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6 月
第 27 卷摇 第 3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Jun. 2011
Vol. 27摇 No. 3

[收稿日期] 2010鄄11鄄28
[基金项目] 2010 年山东省党校系统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潘娜娜(1983-),女,山西沁水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

文化。

青岛蓝色文化建设研究

潘娜娜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山东 青岛 266071)

[摘摇 要] 发展蓝色文化对青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展蓝色文化是推动青岛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和谐城市的内部动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举措。 然而,青岛

的蓝色文化建设仍然存在种种问题。 为此,要加强青岛的蓝色文化建设,就要发掘海洋文化遗

产,奠定打造蓝色文化名城的基础;加强蓝色文化教育,完善蓝色文化传播体系;做强滨海旅游

文化产业,打造“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加强统筹规划,大力发展海洋文化创意产业;壮大现代

服务业,提升青岛蓝色服务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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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青岛市发展蓝色文化的重要性

2009 年 4 月,胡锦涛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大

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

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冶 [1] 青岛市委十届

六次全会决定:“制定海洋经济总体发展规划,率先

建成蓝色经济区冶。 打造蓝色经济区,必须发展包

括海洋文化在内的蓝色文化,以蓝色文化支撑其发

展,孕育其创新,这样才能实现文化和经济的良性互

动。 换句话说,蓝色文化是蓝色经济区的深层结构,
它在吸收借鉴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了

先进的文化理念,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影响

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等而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青岛作为中国海洋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半岛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山东滨海文化产业带的龙

头城市,发展蓝色文化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资源积

累。 青岛市发展蓝色文化的重要性表现在:
第一,发展蓝色文化是推动青岛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 新生产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生产力是一

个整合、开放的系统,是由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共同

合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创造力。 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

力量,具有激发力、导向力、感通力三个作用。 激发

力赋予经济以活力,导向力赋予经济以价值,感通力

则赋予经济以组织效能。 良好的文化建设为经济发

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动力支持。 蓝色文

化是面向世界的文化,是促进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

进行交流的文化。 青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充

分发挥自己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新型的蓝色文化,
发展以现代高科技为主要支撑的新型海洋经济,如
贸易、物流、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环境保

护等,还要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如海洋娱乐、海洋科

技博览和海洋文化艺术活动等。
第二,发展蓝色文化是建设和谐城市的内部动

力。 城市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

质是社会的人性化与人性的社会化统一在城市中的

特殊展现,它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也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既要达到城市内部格局的和谐,又要争取城

市外部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实现城市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实现城市各子系

统之间的和谐发展。 蓝色文化是集文化价值观念创

新、文化思维方式创新、文化产业创新为一体的文化

创新体系,强调人类不是大海的奴隶,而是大海的朋

友;强调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全面进步,其产生的精神

动力使人感觉到城市的亲和力,使人产生共鸣,从而



有利地促进城市和谐。
第三,发展蓝色文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重要举措。 长期的生态干扰破坏与资源过度开发

利用,致使青岛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结构趋于单

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调控能力减弱,海岸带

破坏严重,海洋滩涂生物多样性减少,重要的海洋生

态系统逐步消失。 与传统海洋文化相比,蓝色文化

有着更科学、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 蓝色文化强调

人与自然的双赢,强调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与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紧密结合,强调人类开发利用海洋

的程度要与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要有

助于海洋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提高,
既要反对以海洋环境保护为名来取消海洋开发利

用,也要反对以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利用海洋。
二、青岛市蓝色文化建设的现状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蓝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

重要作用,亦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促进海洋文化产

业的发展。 据估算,近年来青岛海洋文化产业增加

值约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60%左右,有效带动

了青岛社会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人们对发展蓝

色文化的深远意义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有待加强。
当前,青岛市蓝色文化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足够的重视。 在青岛市制定的《青
岛市蓝色经济区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框架》中,很少

有专门涉及海洋文化产业的内容,也没有像《青岛

市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或者蓝色文化建设

之类的规划。 对于发展蓝色文化的重要着力点之

一———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缺乏足够的重视,
缺乏海洋文化遗产的具体统计数据及保护开发措

施。 同时,缺乏促进蓝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财政投入不足问题还较突出,海洋文化产业增加值

在同类城市中比较低,有影响力的海洋文化产业基

地显得过少。 专家学者简单地把蓝色文化等同于传

统的海洋文化,实际上以现代高科技为主要支撑的

新型海洋经济,如贸易、物流、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制

药和海洋环境保护等已经形成了新型的蓝色文化,
这说明有关政府部门对蓝色文化的重要性认识

不够。
第二,缺乏蓝色文化建设的氛围。 尽管青岛拥

有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 28 家海洋科研与教育机构,但
他们的研究较少涉及海洋文化研究,如文化相互影

响研究、文化传播研究、文化控制力研究和文化创新

研究等,更谈不上蓝色文化的普及,缺少像海洋论

坛、蓝色文化课堂、文化遗产宣传之类的活动。 此

外,有关海洋文化研究的书籍也十分有限,以最能代

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公共图书馆藏书为例,从市

级图书馆到社区阅览室很少见到专门的海洋文化藏

书。 这些都致使群众对蓝色文化建设热情不高。
第三,缺乏蓝色文化的传承网络。 传承和建设

先进的海洋文化有利于我们借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

同时又受制于海洋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开发海洋、利
用海洋,促进海洋经济大力发展,建设海洋强国。 古

