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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年，沿海各地区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

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发展海洋经济的战

略部署，积极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海洋经

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实现了“十二

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1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据初步核算，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45 570亿元，比上年增长10．4％，海洋生产总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其中，海洋产业增加

值26508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9 062亿

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2 327亿元，第二产业

增加值21 83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1 408亿

元，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

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47．9％和47．0％。据

测算，2011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 420万人，比

上年增加70万人。

2007≈ 2008年 21x；9年 2(11(J印

图1 2006年—201 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情况

2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

2011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

其中，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18 760亿元，比上年

增长9．3％；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

7 748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海洋电力业 海洋电力业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态势，沿海多个风电场项目相继竣工投

产。全年实现增加值49亿元，比上年增长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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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洋交通运输业2ll％J／ 海洋工程建筑业5．8％_／海洋船舶兰业7．7侥

图2 201 1年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图

——海洋船舶工业海洋船舶工业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增长，

但增速有所回落。全年实现增加值l 437亿元，

比上年增长17．8％。

——海洋生物医药业在国家相关政策的

激励下，海洋生物医药业持续增长。全年实现增

加值99亿元，比上年增长15．7％。

——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继

续保持平稳增长，新开工项目和在建工程稳步推

进。全年实现增加值l 096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

——滨海旅游业滨海旅游业持续平稳较

快发展，邮轮游艇等新型业态快速涌现。全年实

现增加值6 258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海水利用业 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陆

续出台以及多项技术的重大突破，海水利用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海水利用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势

头。全年实现增加值10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

——海洋油气业受溢油等突发事件影响，

海洋原油产量有所下降，但随着油气价格的上

涨，海洋油气业依然保持了稳定发展。全年实现

增加值1 730亿元，比上年增长6．7％。

——海洋交通运输业尽管我国沿海港口

生产势头总体良好，但受国际需求放缓及航运价

格下跌等因素影响，海洋交通运输业增长总体放

缓。全年实现增加值3 957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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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生产总体稳定，

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远洋渔业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全年实现增加值3 287亿元，比上年增长

3．7％。

——海洋化工业海洋化工产业平稳发展，

全年实现增加值6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

——海洋矿业海洋矿业继续保持平稳发

展，海砂开采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产业秩序得到

进一步规范。全年实现增加值53亿元，比上年

增长2．1％。

——海洋盐业海洋盐业生产情况总体稳

定，全年实现增加值93亿元，比上年增长

0．8％。

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201 1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16 442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1％，比

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

生产总值13 721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30．1％，比上年回落了1．9个百分点。珠江

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9 807亿元，占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5％，比上年提高了0．6

个百分点。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

要一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沿海各地区要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各项

政策方针，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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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主线，坚定信心，稳中求进，着力推进海

洋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升级海洋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海洋服务

业，努力提高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附录l

201 1年海洋生产总值情况表

附录2

主要名词解释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

动，以及与之榴戈联活动的总和。

海洋生产总值是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的简称。指按

市场价格计算的沿海地区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海洋经

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之和。

增加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最终成果。

海洋产业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的生产

和服务活动，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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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

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科研

教育管理服务业。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是开发、利．}}i和保护海

洋过程中所进行的科研、教育、管理及服务等活动。包

括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海洋保险

与社会保障业、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服务业、海洋

地质勘查业、海洋环境保护业、海洋教育、海洋管理．

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等。

海洋相关产业是指以各种投入产出为联系纽带，

与主要海洋产业构成技术经济联系的上下游产业，涉及

海洋农林业、海洋设备制造业、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

涉海建筑与安装业、海洋批发与零售业、涉海服务业等。

海洋渔业包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海洋渔业服

务业和海洋水产品加T等活动。

海洋油气业是指在海洋中勘探、开采、输送、加工

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活动。

海洋矿业包括海滨砂矿、海滨土砂石、海滨地热、

煤矿开采和深海采矿等采选活动。

海洋盐业是指利用海水生产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

的盐产品的活动，包括采盐和盐加工。

海洋化工业包括海盐化工、海水化工、海藻化工

及海洋石油化工的化工产品生产活动。

海洋生物医药业是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或提取有

效成分，进行海洋药品与海洋保健品的生产加工及制造

活动。

海洋电力业是指在沿海地区利用海洋能、海洋风

能进行的电力生产活动。不包括沿海地区的火力发电和

核力发电。

海水利用业是指对海水的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活

动，包括和用海水进行淡水生产和将海水应用于工业冷

却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消防用水等活动，不包括海水

化学资源综合利用活动。

海洋船舶工业是指以金属或非金属为主要材料，

制造海洋船舶、海上固定及浮动装置的活动，以及对海

洋船舶的修理及拆卸活动。

海洋工程建筑业是指在海上、海底和海岸所进行

的用于海洋生产、交通、娱乐、防护等用途的建筑工程

施工及其准备活动，包括海港建筑、滨海电站建筑、海

岸堤坝建筑、海洋隧道桥梁建筑、海上油气田陆地终端

及处理设旌建造、海底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不包括各

部门、各地区的房屋建筑及房屋装修工程。

海洋交通运输业足指以船舶为主要工具从事海洋

运输以及为海洋运输提供服务的活动，包括远洋旅客运

输、沿海旅客运输、远洋货物运输、沿海货物运输、水

上运输辅助活动、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

务活动。

滨海旅游业包括以海岸带、海岛及海洋各种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旅游经营、服务活动。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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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海洋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体育运动等

活动。

沿海地区是指有海岸线(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包括部分黄海)的

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辽宁省、河北省、

天津市和山东省三省一市的海域与陆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指长江三角洲的沿岸地区所组

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两省

一市的海域与陆域。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指珠江三角洲的沿岸地区所组

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广东省所辖的广州、深圳和珠

海等城市的海域与陆域。

上述名词解释主要摘自《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

20794--2006)、《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HY，r 094_

2006)。

注释：

1．本公报为初步核算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人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本公报巾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3．沿海地区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海南省。

4．各项数据均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5，数据来自沿海地区海洋行政管理机构、统计机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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