业领域，继而跟进的是海洋工程建筑业、海

洋化工业、海洋盐业、海水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

药业、海藻养殖加工业、远洋渔业、涉海产品及材料

制造业和海区水产苗种业等（表２）。

表２　国内省域（辽宁除外）主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名称 成立时间 牵头单位 初期联盟单位

厦门船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０９－０７－１１ 厦门市船舶工程学会 厦门通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１７家单位

江苏省海洋工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２０１０－０１－３１ 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振华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江苏省海洋工

程产业骨干企业

江苏省船舶及配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２０１０－０５－２９ 熔盛重工控投有限公司 南通中远川崎、南通振华等单位

海洋化工及石化盐化一体化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０－０７－２９ 中海油山东海化集团 化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２１家单位

浙江省船舶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扬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浙江海洋学院等１７家

单位

浙江省船用动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１０家单位

海洋防腐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化工研究院、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等 １３家

单位

浙江省海洋水产加工制造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２０１０－０６－０９ 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内海洋水产骨干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１０

家单位

新型海洋生物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北京雷力（集团）公司 北京大学、浙江工大药学院等９家单位

山东船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２－１１－２８ 山东船舶技术研究院 黄海造船、航宇船业集团等２９家单位

泉州市海洋生物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２０１２－１２－０６ 石狮百祥海产品公司 内地及台湾省海洋生物加工企业及科研院校等

中国浓盐水综合利用战略创新联盟 ２０１２－１２－１２ 山东省盐业集团
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７个、国内大型相关企业

３０多家

海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３－１１－０３ 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海藻养殖、加工骨干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３０家单位

浙江省海洋生物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２０１３－１１－２５ 海力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相关企业

上海远洋渔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４－０３－１７ 上海水产集团 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水科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海洋工程用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工程院、钢铁研究总院等４３家单位

黄渤海区水产种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 中国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５０家单位

　　资料：笔者由网络相关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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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略联盟对其业内产学研的合作、科技成

果的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有效的推进作

用。从地理区位上看，战略联盟涉足于福建、江苏、

山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或直辖市，其中区位集

中度较高的是山东和浙江两省；从产业分布上看，

战略联盟则集中于海洋渔业领域，涵盖了其加工、

养殖、远洋捕捞和水产苗种等各业。可以看出，国

内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迅速，其涉足区

域较宽、分布产业较广、联盟单位较多，大部分联盟

由企业率先组建，企业主体地位亦突出。然而，国

内战略联盟的结成缺乏“国际性”，有待于拓展同国

外同行企业或机构之间的战略性合作。

１２　异域联盟经验启示
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起，辽宁积极推进省级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构建及其认定工作。至今围

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及医疗装备、生

物育种、高技术服务等产业出现过２０多个省级试点
联盟。然而，与海洋产业相关的联盟至今尚未问

世，仅有一个类似于联盟且不具战略性的产业组

织———大连市水产产业技术联合会。故而，辽宁海

洋产业以及涉海企业应关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

未来发展趋势，学习国外以及国内异域战略联盟组

建的良好经验。

１２１　联盟理论研究先行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建，应其

理论研究先行。这样，组建之初不仅少走弯路，还

能有个良好的开端。在海洋产业领域，国外联盟实

践要早于国内足有１２年，出现过不少成功的案例而
且总结出一批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辽宁欲

要缩短差距，必先学习借鉴异域经验，分析研究联

盟理论，结合省情为辽宁所用，推进联盟快速发展。

１２２　相对成熟产业先行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建，应先行于

发展成熟的海洋产业之中，这已由异域联盟的实践

所印证。对于辽宁来说，发展相对成熟且急需技术

创新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渔业、海洋船舶修造

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油气业。

１２３　企业主体地位先导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建，应引导企

业（或企业集团）积极牵头。这不仅体现作为“用

户”的企业之迫切需求，也突出企业之主体地位，异

域联盟的绝大多数都与之有呼应。辽宁海洋产业

相关企业众多，也不乏实力雄厚的大中型骨干企

业。相关政府部门作为促成联盟的平台，应本着

“政用产学研”战略合作、协同发展的主旨，引导和

扶持这些企业积极牵头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

升海洋产业综合实力。

１２４　联盟有效结成先决
有效结成是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践的先决条

件。国内出现过众多的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但是形式上的联盟现象却屡见不鲜。欲要实现

联盟的目标，一方面联盟成员单位应找准自己的角

色定位，牵头单位要扮主角，联盟单位要扮配角，并

主角要注重配角、配角要支持主角，只有两者配合

默契，方能使得联盟实质性地运转；另一方面联盟

成员单位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要夯实合作平

台，加强战略层面上的引导；企业尤其是用户企业

要突出自身主体地位，增强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

入，构建创新体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要完善队

伍建设，增强为经济发展服务意识，积极参与合作，

提供技术支撑，发挥创新作用。当然，三者在战略

层面实质性的合作及整合、相互信任以及交流互动

对于联盟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２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

