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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海域辽阔，海洋自然条件优越。海域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

公里。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滨海旅游等资

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包括海洋

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个部分。海洋是我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陆域资源和环境承

载压力日益加大的今天，借助海洋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壮大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能优化区

域布局、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长期又好

又快发展。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成就斐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保增长、扩内

需，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连续出台减税降费、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等系列政

策背景下，202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0385亿元，比上年增长8.3%，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3个

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0%，比上年增

长0.1个百分点。这是我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万亿元。2022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企稳

回升态势明显。 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4.2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主要经济指标

处于合理区间。 其中，海洋传统产业呈现恢复态势，海洋旅游业未来或将触底反弹。 海洋原

油、海洋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7.4%、12.4%。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海洋经济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从海洋渔

业、海洋盐业为主，发展到以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油气、海洋船舶等传统产业为主导

，以海水利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科教服务等新兴产业为重要支撑的优势突出、相对完整

的产业体系。2021年3月12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强调围绕海洋工程、海洋资源、海洋环

境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进海水淡

化和海洋能规模化利用，提高海洋文化旅游开发水平。我国将加速陆海统筹，实现陆地观向

海洋观转变，加强智慧海洋工程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ldquo;十四五&rdquo;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ldquo;十四五&rdquo;海洋

经济发展规划》，并要求《规划》实施要协调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维护和拓展国家海

洋权益，畅通陆海连接，增强海上实力，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

展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海洋经济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前景报告》共二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海洋经济产业的概念、分类标准、统计标准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环境及国内外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然后详细分析了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

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行业、海洋船舶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业的发展。随后

报告对海洋经济做了关联产业分析、试点区域分析、其他重点省市分析、技术分析、标杆企

业分析、投资及前景分析，最后报告详细列明并解析了与海洋经济产业密切相关的政策和规

划。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中企顾

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

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海洋经

济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洋经济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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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21-2023年中国海洋油气业发展现状  

8.3.1　海洋油气总体状况  

8.3.2　海洋油气产值规模  

8.3.3　海洋油气产量规模  

8.3.4　海洋油气开发进展  

8.3.5　中国海油碳中和规划  

8.4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问题及建议  

8.4.1　技术问题  

8.4.2　环保问题  

8.4.3　地源环境  

8.4.4　发展建议  

8.5　海洋油气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8.5.1　世界海洋油气业的开发潜力  

8.5.2　中国海洋油气业的前景展望  

   

第九章　2021-2023年海洋工程行业分析  



9.1　海洋工程行业发展概况  

9.1.1　海洋工程定义  

9.1.2　海洋工程分类  

9.1.3　海洋工程历程  

9.2　2021-2023年全球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现状  

9.2.1　全球竞争梯队  

9.2.2　市场现状综述  

9.2.3　市场发展特征  

9.3　2021-2023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现状  

9.3.1　海洋工程装备发展建设意义  

9.3.2　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基本情况  

9.3.3　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运行现状  

9.3.4　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政策导向  

9.3.5　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投资现状  

9.3.6　海工装备产业企业与产品格局  

9.4　2021-2023年中国海洋工程建筑业发展现状  

9.4.1　海洋工程建筑细分领域  

9.4.2　海洋工程建筑产业规模  

9.4.3　跨海桥梁及隧道建设  

9.4.4　海洋工程建筑产业趋势  

9.5　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9.5.1　海洋工程生态补偿问题  

9.5.2　海洋工程生态补偿对策  

9.6　海洋工程行业发展前景趋势及规划  

9.6.1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利好因素  

9.6.2　海洋工程装备业发展趋势分析  

9.6.3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  

   

第十章　2020-2022海洋船舶产业分析  

10.1　海洋船舶制造业产业链构成  

10.1.1　原材料  

10.1.2　船舶配套  



10.1.3　航运  

10.2　2021-2023年全球海洋船舶工业发展现状  

10.2.1　全球船舶工业  

10.2.2　区域竞争格局  

10.2.3　日本韩国对比  

10.3　2021-2023年中国海洋船舶工业发展现状  

10.3.1　工业总产值  

10.3.2　经济运行效益  

10.3.3　进出口状况  

10.3.4　运行特征分析  

10.3.5　发展趋向分析  

10.4　2021-2023年海洋船舶工业主要指标统计  

10.4.1　世界造船业运营指标  

10.4.2　中国造船业运营指标  

10.5　2021-2023年重点细分产品发展状况  

10.5.1　集装箱船  

10.5.2　干散货船  

10.5.3　油船  

10.5.4　游艇  

10.6　中国海洋船舶工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10.6.1　船舶行业运行问题  

10.6.2　船舶工业局部短板  

10.6.3　船舶工业发展建议  

10.6.4　行业高效发展对策  

10.7　海洋船舶工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10.7.1　全球船舶行业发展趋势  

10.7.2　中国船舶行业发展前景  

10.7.3　中国船舶行业发展规划  

   