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文化传承会直接影响一个

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发展。 良好的蓝色文化传承网

络可以通过生产、传播更多更好的海洋文化产品使

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海洋文化,从而大大促进蓝色文

化的发展。 就当前青岛蓝色文化建设来看,缺乏这

样的传承蓝色文化的平台,缺乏蓝色文化专网,缺乏

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蓝色文化信息服务体系,缺乏

产权明晰的蓝色文化生产、服务和管理网络系统,这
些都影响了蓝色文化的传承。

第四,缺乏统筹规划。 由于缺乏专门的蓝色文

化建设机构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导致在蓝色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重复建设现象。 例如在青岛一

些区市的规划中都有海上嘉年华、渔人码头、国际游

艇会、影视基地、海洋主题公园、城市乐园、滨海度假

城、海洋文化馆、海滨艺术中心等重大项目,从整体

看存在着重复建设现象,有的甚至打着文化建设的

旗号大肆圈地。
三、推动青岛市蓝色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发掘海洋文化遗产

第一,提高认识,确保“蓝色文化名城冶打造工

作科学有序。 一是提高认识。 青岛市委、市政府要

充分认识到海洋文化遗产是发展蓝色文化的重要着

力点之一,也是提升城市内涵的重要基础,做好海洋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事关蓝色文化名城建设

的关键,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这些遗产是我国海洋文明历史及其海洋精神的历

史见证,是 21 世纪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人文历史依

托,是人们从事现代生活的人文历史参照,是人们现

代精神文化艺术创造与享受的历史文化底蕴。冶 [2]

因此,青岛市委、市政府要把海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

保护工作上升到城市建设的战略高度,把海洋文化

遗产工作列入“十二五冶规划和全市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二是加大扶持。 要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制定相关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大资

金和人力投入,保证专款专用、专人从事,确保海洋

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科学有序;建立“青岛市蓝色

文化研究中心冶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海洋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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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古学、文学、艺术、社会学、旅游学和经济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搭建平台,不断扩大蓝

色文化的研究队伍,确保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

专家参与论证与指导下确定。
第二,突出重点,确保海洋文化遗产工作扎实

开展。 青岛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原属东夷

海岱文化区域,历经齐鲁文化、近代海港文化的发

展积淀,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 无论是青岛

先民的生活模式、思想观念,还是 19 世纪青岛开

埠后相关的物质创造和文化创造,都不可避免地

具有海洋文化特色。 据统计,到 2010 年 3 月,青
岛市有保护要素计 3 622 处,其中主要有历史文化

街区类 18 处、历史建筑类 2 174 处、工业遗产类 16
处、自然环境类 1 261 处。[3]下一步,就是要突出重

点,对那些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海洋文化遗产的

保存、保护现状进行调查,诸如对妈祖信仰及其天

后宫、徐福东渡历史传说及其遗址、古港口、古航

道、古文物遗迹等进行较详细的综合调查,并形成

综合的和个案的调查研究报告,为保护和利用海

洋文化遗产,打造蓝色文化名城积累资料。
(二)加强蓝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

第一,大力加强蓝色文化教育。 要着眼于国际

社会的发展趋向和当前国家的发展需要,把蓝色文

化教育融入青岛市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实际出发,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
等教育以及党校的干部培训、农村扶贫中的扫盲教

育等,使人们了解海洋文化的相关知识,借助数字技

术特别是虚拟的三维动画技术,对发达国家的蓝色

文化建设和中国优秀的海洋文化遗产进行多角度、
生动的演示,加深人们对蓝色文化的了解,使人们真

正认识到蓝色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第二,完善蓝色文化传播体系。 要站在科技发

展的最前沿,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

播体系,充分运用电视媒体、书籍杂志和影碟、互联

网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蓝色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其
中加强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文化信息工作尤为重

要。 据调查,全国 1 亿上网用户中,年龄在 40 岁以

下的占 90郾 96% ,在 30 岁以下的占 74郾 95% ,在 24
岁以下的占 56郾 11% 。 可以说,目前中国网民绝大

多数是中青年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文化信息工作

对他们的成长进步非常重要。 文化信息工作成为建

设先进文化的保证。[4] 因此,在传播蓝色文化中要

抢占“制高点冶,创建蓝色文化专网,建立结构合理、
功能齐全的蓝色文化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产权明晰

的蓝色文化生产、服务和管理系统,打造富有自主创

新含量的网络文化品牌,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蓝

色文化的新阵地、传承蓝色文化的新平台。
(三)做强滨海旅游文化产业

第一,致力于丰富滨海街区的文化内涵。 青岛

是中国东部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是国家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和 8 个国际会议中心城市之一,
1994 年被国家授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2000 年获