２１　战略联盟结成原则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结成，应遵

循以下４条主要基本原则［４］。

２１１　满足海洋产业技术需求的原则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要以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和《辽宁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中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海洋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运

用市场机制集聚省内外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或其他机构的优势资源，实现其战略层面上的有效

结合和联合研发，共同突破制约海洋产业发展的技

术瓶颈。

２１２　发挥政府部门平台作用的原则
辽宁海洋产业相关政府部门要制度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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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环境，夯实平台，

充分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围绕省域海洋产业发展

战略，推进海洋产业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的构建和发展。

２１３　体现省域发展战略目标的原则
作为以海洋产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战略联盟，

在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体现着政府的意志导向和省

域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海洋支柱产业的技术创新

问题直接关系到辽宁海洋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

地发展，因而成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

略问题。

２１４　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原则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要立足于企业技

术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通

过平等协商，建立一定时期内有法律效力的联盟契

约，对联盟成员单位形成有效的行为约束和利益

保护。

２２　战略联盟组织模式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功与否与其所选择

的组织模式是紧密相关的，其组织模式能够在最大

限度上提高联盟成功的概率。辽宁海洋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可适当选取以下 ４种组织

模式［５－８］。

２２１　契约型组织模式
围绕联合研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

担，联盟成员之间通过共同协商、谈判而订立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成员各方约定其权利义务、

创新活动、联盟地位及日常管理等事项，并以其为

保障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模式。这

一模式虽然体现了联盟合作的平等性和伙伴的学

习性特点，但是联盟伴有组织的松散性和管理的不

确定性问题。因而，容易产生联盟信任危机和机会

主义行为，以导致联盟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２２２　股权型组织模式
联盟成员各方作为股东共同出资或将己方处

于优势的设备、场所、人才和具有知识产权的科技

成果等创新性资源作价出资，进而持有股份取得

股权并对联盟拥有相对独立的资本运行、人事管

理和组织运行等权限而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的组织模式。这一模式要求组成具有法人地位

的经济实体，对资源配置、出资比例、管理结构和

利益分配等均有严格规定，成员各方按股权大小

决定发言权，按出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虽然初

始投入较大、转置成本较高、难撤离、风险大、灵活

性差、政策限制严格，但是有利于扩大企业的资金

实力，并通过部分“拥有”对方的形式，增强各方的

信任感和责任感，进而使联盟更有紧密度、更有稳

定性。

２２３　功能型组织模式
按照组织框架，设置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和秘

书处（或办公室）等功能部门并定期选举产生、按期

任职的方式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模

式。其中，理事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成员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指定代表人员构成并选举产

生理事长，而理事长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并以此为

其决策方式，进而商议决定联盟发展的重要事项；

专家委员会是理事会的技术决策咨询机构，也是联

盟技术创新项目的具体执行机构，由理事会聘任专

家委员，其人员来自成员单位或国内外行业领域的

知名专家学者，专家委员会召开定期或不定期会议

达成共识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秘书处是联盟的常

设执行机构，工作人员由成员单位主管研发的负责

人或外聘人员组成，主要负责联盟日常事务和创新

项目的协调管理工作。

２２４　研发型组织模式
按照创新活动中合作研发的执行方式，依据联

盟成员各自所占有的优势领域，成立技术研发小组

或成员分工研发的分散式研发方式组织技术攻关；

或者是成立合作实验室、共建研发中心或合资成立

公司的集中式研发方式组织技术攻关而构建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模式。

２３　战略联盟运行机制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工作目标和

任务的实现，需要建立一套协调、灵活、高效的运行

机制，可归纳如下４条主要运行机制［５，９－１２］。

２３１　风险分担机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学科交叉与融

合，海洋产业技术创新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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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大，导致联盟所需的投入成本加大，面临的

技术创新风险也愈来愈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有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其中，内部风险主要包括合作风险、技术风险和财

