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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海洋生物产业竞争现状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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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海洋生物是指海洋里有生命的物品，包括海洋动物、海洋植物、微生物及病毒等，其
中海洋动物包括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包括各种螺类和贝类。脊椎动物包括各
种鱼类和大型海洋动物，如红海星，鲸鱼，鲨鱼等。

我国是世界海洋大国，有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以及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发展海洋经济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引擎，也是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由规模速度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海洋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十二五”期间，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升至8.1%。截止到201
5年底，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64669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接近9.6%，涉海就业人员
超过3500万人，海洋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引擎。但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海洋经济结构不合理，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
低，海洋经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
        1海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1.1依海而兴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由来已久，也曾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更
出现过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壮举。遗憾的是，近代以来我国海洋意识不
强、海权思想薄弱，缺乏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海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致使国家错过
了三次历史性发展机遇：一是起源于15世纪人类走向海洋、实现海洋强国的机遇，在这次机
遇中，通过拓展海外空间、利用海外资源，多个欧洲国家先后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我们错
失了正确认识海洋的机遇；二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使得西方国家纷纷利
用海洋运输和贸易，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我们错失了有效控制海洋的机遇；三是起源于市场
经济兴起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借此机遇，通过海洋开发和产业发展，利用海洋通道的纽带作
用，使二战后一批新兴国家成功实现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我们错失了充分利用海洋的机
遇。

不仅如此，由于对海洋的误判，在过去几百年中让中华民族遭受了至少三个看得见的
巨大损失：一是我们错失开拓或固守海洋和海外新疆域的机会；二是使中国近百年来遭受了
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侵略与蹂躏；三是使得当前我国在包括东海、南海在内的主权权益遭受
了严重的侵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安全与防卫工作，结束了我国有海无
防的历史，彻底洗刷了中国近代遭受西方列强来自海上侵略和蹂躏的屈辱。特别是，自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好地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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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世界工厂”。同
时，这样的发展，也使我国经济形态和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依海”特征：一是我国经济已
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形态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海的经济格
局。

事实上，这种“依海”特征不是我国所独有的，世界发达经济体莫不如此。从国际看，美
国东、西海岸经济带、欧盟经济圈、亚太经济圈等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均呈现出依海布局的
突出特点。从国内看，东部沿海地区以占全国陆地总面积13%左右的土地，承载了全国近40
%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58%的国内生产总值，奠定了其“率先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而依海是其根本的比较优势。可以说，英国的雷利“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论断和美国的马
汉“海权论”提出几百年后，“依海而兴、依海而强”的历史规律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海洋在当
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1.2海洋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接续空间

海洋拥有广袤的空间，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类型多、储量大，而且均为关系到人类社
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一是海水综合利用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我国属
于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80%以上的沿海城
市都存在着严重的功能性缺水，海水综合利用对解决我国资源性、结构性缺水问题具有十分
广阔的前景。政策机制问题是制约我国海水综合利用发展的主要瓶颈。二是海洋生物资源是
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海产品产量为3000万吨左右，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为1
800万吨左右，占世界海水养殖总量的70%左右，是世界海水养殖产量超过海洋捕捞的唯一
国家，如能有效利用适于养殖的30米以内浅海区域，作物提供量将至少相当于10亿亩农田
。此外，海洋生物还是重要的药物原料，在海洋生物中提取氨基酸、维生素、麻醉剂、抗菌
素以及其他天然活性成分等已经成为海洋药物发展的新方向，极端环境下的深海生物基因作
为新型资源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三是海洋油气资源是我国能源增产的主要来源。20
15年，我国原油产量连续六年突破2亿吨，其中海洋原油产量虽然仅为5000多万吨，但新增
石油产量的80％来自海洋，这种趋势在未来数年会愈发突出。另外，海底还蕴藏着丰富的极
具战略性的清洁能源天然气水合物。四是海洋多金属化合物开发是维护我稀土资源大国地位
的关键。调查表明，大洋中广泛分布着锰结核、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富含金、锌、锰、镍
、钴、铂等战略性贵金属和稀土元素，总资源量约3万亿吨，有商业开采潜力的资源量达75
0亿吨。2001年，我国申请获得了位于东太平洋的面积约为7.5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核矿
区。2011年7月20日，我国在西南印度洋洋脊获得1万平方千米的硫化物矿区。2012年，我
国再次率先提交位于西太平洋3000平方千米的富钴结壳矿区的专属勘探申请，并于同年7月
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成为世界上首个对三种主要国际海底资源均拥有勘探矿区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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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海洋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稳定运转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元化的经济

和产业分工互补格局。一方面是中国制造服务全球，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
位，印有中国制造、中国组装的机电、服装和日用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我国主要
战略性资源需求转向国际市场，用以弥补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国内资源短缺。作为世界经
济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海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上看，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以上，堪称拉动GDP增长的头驾马车。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8.55万亿元，其中外贸
进出口总值24.55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6.3%，对外贸易量仍稳居世界第一。

从对外贸易的物流形式上看，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海运基础设
施和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沿海超过亿吨的国际港口达19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
世界第一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队，商船航迹遍布世界1200多个港口。

从战略性资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对海外依存程度上看，我国经济综合对外依存度已
接近60%。在能源方面，2015年，石油净进口量达3.28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60%；天然
气进口量62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上升到了32.7%。在金属原材料方面，多种矿石原料具
有较高对外依存度，2015年，进口铁矿石总量达9.53亿吨，外依存度升高到84%；进口精
铜矿超过130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5%。在粮食方面，目前我国广义的粮食进口依存度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接近或超过一半。