得“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计划单列市冶,2002 年荣获

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奖冶。 这种地理上的优势为

发展滨海旅游业、打造“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目前青岛的旅游业还处于看

海赏景阶段,从长远来看,要坚持物质文化与非物质

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借助现有的滨海风情区和历史

文化街区如栈桥、八大关、五四广场、信号山、小鱼

山、极地海洋世界等搭建各种非物质文化的展示平

台,使滨海街区有着更加丰富的品质内涵。
第二,打造国际知名的 “蓝色文化旅游目的

地冶。 针对青岛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旅游要素配套

不均衡,一般性观光产品多,休闲度假、邮轮旅游等

高端产品少等现象,可采取以下措施打造国际知名

的“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 其一,大力发展“邮轮

旅游冶。 在“黄金海岸旅游冶品牌的基础上,青岛市

可进一步与大连、烟台、威海等旅游区域协作,积极

发展国际海洋观光旅游,开辟联结日本、韩国、朝鲜

等国的海上邮轮航线,坚持以游客的需求为导向,针
对不同游客的消费层次,把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
参与性相结合,打造以“海洋军事冶、“欧陆风情冶、
“蓝色文化冶等为核心的海洋特色旅游品牌,使其成

为国际知名的“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 其二,突出

“休闲冶特色。 可充分利用奥帆赛遗产,做好帆船知

识普及工作,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帆船的历史,积极推

进帆船运动的大众化、平民化。 在金沙滩、唐岛湾等

景区发展帆船旅游,大力发展海上泛舟项目,推出趣

味帆船赛、帆船知识竞赛等娱乐活动,使“帆船休

闲冶成为青岛海洋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围绕“休闲渔

都冶的主题概念,突出“海—渔—游冶的文化内涵,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山村民俗文化和以民俗博物

馆为代表的渔村文化,开展渔家宴、渔家乐等接待活

动,丰富“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的休闲文化内涵。
(四)大力发展海洋文化创意产业

第一,加强统筹规划。 通过电话调查、网上调

查、邮寄问卷等调研方式,系统、客观地分析海洋文

化产业发展现状,尽快出台《青岛市蓝色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规划》等支持蓝色文化建设的文件,全面

规划青岛市今后 5 年蓝色文化建设特别是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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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工作,对青岛市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

布局、重点行业等作出统筹安排,根据不同的区市特

点,分别设置影视、建筑设计、动漫等不同的海洋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打造海洋文化创意产业带。
第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可通过设立海洋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通过配套资助、贴息、奖励等

形式,支持青岛海洋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
持文化创新,支持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海洋文化产

业项目建设;通过教育、培训和引进等途径,加强对

本地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吸引和激励国内文

化创意产业人才在青岛创业;由政府牵头,高校、科
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参与,成立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中

心,与蓝色文化研究中心联动,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的东北亚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交易中

心,促进国内外海洋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推动海洋文化产品走出去。 推动海洋文

化产品走出去是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

程,要充分利用优秀海洋文化的普适价值,大力发展

海洋文化产品,使其既体现浓郁的青岛文化特色,又
能为海内外大众所接受,充分利用中韩、中日、中法、
中德文化周,利用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国际航海博

览会等活动,每年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推广主

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有系统地推广青岛海

洋文化,推动青岛文化走向世界。
(五)壮大现代服务业,提升青岛蓝色服务的质

量水平

第一,壮大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

心指标,是青岛调结构、扩就业、增财力的现实选择,
是推动蓝色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 因此,要壮

大现代服务业。 其一,要突出发展海上物流业。 不

断完善以前湾港区为主体,以董家口港区、鳌山卫港

区为南北两翼的海港物流系统,促进铁路、民航与公

路等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冶。 其二,要大力发展海

味餐饮业。 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挖掘海味食品的

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大众美食广场、海味美食街、海
味快餐和连锁店等方式,形成像重庆火锅、北京烤

鸭、南京盐水鸭、哥本哈根咸鱼那样的城市名片。 其

三,强化旅游公共服务。 针对近年来自驾游不断上

升的趋势,在高速公路主要入口可设立固定的自驾

车游客咨询服务站,向游客免费提供青岛旅游咨询

服务、交通指南,免费发放青岛旅游宣传资料,提升

青岛“蓝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冶的服务水平。
第二,提升青岛蓝色服务的质量水平。 要改变

传统观念,把提升蓝色服务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加快建立公开、规
范的行业监管制度,加大对不合理收费、违法违规行

为的惩处力度,使诚信服务成为青岛蓝色服务的

“身份证冶;加快服务业专门人才和实用型高技术人

才的培养,通过提供家庭住房、提高专业人才待遇、
解决家属就业等方式引进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服

务业人才;积极完善服务集聚区的综合配套功能,真
正提升蓝色服务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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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lue Culture of Qingdao

PAN Nana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Qingdao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 P. C. ,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lu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Qingdao, which is important motive
for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ci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dvocat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lue culture. To strengthen blu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we
will explor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to provide a base for creating famous cultural city, strengthen cultural education to perfect the blue
culture dissemination system, develop coastal tourism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create a blue tourist destination by overall
planning, growth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blue service quality of Qingdao.
Key words: Qingdao; blue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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