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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海洋科学研究发展之路

陈暋波

(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

暋暋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面临三大难题:适宜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小,可能利用的陆地资源越来越少,人类生

活的环境越来越差。因此,科学家提出,人类起源于海洋,现在要重新返回海洋中去,只有广阔富饶的海洋才能

解决上面所说的三大难题。人类的口号是“耕耘蓝色的海水,播种蓝色的希望暠。也就是从这个年代起,广西科

学院属的广西海洋研究所于1978年在北海市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广西没有海洋科研机构的历史。40年风

雨前行海洋路。1978年成立的广西海洋研究所于2000年转为科技型企业,2002年从广西海洋研究所原有的

人员编制中剥离出32名用于加强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力量,2012年广西科学院为加强海洋科学研究组建广

西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在经历了“事企改革、剥离、组建暠三个过程后,海洋科学作为广西科学院三大优势学科

之一仍然取得长足发展,在推动广西重大领域海洋应用基础研究和海洋产业关键技术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创造出更多有效服务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科研成果。广西海洋研究所、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北部

湾海洋研究中心在广西科学院直接领导下,按照各自的学科定位积极开展北部湾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为广西海洋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暋暋海洋科学研究是广西科学院传统优势学科,加强海洋学科领域的建设,打造区域乃至国内一流的科研团

队,引领北部湾海洋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这既是广西科学院成立海洋科研机构之初心,更是顺应国家提出“一

带一路暠战略发展之需求。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广西沿海的社会经济发展,“十三五暠时期,中央明

确赋予广西“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

户暠的“三大定位暠。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广西有条件在“一带一路暠建设中发挥更大

作用。同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暠的重要论述。国家的战略定

位及十九大重要论述为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新坐标,同时也对广西海洋经济建设提出了更高和更为迫切的要

求。作为广西科学院海洋科研机构的一员我们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北部

湾这一片海带给广西人的不仅是一种诸如“兴盐渔之利,得舟楫之便暠的传统认识,它还与广西的经济发展、国

家战略的实施息息相关,是一块赖以生存的蓝色国土,是广西乘“一带一路暠东风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同时,
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实施走向东盟沿海各国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为此,我们要加倍努力做到以下两点:

暋暋一是作为从事广西海洋研究工作最早的科学机构,尽管广西科学院目前的科研团队偏小,科研创新能力尚

有不足,但更应把握最好的发展机遇,借助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做好北部湾海洋这篇大文

章,更好地服务广西“向海经济暠的发展需求。创造出更多有效服务海洋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重要科研成果,
成为引领广西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力量,在海洋环境、生态、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形成特色。

暋暋二是作为广西科学院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我们走过的海洋路已经成为过去,对未来要充满憧憬

和希望,也许我们今后要行进的海洋科技创新之路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们要像前人一样,增强自已溯本求源

的科学追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指引下,在北部湾这块海域上继续独领风骚二十年、三十年……,让我们用

一颗赤子之心,去建设广西海洋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让它跟上海洋大省建设的步伐,一同进入21世纪海洋

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