作为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海洋支撑着我国经济90%以上的产业物流，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国远洋运输遍布世界各地，按航线方位大致可以分为东、
西、南、北四大航线，由此将我国与世界各地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区域连接起来。我国大
宗进出口贸易所经过的关键海域和通道，总计14个。进口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主要来源为
中东、非洲，由西行航线承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
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等。进口矿石、粮食等主要来源为东南亚、澳洲、
南美等地，由南行、东行航线承运，其中南行航线高度依赖台湾海峡、宫古海峡、巽他海峡
、民都洛海峡等。出口机电和传统外贸产品对象主要包括北美、欧洲地区，由东行航线和西
行航线承运，其中东行航线所经主要的海峡包括大隅海峡、巴拿马运河等。虽然目前北行航
线运量较低，但随着北极航道的开通，朝鲜海峡将会是往返北极航道的必经之路。上述14个
关键海域和通道，与我倡导的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有11个，即：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

综上所述，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
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任务，就是要确保我国海洋的自由航行权、管辖海域控制权、资源环境收益权。

“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我党、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任务。海洋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更

重要的是：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开发、利用、管控海洋能力的重要标准。只
有发达的海洋经济，才能担负起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重任。同时，建设海洋强国也要依
托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划界矛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国家海
上力量等任务，它们与发展海洋经济共同组成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任务。

2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海洋经济发展主要以资源依赖型、劳动
密集型、自给自足型的海洋产业为主，海洋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海洋经济规模很小，海洋资
源开发程度较低，对海洋环境的破坏也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逐步
显现出来，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向沿海一带聚集。海洋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特别是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也出现海洋资源开
发“无序、无度、无偿”的现象，导致海洋环境质量整体下降，近海生态环境恶化。进入新世
纪，海洋经济发展速度依然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速，海洋开发的规模继续扩大，海洋经济发
展注重调结构、转方式，开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也逐步受到重视和加强
，但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产
业结构也进入深度调整的新阶段，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快发展积蓄了新能量，提供了转换的
新动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新”。

2.1海洋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已先于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
正经历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正在
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十二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呈现出逐
年下降的态势，2011年为10.0%，2012年为8.1%，2013年为7.7%，2014年为7.7%，2015
年为7.0%。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未来一段时期海洋经济的“新常态”还将会持续
，转变方式、调整结构、转换动力趋势也将会不断演变与深化。
        2.2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新亮点”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海洋经济调整优化的关键时期，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传统海洋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进一步向深远海拓展，实现了从水深300米
到3000米的跨越。海洋渔业的养殖与捕捞比重发生新变化，捕养比由2010年的44.8∶55.2提
高到2015年的41.2∶58.8，远洋捕捞比重持续增加。海洋船舶工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
高端船舶和特种船舶的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新兴海洋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十二五”期间，海
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9%，远高于海洋产业年均增速。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
提高了约42万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8.9%，海洋电力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达到23.9%，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新接订单居世界前列，占世界市场份额已达35％。海洋服
务业发展迅速，“十二五”期间，滨海旅游业年均增速达到11%，涉海金融服务业快速起步，
开发性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逐步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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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海洋经济发展形成“新格局”
海洋经济的加快发展已成为沿海区域发展战略的新依托。“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先后批

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和天津等五个省（市）作为全国海洋经济的试点地区。具有海洋
经济发展特色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福建平潭综合试验区、广东珠海横琴、广州南沙新区、
辽宁大连金普新区、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以及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7个新区相
继获批设立。同时，国家加大了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与调节。近年来，海洋特色产业
园区发展方兴未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沿海地区共有各类海洋产业园区126个，入驻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1.3万亿元，海洋产业集聚发展的格局初步显现。随着海南省三沙市的设立和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颁布实施，海洋经济布局正从近岸海域向边远海岛及深
远海加快延伸与拓展。
        2.4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

“科技兴海”战略深入实施，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先后设立了8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
基地试点、6个全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7个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和3个工程
技术中心。一批涉海企业相继组建了海洋监测、深海装备、海水淡化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海洋高技术企业快速成长，初步形成了政、产、学、研、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海洋科学技术创新取得跨越式发展。“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成功突破7000米，我国首座自
主设计建造的最大作业水深达3000米第六代半潜式钻井平台试验成功，海水淡化设备国产
化率从40%上升到现在的85%，一批海洋生物技术制品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随着海洋创新能
力的提高，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将会呈现规模化增长，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进一步提
升。
        2.5海洋经济“走出去”拓展“新空间”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济贸
易、人文交流、公益服务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建成一批海外深水港口和产业园区，如缅甸
皎漂的深水港和工业园、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等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
目。“十二五”期间，我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和对外贸易量年均增
速分别增长了20%和13%。中国赴东盟旅游的出境人数占中国大陆出境旅游人数的三分之一
。丝路基金正式运营，一批重点项目逐步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签署生
效等，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当然，还需注意的是，当前制约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无序、无偿、无度”的开发利用方式，给海洋资源
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损害；滨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重化
工业园区与城镇居民生活区布局相互交叉，安全风险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海洋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还存在体制和机制的障碍，这些都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海洋生物产业竞争现状及投资商机研究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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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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