务风险；外部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和环境风险。

无论面临哪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使整个联盟的创新

活动陷入困境甚至使其毁于一旦。因而，建立有效

的风险分担机制已成为联盟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新

趋势。

２３２　信用维持机制
联盟技术创新是否获得成功，能否达到预期目

标，不仅取决于成员各方技术、资源的互补性程度，

还取决于成员各方在合作过程中的信用维持程度。

如果联盟中某一成员的信用出现问题，那么不仅威

胁合作的管理和经济利益，增加联盟整体的运作成

本，还将限制技术的转移和学习的可能性。信用是

遵守承诺、履行成约而取得的信任，进而信用维持

机制则必须包含一系列的规则制度安排，以规范联

盟成员的行为，防范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联盟的整体利益，维护联盟

的稳定性。

２３３　资源共享机制
产业技术创新需要多种不同的资源及其整合

平台，而这些要素往往被不同的组织单位所拥有。

而联盟的构建则使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亦造就了自

身优势，从而实现资源的择优整合与重组并致力于

技术创新。联盟通过理事会、技术咨询委员会和研

讨会等形式组织成员交流活动，开展成员之间不同

技术衔接领域的合作研发，进而实现资源在联盟内

部的共享并使之机制化。

２３４　利益保障机制
利益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核心要素，是

连接联盟成员的纽带。联盟内部虽有合作并创造

整体效益，但依然不能改变成员之间的竞争关系，

成员仍是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导向的。因

而，联盟活动是个成员之间的“非零和博弈”，成员

各方都试图从联盟中取得利己又利人的“多赢”效

果。利益保障机制的核心是使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对等，要保障成员的研发投入与收益成正比、成员

承担的风险与收益对等、成员类型（如核心成员和

一般成员；初创期成员和成长期成员）与收益挂钩。

这样才能调动联盟成员的积极性，提高联盟的稳定

性与绩效。

３　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推进
路径

３１　加深认知开阔视野
只有明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概念，才

能有合乎其发展规律的联盟建设与实践。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

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

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

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

织［１３］。可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特有属

性［１４］为：① 联合性。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
或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结成的联合关系。② 战略
性。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的相互依存的

战略性合作，而这一合作应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

本性。③ 产业特性。紧扣重大产业需求，开展产
业发展战略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④ 技术创新
性。瞄准产业技术前沿，突破产业关键技术，更重

要的是其商业价值的实现以及整个企业竞争力的

提升。基于以上的正确认知，辽宁海洋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的建设与实践要洞察省内海洋产业

发展态势及其技术状况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和

全面探索异域（含国外和国内其他省）联盟的发展

动向，把握其时代脉搏，吸取其成功经验，以掌握

新的经营理念，把握技术升级的有利时机，推进省

内联盟的又好又快发展。

３２　夯实平台市场驱动
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三方是构建

联盟的“战略三角”，其中政府是引导者和推动者，

企业是主导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是主要参与方。

在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中，辽宁政府

部门要形成合力夯实平台，进而发挥其中介和宏

观引导作用：① 产业选择。聚焦于对省域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和推进作用的海洋产业，进

而确定所要创新的关键技术。② 制度安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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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通过制定必要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

策、优惠政策等倾向性制度安排，为联盟发展提供

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而鼓励、引导、支持、规范海洋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③ 资金支持。政府部门
制订海洋产业科技计划，积极探索无偿资助、贴息

贷款、后补助等方式，或通过重大海洋科技专项提

供资金的方式，支持其联盟发展。同时，鼓励银

行、投资机构运用融资租赁、买方信贷、卖方信贷

等金融工具，并提供开发推广知识产权和股权质

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④ 设
施提供。政府部门通过对海洋信息基础设施、海

洋科学信息库、海洋工程数据库、海洋产业标准等

一系列技术工具和基础技术的投资，增进海洋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创新效率，为海洋产业发

展带来长远的收益。⑤ 协调推动。政府部门运用
计划资源调控海洋产业相关产学研等技术创新要

素，将其按照市场准入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

交易规则组合，营造有利于联盟发展的市场环境，

同时调节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过程中

的摩擦与冲突。

３３　围绕规划突出重点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是指导辽宁沿海经济带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和编制相关规划的重要依据。海洋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要瞄准省域重点海洋

产业的重大技术需求，围绕《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

规划》确定的产业发展目标，结合将在“十三五”期

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实施的《辽宁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选择有一定基础的海洋产业领域率先突破。

基于辽宁主导海洋产业的确定［１５］以及现阶段的发

展态势，率先突破的产业领域可选择海洋渔业、海

洋船舶修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之一。对于海洋

渔业可选取海水养殖技术或远洋捕捞技术或海洋

水产品加工技术，对于海洋船舶修造业可选取船

舶工程技术或船用动力技术，对于海洋交通运输

业可选取航海技术或港口工程技术，进而率先构

建其创新战略联盟，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并实现市

场化。

３４　积极探索逐步完善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涉及范围大、层

次高、领域宽，是企业组织关系中的制度创新与政

府服务创新、科研体制创新、产业技术创新相结合

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从系统论的观点出

发，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既要

避免“摁下葫芦浮起瓢”，又要防止“四面出击一刀

切”，更要切忌“流于形式、止于文字”。从这个层面

来看，作为联盟构建的一种途径，海洋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整体推进的系统

工程。这就需要坚持满足海洋产业技术需求、发挥

政府部门平台作用、体现省域发展战略目标、遵循

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原则，适当选择契约型、股权

型、功能型、研发型组织模式之一，建立完善支撑联

盟运行的风险分担、信用维持、资源共享、利益保障

机制，形成完整闭环，最终实现联盟的健康稳定发

展。总之，辽宁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

需要大力推进，同时需要在探索中总结提升、在实

践中规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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