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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就像是上海科技园
区的‘种子’，可以向更多的
区域辐射和开放。”

■未来三年，海洋科技园计
划在城区（杨浦）形成不低
于10000平方米的园区载体
面积；在临港新城依托上海
海洋大学，建立临港海洋产
业园，载体面积 12000 平方
米；在临港新城，利用上海
临港海洋科技创业中心的
载体资源 92000 平方米，与
科技园合作共建科技孵化
器及中试产业基地。

上海临港海洋科技创
业中心加入，注册资
金增至1000万元

成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更名为“上海海洋科
技园”

上海水产（集团）总公
司加入，注册资金增
至120万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上
海水产大学、杨浦区
政府共同发起成立上
海水产科技园

2013

2012

2011

2008

2003

园区概况
目前累计入驻企业120

余家，累计注册资金 1.3 亿
元，园区实际载体面积近
4000平方米，2012年入驻企
业产值1.17亿元，从业人员
千余人；在知识产权方面，
园区内企业共获得知识产
权 66 项，其中授权专利 49
件、软件著作权13件、商标
4件。

上海海洋国家大学科技园——

特刊·科技园区在杨浦

入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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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企业共获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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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信慧 刘瑾

位于淮海中路的K11购物艺术中心内，一堵
长约14米的“水母墙”日前刚落成。在灯光的映
衬下，缸内如梦如幻、摇曳生姿的水母吸引了不
少市民纷纷驻足。

生产这种观赏性极强的人工养殖水母及配
套水缸的正是上海海洋国家大学科技园（以下简
称海洋科技园）的一家大学生创业企业。

海洋科技园原名为上海水产科技园，2003年
由原上海水产大学（现为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和杨浦区政府共
同发起成立。作为本市首家专业科技园，如今园
区发展已迈入第10个年头。“园区发展已到了重
要转折点。”上海海洋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叶
维钧一语道破园区发展现状。

依托大学及科研院所
八年前，还是上海水产大学研究生的王文龙

在参观海洋水族馆时，被馆内一群群飘逸灵动的
水母所深深吸引。他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借助自
己学到的水产养殖知识，探索水母的繁育和养
殖，让如此灵动的小生物走进寻常百姓家呢？

此时国内水母的人工繁殖才刚刚起步，水母
的养殖难度也非常高，但王文龙还是决心尝试一
下。他花了4个月完成创业计划书，并向上海市
大学毕业生创业基金会提出创新基金申请。很
快基金会批给他10万元的无息创业公益基金，艰
难的创业路就此启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王文龙一头钻进实验室
琢磨如何人工繁殖水母，这才发现“真正做起来
有多难”。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就是空白，80%
的文献都要参考国外。王文龙说，要在人工环境
模拟出水母在海洋里的繁殖条件，在水温、盐度、
光照等多个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此外，还要有专
门的喂养饲料。“在第一次实验时，30只从海里捞
起来的野生水母仅存活了5只。”

为了搞清楚人工繁殖失败的原因，王文龙一
次次调整养殖条件，连春节也没有回家。2007年
大年初五那天，他发现养殖缸中有了一些芝麻粒
大小的微粒。透过显微镜一看，是十几个褐色的
蝶状幼体正在欢快地游动。人工繁殖水母获得
了重大进展！此后，经过不断的摸索，小水母从
最初的11只，一直增长到数千只，“海月水母”终
于成功实现了人工繁殖。

随着观赏水母市场的逐步推广，王文龙的水
母项目也逐渐被人知晓。2009年，上海元福投资
有限公司在得知王文龙的事迹之后，出资100万
元，创立了上海晶海实业有限公司，并入户上海
水产科技园。

创业之初，公司没有办公地点及孵化场地，
园区得知后将海洋大学副校长、园区董事长黄硕
琳的办公室提供给王文龙办公；协调东海水产研
究所提供40平方米的孵化实验室供王文龙使用；
园区负责人叶维钧还担任王文龙的创业导师。