第十一章　2021-2023年海洋生物医药业分析  

11.1　2021-2023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现状  

11.1.1　产业规模状况  



11.1.2　政策环境分析  

11.1.3　项目建设动态  

11.1.4　沿海地区发展  

11.1.5　发展态势分析  

11.2　重点海洋生物药物发展状况  

11.2.1　海洋抗癌药物  

11.2.2　海洋心脑血管药物  

11.2.3　海洋抗感染药物  

11.2.4　海洋消化系统药物  

11.2.5　海洋泌尿系统药物  

11.2.6　海洋保健品  

11.3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问题及建议  

11.3.1　发展缓慢问题  

11.3.2　产业发展困境  

11.3.3　发展建议与措施  

11.4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11.4.1　未来发展前景  

11.4.2　市场潜力预测  

11.4.3　产业相关规划  

   

第十二章　2021-2023年海水利用业分析  

12.1　海水利用的方式  

12.1.1　开发海底淡水资源  

12.1.2　海水直接作为工业用水  

12.1.3　海水淡化利用  

12.2　2021-2023年海水利用业现状  

12.2.1　海水利用产业的环境与条件  

12.2.2　海水利用产业产值状况分析  

12.2.3　海水利用产业的市场监管  

12.3　2021-2023年海水淡化利用现状  

12.3.1　产业发展现状  

12.3.2　政策环境分析  



12.3.3　成本耗费分析  

12.3.4　产业项目分析  

12.3.5　产业技术动态  

12.3.6　未来规划介绍  

12.4　海水利用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12.4.1　主要制约因素  

12.4.2　产业发展问题  

12.4.3　环境问题方面  

12.4.4　政策配套建议  

12.5　海水利用业的前景分析  

12.5.1　海水淡化市场潜力分析  

12.5.2　海水淡化产业前景预测  

12.5.3　深层海水开发前景探析  

   

第十三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关联产业分析  

13.1　海洋农业  

13.1.1　发展优势  

13.1.2　产业现状  

13.1.3　发展建议  

13.1.4　前景展望  

13.2　海洋服务业  

13.2.1　产业现状  

13.2.2　行业问题  

13.2.3　发展建议  

13.2.4　面临机遇  

13.3　海洋环境保护业  

13.3.1　产业现状  

13.3.2　问题分析  

13.3.3　发展建议  

13.3.4　发展前景  

13.4　海洋保险业  

13.4.1　产业意义  



13.4.2　产业现状  

13.4.3　制约因素  

13.4.4　发展建议  

   

第十四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试点区域&mdash;&mdash;山东省  

14.1　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环境  

14.1.1　海域环境  

14.1.2　海水环境  

14.1.3　资源环境  

14.2　2021-2023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4.2.1　山东省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4.2.2　山东设立海洋产业发展基金  

14.2.3　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问题  

14.2.4　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思路  

14.3　山东省海洋经济的政策规划解析  

14.3.1　山东省海洋强省建设规划  

14.3.2　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14.3.3　山东省海洋经济产业规划方向  

14.4　各市县海洋经济发展分析  

14.4.1　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4.4.2　烟台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4.4.3　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4.4.4　潍坊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4.4.5　威海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4.5　山东省海洋经济投资机会分析  

14.5.1　海洋牧场领域投资机会  

14.5.2　海洋医药产业投资机会  

14.5.3　海洋信息产业投资机会  

   

第十五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试点区域&mdash;&mdash;浙江省  

15.1　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环境  

15.1.1　海域环境  



15.1.2　海水环境  

15.1.3　资源环境  

15.2　2021-2023年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5.2.1　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  

