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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有关部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着力发展

海洋经济，集约高效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开展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积极探索长三角海洋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力地

发挥了海洋对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海洋事业

发展呈现良好局面。

一、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反馈的上海市海洋生产总值初步核算

数据，2020 年上海市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9707 亿元，位居全

国第四名，同比名义下降 6.7%。2020 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

约占当年全市生产总值的 25.1%，占当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的 12.1%。

2020 年上海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2616 亿元，同比名

义下降 17.6%；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 3822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6.3%；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3269 亿元，同比

名义下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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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20 年上海市主要海洋产业、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变化图

目前，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船舶工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导，以海洋电力、海洋生

物医药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发

展动能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形成“两核三带多点”的海洋

产业空间布局，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崇明长兴岛海洋产业发

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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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市海洋产业“两核三带多点”空间布局示意图

二、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状况

上海市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渔业、海洋

电力、海洋生物医药业等。主要海洋产业中滨海旅游业占比

最大，占全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67.9%；其次是海洋交通

运输业，占全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24.8%；海洋船舶工业

占全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4.9%；海洋化工业占全市主要海

洋产业增加值 1.3%；其他海洋产业占全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

值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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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上海市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图

2020 年上海市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一）滨海旅游业

滨海旅游业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全年实现增加值 1776

亿元，同比名义下降 23.1%。

（二）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648 亿元，同比名义下

降 2.8%。

根据《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2020）》，上海首次位列 2020 年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

力第三名。

（三）海洋船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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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船舶工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29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4%。

（四）海洋化工业

海洋化工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33 亿元，与去年持平。

（五）海洋油气业

海洋油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3 亿元，同比名义下降

40.9%。

（六）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0 亿元，同比名义下降 9.1%。

（七）海洋电力

海洋电力全年实现增加值 4.4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八）海洋生物医药业

海洋生物医药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2.7 亿元，同比名义下

降 37.2%。

三、海洋经济核心区域发展情况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基本形成“两核三带多点”的

海洋产业布局。

临港海洋产业发展核加快集聚。浦东新区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城市以推进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协

同创新与产业孵化集聚创新为重点，通过统筹协调推进，集

成要素资源，创新政策环境，积极构建“政产学研用金”的

海洋产业发展综合体以及海陆联动发展模式。充分发挥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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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等区位与政策优势，突破一批深

海关键技术，加速海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形成一批中

高端产业链和创新型龙头、中小微企业，海洋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

长兴岛海洋产业发展核持续发力。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

和供应链不断完善。自主研发制造了深远海（极地）科学考

察船、超大型集装箱船、液化天然气船、深海钻井平台、重

型起重船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船舶海工装备。

杭州湾北岸产业带滨海旅游特色凸显，奉贤碧海金沙、

金山城市沙滩人气不断集聚；长江口南岸产业带持续高质量

发展，外高桥地区海洋先进制造业能级提升，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及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崇明生态旅游带加快滨海休闲和

生态旅游一体化发展。

北外滩航运服务业、张江高科海洋生物产业、陆家嘴航

运服务业等多个特色海洋产业点状区域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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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6-2020 年上海市海洋生产总值核算数据

单位：亿元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海洋生产总值 7463 8495 9560 10406 9707

主要海洋产业 2408 2686 2939 3176 2616

海洋渔业 5 6 11 11 10

海洋油气业 11 27 28 22 13

海洋化工业 10 25 24 33 33

海洋生物医药业 4 3 4 4.3 2.7

海洋电力 4 4 4 4.3 4.4

海洋船舶工业 117 113 110 126 129

海洋交通运输业 568 621 680 667 648

滨海旅游业 1690 1888 2079 2309 1776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2179 2611 3142 3595 3822

海洋相关产业 2876 3198 3479 3635 3269

海洋一产比重（%） 0.1 0.06 0.1 0.1 0.1

海洋二产比重（%） 34.5 33.6 32.1 30.7 29.8

海洋三产比重（%） 65.5 66.3 67.8 69.2 70.1

注：部分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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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数据说明：上海市海洋生产总值、各海洋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

自然资源部。

名词解释

[1] 海洋经济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

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

[2] 海洋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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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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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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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过程中所

进行的科研、教育、管理及服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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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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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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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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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海洋观光游览、休

闲娱乐、度假住宿、体育运动等活动。

[8] 海洋交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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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海洋船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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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海洋化工业 包括海盐化工、海水化工、海藻化工及海洋

石油化工等化工产品生产活动。

[11] 海洋油气业 在海洋中勘探、开采、输送、加工原油和天

然气的生产活动。

[12] 海洋渔业 包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远洋捕捞、海洋渔

业服务业和海洋水产品加工等活动。

[13] 海洋电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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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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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洋生物医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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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两核三带多点”

“两核”指临港海洋产业发展核与长兴海洋产业发展核，即重点

发展临港和长兴岛的能源装备、船舶制造及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三带”指杭州湾北岸产业带、长江口南岸产业带和崇明生态旅

游带，即同时推进杭州湾北岸产业带、长江口南岸产业带和崇明生态

旅游带建设。

“多点”指北外滩、陆家嘴航运服务业等多点，即加快发展北外

滩、陆家嘴航运服务业、张江高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和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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