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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产业协调发展，对提升浙江海洋经济整体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两区”建设，全面贯彻“5211 强省”战略，不断调整海洋经济发展

方式，优化海洋产业发展结构，海洋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力争 2020年全

省海洋经济增加值增长 8%以上。尽管浙江海洋产业发展方式已进行调整，但浙江海洋产业短板比较明显，

海洋第二产业增长乏力，制约了海洋经济整体发展。

发展概况

海洋三次产业整体稳步发展，但发展过程不平衡。浙江海洋三次产业总量在不断壮大：海洋第一产业

增加值从 2016年的约 512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约 530亿元，转型升级初见成效；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从

2016年的约 2588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约 2727亿元；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2016年的约 3646亿元增长

到 2018年的约 4707亿元，其中 2017年首次超过 4000亿元，逼近 4200亿元。

从发展过程来看，海洋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海洋第一产业增速下降较快，从 2016年的 10%直线下降

到 2018年的 2%，这与海洋渔业的减产增效政策有关；海洋第二产业增速持续放缓，2016年增速约为 6.4%，

2017 年呈负增长，2018 年企稳回升约增长 7.5%，整体增速均低于同期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速，这与浙江

海洋第二产业基础薄弱有关；海洋第三产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增速均高于同期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速，

2016-2018年增速分别约为 11%、14%、12%，发展相对稳定。

从贡献程度来看，海洋第三产业对浙江海洋经济的贡献度高。2016-2018 年，海洋第一产业占比持续

下降，稳定在 7%左右，占全国海洋第一产业比重约为 14%，贡献程度相对稳定；海洋第二产业占比呈下降

趋势，从 38%下降到 34%，下降近 4个百分点，贡献程度不稳，占全国海洋第二产业比重约为 8%，明显低

于山东、广东等省份；海洋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增大，一直维持在 50%以上，接近 60%，贡献程度最高，占全

国海洋第三产业比重约为 10%。

主要海洋产业增长较快，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任重道远。从具体行业来看，滨海旅游业尤为突出。

2016-2018 年，全省海洋主要产业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水利用

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稳定在 15%、14%、7%、6%、5%。其中，滨海

旅游业发展较为显著，不论从增长速度还是所占比重，均高于其他主要海洋产业。2016-2018 年，滨海旅

游增加值均在千亿元以上，分别约为 1034、1119、1264亿元；所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均稳定在 15%，2018

年接近 16%；发展速度也较快，2018 年增速近 13%，高于同期其他海洋主要行业。从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

看，海洋生物医药发展较快。2016-2018 年，海洋新兴产业除海水利用业外，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

洋生物医药整体总量偏低，总量分别约 10 亿元、20 亿元、120 亿元，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0.15%、0.28%、1.5%，体量不是很大；从增速来看，海洋生物医药相对稳定，连续三年均稳定在两位数增

长。整体海洋新兴产业基数小、需要的科技含量高，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面临问题

海洋第二产业下降较快，影响海洋经济持续发展。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海洋第二产业与海洋生产总

值的关联度最高，因此海洋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海洋第二产业健康发展。从浙江“十三五”海洋产

业发展来看，海洋第二产业比重在逐渐下降，下降趋势明显，且增速不稳定。海洋第二产业的下降趋势及

海洋产业结构同构化、低度化等结构性因素已成为制约全省海洋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海洋主要产业发展不均衡，海洋船舶工业下降较快。2016-2018 年，海洋水产品加工、海洋矿业、海

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 6个海洋产业占浙江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均在 3%以内，

整体发展基数小，对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贡献不大。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水利用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等排名前 5的产业相对比较均衡，但发展速度有所下降。海洋船舶工业下降较

快，占比从 2016年的 4.6%，下降到 2018年的 2.5%，直降 2.1个百分点，海洋船舶工业发展不容乐观。

海洋新兴产业占比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差。浙江涉海科研院所数量较少、高精尖人才短缺，

严重制约了海洋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全省海洋新兴产业比重较低，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一批科研

成果仅仅停留在研究层面，贡献度较低，未形成海洋科技创新助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对策建议

改造和提升传统海洋产业，拓展传统产业发展空间。结合全省目前实施的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行动计

划，全面提升浙江传统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制造、海洋化工等产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海洋渔业进

行广度和深度开发，重点推进高效健康养殖，对初次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实现传统渔业向

生态型现代渔业转变。引进国内外先进造船技术，对浙江海洋船舶制造业进行升级，改变原有造小型渔船

的局面。加快发展临港石化产业，推进基础化工原料产业向下游延伸，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石化基地。

坚持宁波舟山港发展优先，带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习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指出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浙江要紧

紧依靠宁波舟山港，充分利用宁波舟山港的资本、技术、配套产业虹吸效应，带动海洋相关产业发展，为

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区域支持和腹地支撑。同时，对标国际先进港口，谋划建设“海上一带一路”特

大型港口，提升软硬实力，吸引国际海洋企业到宁波舟山港落户，内外合力共同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

科学布局临港产业，带动海洋第二产业发展。临港产业是撬动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利用浙江

港口优势资源，以点带面，科学布局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化工、海洋船舶制造、涉海装备制造等产业

“。十四五”时期，要整体规划临港产业带发展，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辐射带动浙北（嘉兴港及杭州、

绍兴内河港）、浙东南（温州港、台州港）两翼发展。宁波舟山港整体发展高端智能制造、海洋船舶修造

及智慧海洋信息化产业、浙东南主导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浙北发展海洋新材料产业。通过差异化发展，做

大临港产业经济圈，夯实海洋第二产业基础。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功能区，培育一批海洋龙头企业“。十四

五”时期，在临港经济圈产业布局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现有海洋特色产业基地、5 个省级海洋经济试验

区等平台基础，推动建设一批现代海洋产业功能区，将分散的涉海企业按照产业协同进行集聚，通过企业

的重组、合并，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海洋龙头企业。同时以重大涉海项目为抓手，根据海洋产业功能区

的定位，分类推进实施一批海洋“优势产业”“潜力产业”“未来产业”项目，通过项目的落地助推龙头

产业的成长，更好地带动海洋产业发展。

加强产学研合作，助推海洋产业高效能发展。浙江海洋科研实力相对比较薄弱，海洋研究成果转化率



低，制约了海洋产业的发展。“十四五”时期，要在整合海洋科研力量、提高海洋成果转化率上发力，助

推海洋产业高效能发展。以省海洋科学院为主，联合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浙江海洋大学等涉海科研院所，

共同组建海洋科学技术攻关联盟，制定海洋技术攻关计划，针对制约浙江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化工、

海洋生物医药等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共同破解技术难题。同时加大海洋科研成果的转化，通过积极争取国

家及省里海洋产业的扶持政策，将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示范，通过转化示范引领带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

级、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