15.2.2　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实力  

15.2.3　浙江海洋经济循环发展特征  

15.2.4　浙江海洋经济循环发展对策  

15.2.5　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  

15.3　浙江省海洋经济的政策规划解析  

15.3.1　浙江省海洋强省建设规划  

15.3.2　浙江省海洋生态保护规划  

15.3.3　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15.4　各市县海洋经济发展分析  

15.4.1　杭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15.4.2　宁波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15.4.3　温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15.4.4　嘉兴市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15.4.5　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15.4.6　舟山群岛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第十六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试点区域&mdash;&mdash;广东省  

16.1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环境  

16.1.1　海域环境  

16.1.2　海水环境  

16.1.3　资源环境  

16.2　2021-2023年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6.2.1　广东省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6.2.2　广东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指数  

16.2.3　广东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成果  

16.2.4　广东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建议  

16.3　广东省海洋经济的政策规划解析  

16.3.1　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规划  



16.3.2　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16.3.3　广东省海洋经济产业规划方向  

16.4　各市县海洋经济发展分析  

16.4.1　广州南沙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  

16.4.2　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6.4.3　汕头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6.4.4　湛江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6.4.5　东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6.4.6　江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第十七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试点区域&mdash;&mdash;福建省  

17.1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环境  

17.1.1　海域环境  

17.1.2　海水环境  

17.1.3　资源环境  

17.2　2021-2023年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17.2.1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回顾  

17.2.2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17.2.3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困境  

17.2.4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思路  

17.3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政策规划解析  

17.3.1　福建省海洋强省建设规划  

17.3.2　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政策  

17.3.3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17.4　各市县海洋经济发展分析  

17.4.1　福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7.4.2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7.4.3　漳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7.4.4　泉州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7.4.5　莆田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17.4.6　宁德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第十八章　2021-2023年其他海洋经济重点省市分析  

18.1　上海市  

18.1.1　上海市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1.2　上海市海洋经济的基本情况  

18.1.3　上海市海洋经济的项目建设  

18.1.4　上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  

18.2　天津市  

18.2.1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2.2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政策环境  

18.2.3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基本情况  

18.2.4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8.2.5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产业集群  

18.2.6　天津市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  

18.3　辽宁省  

18.3.1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3.2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基本情况  

18.3.3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8.3.4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问题  

18.3.5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策  

18.3.6　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  

18.4　河北省  

18.4.1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政策环境  

18.4.2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4.3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18.4.4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重点项目  

18.4.5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发展问题  

18.4.6　河北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策  

18.5　江苏省  

18.5.1　江苏省海洋经济资源基础  

18.5.2　江苏省海洋经济基本情况  

18.5.3　江苏省海洋经济产业规模  

18.5.4　江苏省海洋经济区域发展  



18.5.5　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问题  

18.5.6　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建议  

18.6　海南省  

18.6.1　海南省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6.2　海南省发展海洋的经济现状  

18.6.3　海南省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8.6.4　海南省海洋经济的优势产业  

18.6.5　海南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思路  

18.6.6　海南省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  

18.7　广西自治区  

18.7.1　广西海洋经济的资源基础  

18.7.2　广西海洋经济的基本情况  

18.7.3　广西海洋经济的产业规模  

18.7.4　广西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策  

18.7.5　广西海洋经济的发展目标  

18.7.6　广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  

   

第十九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产业技术研发分析  

19.1　海洋科技成果综述  

19.1.1　海洋调查观测能力  

19.1.2　海洋科学研究水平  

19.1.3　海洋技术创新成果  

19.1.4　海洋科技能力建设  

19.1.5　海洋科技与经济结合  

19.2　海洋生物医药技术  

19.2.1　重点研究领域介绍  

19.2.2　国外主要研究内容  

19.2.3　技术研发进展情况  

19.2.4　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19.3　海水利用技术  

19.3.1　海水技术发展综述  

19.3.2　海水淡化技术分析  



19.3.3　关键技术进展情况  

19.3.4　亟待攻关的技术  

19.4　海洋工程技术  

19.4.1　海洋发电技术  

19.4.2　海洋钻探技术  

19.4.3　深海勘探开发  

19.5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  

19.5.1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研究内容  

19.5.2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第二十章　2021-2023年海洋经济产业标杆企业分析  

20.1　滨海旅游领域  

20.1.1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20.1.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　海洋交通运输领域  

20.2.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3　海洋油气领域  

20.3.1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3.2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3.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4　海洋渔业领域  

20.4.1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4.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4.3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5　海洋工程领域  

20.5.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2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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