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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经济向绿色高端化转型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态势，高质量发展成效逐步显现，传统海洋经济加速向绿

色化高端化转型，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和前景的领域之一。

一、海洋经济重要性日益突出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7.7万亿元，

同比增长5.4%。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批准用海面积同比增长6.7%，项目涉及投资额超7400亿元。“蓝

色粮仓”供给能力持续加强，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超4%。前三季度，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

量同比增长45%，细分领域和重点船型市场优势不断筑牢，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前三

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大幅增长，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0%。以海洋油气、海上风电为主

的多领域海工装备产品取得新突破。

10月31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发布《2024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3年中国海洋经济

发展指数为123.5，比上年增长3.0%。分领域指数显示，海洋经济回升向好，发展规模持续扩大，

发展效益逐步恢复。2023年，发展规模与效益指数为122.5，比上年增长2.4%。沿海地区人均海洋

生产总值比上年名义增长6.0%。重点监测的海洋行业中海洋经济活动单位数比上年增长12.0%。海

洋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比2022年下降0.9个百分点，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营业收入利润率

有所回升，企业效益持续保持恢复态势。

我国海洋传统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工装备制造业向好态势不断巩

固，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从2012年至2023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从5万亿元增长到9.9万亿元，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8%左右。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300多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69

个，深远海养殖水体4398万立方米，产量39.3万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向好，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跻身世界前列，自主建成世界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自主研制的“蓝

鲸1号”完成了全球首次可燃冰的试开采，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

二、海洋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

海洋电力等都取得较大发展。据自然资源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涉海企业生产经营

总体向好。涉海融资市场延续向好态势，12家涉海企业完成国内IPO上市，融资规模82.0亿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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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调研的900余家企业中，有近八成企业前三季度平均用工人数同比保持稳定或增长，与上半年

基本持平；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七成企业研发经费、人员数量同比均保持稳定或增长；企业预

期向好，分别有超六成、八成的企业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平均用工人数同比保持稳定或增长。200

余家海洋新兴产业企业中，有近八成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保持稳定或增长。

我国海洋装备由近海向深远海进发，海工装备制造产业在产品层次、产业分工、经营规模等方

面都有很大程度的优化，在全球海工装备市场的竞争地位显著提升。2023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的

海船完工量、新接海船订单量、手持海船订单量三大指标全球领先，船舶出口到191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5.4%。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大幅增长，汽车运输船新接订单量占到全

球总量的82.7%。2023年，我国沿海港口国际航线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4%，沿海港口完成外贸

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0%。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落地，居民消费需求加快释放，海洋旅游消费市场明显回暖，带

动沿海地区住宿、餐饮、交通等服务性消费快速恢复。海水养殖产业近年超过海洋捕捞产业，相比

海洋捕捞，水产养殖业供给市场会更加稳定、更加高效。据《2024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2023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3.6%。人均海洋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1.3千克。每万

人海洋公园面积维持稳定。沿海城市接待国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超60%，海洋旅游融合业态不断涌

现。海洋资源节约集约水平稳步提升，资源利用能力显著提高，2023年每公顷确权海域创造海洋产

业增加值比上年名义增长2.4%。海水养殖产量占海洋水产品产量比重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此外，

自然资源部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5.8%和9.1%，

海上风电发电量比上年增长17.6%。

港口作为连接海洋与陆地的纽带，是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在促进国际贸易、

保障供应链稳定、提升区域竞争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港口建设方面，

我国出台港口建设相关政策，各地政府也在海运建设投资上加大力度，推进港口整合与区域协同发

展，引导港口向智慧、绿色、安全、高效方面发展，持续提升我国港口综合服务和竞争能力。目前，

三分之二以上的全球贸易、90%以上的中国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以港口为枢纽的航运完成。我国港

口货物吞吐量整体上呈增长态势，其中集装箱吞吐量增速较为稳定。据交通运输部统计，今年1-6

月，我国沿海和内河港口进出港船舶数量达1521.17万艘次，货物吞吐量达91.84亿吨，同比分别增

长14.35%、4.85%。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吞吐量前十大港口分别为宁波舟山港、唐山港、上海港、

青岛港、广州港、日照港、天津港、苏州港、烟台港及北部湾港。航运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国际双

循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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