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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九章，报告

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

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

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

权 威、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活动范围多方向扩展，

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国民经济增长及一直处于领跑地位的沿海发达地区经

济的增长，海洋产业发展速度快于行业整体产业的发展。同期，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世

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4313亿元，比上年增长7.6%，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9.5%。2013年我国海洋产业增加值31969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22344亿元。海洋第一产

业增加值291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490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6487亿元。2013年全国涉海

就业人员3513万人，比上年增长44万人。 

    2013年，海洋渔业平稳较快增长，海水养殖业发展态势良好，远洋渔业较快增长；海洋矿

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海洋矿产资源开采秩序进一步规范有序；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持续较快

发展；海水利用产业技术应用和推广不断加快，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海洋船舶工业经济

效益和船舶出口仍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原盐市场呈下行趋势，海洋盐业量价齐跌。 

    国务院密集批复了包括福建、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西等八省区市海

洋功能区划。针对各地特点进行了区别定位。比如天津是我国北方地区面向东北亚和太平洋

的重要门户，河北，在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

居主体地位等。批复文件同时对8个地区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海水养殖功能区面积、海洋保护

区面积、整治修复海岸线长度、整治受损河口和海域面积、管辖海域海水水质等提出了不同

目标。到&ldquo;十二五&rdquo;末，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经济产值目标总

额将达7.05万亿元，是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5倍。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国家将加大对海洋油气业、海洋生物、船舶等海洋工业的扶持

力度，海洋经济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海洋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海产养殖、海工装

备、海洋新兴产业等细分产业也会迎来相应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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