如今，位于东海水产研究所内的水母孵化基
地内已从原有单一的“海月水母”品种发展至“澳
洲斑点”、“太平洋海刺”等13个品种，并实现了规
模化的人工繁殖和养殖，公司也成为了国内唯一

一家可以提供如此多养殖水母品种企业。

“一体两翼”空间布局初具雏形
2011年，“上海水产科技园”更名为“上海海

洋科技园”，制定了“在‘十二五’期间上海海洋科
技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把科技园未来的
功能定位、平台建设、产业集聚、载体建设等重要
元素的发展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将自身定
位于国家海洋战略，园区发展自此步入快速发展
轨道。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晶海实业有限公司设
计的“海瞳艺术水母缸”在德国世界顶级纽伦堡
水族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同时也获得了德国经销
商的青睐，成功获得出口德国订单2000多套，销
售收入200多万元，实现利润70多万元。公司也
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道路。

2012年，园区被科技部、教育部授予“国家大
学科技园”。为了更好提升园区服务能级，园区
制定了《上海海洋科技园海洋创新（种子）基金试
行管理办法》，与上海临港海洋科技创业中心有
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注册资金为 600 万元的

“上海临港科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海
洋创新（种子）基金的首家运行实体。

今年，园区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升级
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后，园区通过载体公司进行重
组，吸收了上海临港海洋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成为新股东，注册资金也从原有的120万元增至
1000万元。至此，园区共有5家股东单位，基本形
成集“产学研”于一体的专业科技园。

最近，园区三年发展规划正在酝酿中，从这
份讨论稿中，可以一窥园区未来的发展前景：紧
抓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浦东新区临港
新城海洋产业创新集聚区以及浦东新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契机，构建“一体两翼”的
空间布局——运用“科技园+孵化器”的运行模
式，以城区（杨浦）为主体，与浦东新区（临港新
城）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格局，紧紧依托
上海海洋大学和东海水产研究所的科技优势、整
合各股东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资源，形成联动机制
来做大做强科技园。

园区面临关键转折点
“杨浦就像是上海科技园区的‘种子’，可以

向更多的区域辐射和开放。”据叶维钧预测，这
“关键的一步”如果走好了，海洋科技园将进一步
突破现有集群规模，形成海洋科技企业集聚、高
端技术资源汇聚、特色鲜明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
集群，而科技园区的开放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然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园区现在亟需
建立起一支与国家大学科技园相匹配的管理队
伍。”叶维钧说。目前上海海洋科技园的人员主
要来自股东单位，缺乏企业管理和招商经验，一
切都靠从头摸索。过去，由于公司资金少，无法
提供有吸引力的薪水来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和具有招商经验的专业人才。“科技园管理需要
更多既懂科研，又懂管理的人才。”

随着园区的升级扩张，其载体建设正逐渐成
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上海水产科技园军工路
基地主要依托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水产大学
提供的 4 幢楼房，总面积近 10000 平方米。由于
军工路中环改造，上海水产大学和东海水产研究
所的 1 幢楼房（三分之二）被拆除，目前仅剩近
4000平方米，园区注册企业有三分之二在外办公。

未来三年，海洋科技园计划在城区（杨浦）形
成不低于10000平方米的园区载体面积；在临港
新城依托上海海洋大学，建立临港海洋产业园，
载体面积12000平方米；在临港新城，利用上海临
港海洋科技创业中心的载体资源92000平方米，
与科技园合作共建科技孵化器及中试产业基地。

此外，园区的综合资源整合能力也有待进一
步提高。园区建立以来，叶维钧除了担任园区负
责人外，也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担任领导岗位。职务上的“双重身份”让海洋
科技园在产学研的结合上比其他园区有更多的
天然优势。“但光靠私人关系搭建起来的产学研
联系不是长久之计，今年我们希望能从制度上搭
建起产学研融合平台，比如由园区主导，让园区
企业与研究所专家、高校教授进行签约对接，真
正在机制上实现园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