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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一、
p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海洋经济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7月《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上海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意见的函》，支

持上海在更高起点打造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指导支持上海打造海洋新兴产业、特色产业、未来产业集聚区先导

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p 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建设海洋强国、现代海洋城市、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要求。2025年3月市政府

印发《关于支持上海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快出台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

划”。2025年3月上海市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龚正市长指出，推进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强化

海洋先进制造业硬实力，持续提升海洋现代服务业竞争力。

市政府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

根据《2025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沪府办〔2025〕7号） ，制定《上海市海洋
产业发展规划（2025-2035）》，承办单位为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



产业规划二、 ——第一部分“发展基础”

上海市海洋产业门类齐全，海洋经济规模持续攀升，成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24年上海海洋生产总值

11387亿元，同比增长11.2%，占当年全市生产总值的21.1%，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0.8%。

海洋产业发展持续升级 海洋现代服务业全球影响力持续强化

高端船舶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创新突破 海洋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海洋产业合作开发稳步推进海洋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



产业规划二、 ——第二部分“发展环境与趋势”

发展环境
国际环境：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深刻
变革，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对世界经济体系
产生系统性冲击。

国内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
转型期，面临多重结构性变革与战略机遇。

发展趋势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
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产业加速融合，
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航运服务业、
海洋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进入转型升级新
阶段。



产业规划二、 ——第三部分“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
洋强国的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精神，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以
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为战略引领，全面提升
上海海洋产业竞争力，全力增强海洋科技创
新力，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全球制高点，构建
特色鲜明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国
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

总体思路

• 服务大局，面向全球
• 突出优势，前瞻布局
• 区域协同，集群发展
• 数智赋能，绿色转型

基本原则

• 到2030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稳
步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海洋经济创新示范效
应显著提升，基本形成“3+5+X”
的世界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 到2035年，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跻
身全球沿海城市前列，全面建成
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

总体目标



产业规划二、 ——第四部分“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海洋主导产业

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
以产业链优化提升为重点，推动高附加值船舶、高端海洋工程装备、船海产业设计与配套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
等重点产业领域发展。

航运服务业
以航运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契机，着力推进航运核心服务业功能提升、航运辅助服务业功
能创新及航运衍生服务业能级提升。

海洋旅游业
依托本市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国际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大力发展高端邮轮经济，提升海洋旅
游业品质，推进海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建设现代海洋旅游产业体系。



产业规划二、 ——第四部分“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海洋新兴产业

以5G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为牵引，着力推动
海洋电子信息硬件领域及海洋信息
服务领域的发展。

海洋电子信息产业
提升城市绿色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海上光伏、绿
色甲醇及海洋氢能等海洋新能源，
积极探索海洋综合开发利用模式。

海洋新能源产业
围绕海洋新材料产业本土化与绿色
化发展趋势，着力推动海洋结构材
料、海洋功能材料等重点领域发展，
构筑海洋新材料产业发展高地。

海洋新材料产业

重点推进高附加值的海洋药物、海洋
生物制品及海洋功能食品研制，构建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创新发展体系。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

依托产业发展基础，增强海水淡化成
套设备研制能力，提升海水淡化供水
保障水平，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海水淡化业



产业规划二、 ——第四部分“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海洋未来产业

依托上海在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海洋新能源、海
洋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良好基础，重点发展深远海能
源产业、深海采矿业和海洋碳捕集利用产业。

未来深海资源类产业
依托上海海洋科技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结合深远
海高能级通讯及基于行业垂类大模型技术的应用，
推进海洋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能源工程等多
学科交叉融合应用。

未来深海融合创新产业



产业规划二、 ——第五部分“产业空间布局”

基于本市海洋产业现状布局，充分衔接相关空间规划，
统筹协调现有陆海空间资源，引导重点海洋产业集聚发
展，构建“两核一带一廊多点”的海洋产业总体布局。

• 两核：长兴岛海洋产业发展核和临港新片区海洋产
业发展核

• 一带：沿江沿海环湾的世界级海洋产业集聚发展带
• 一廊：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走廊
• 多点：多个海洋产业特色园区

总体布局
• 海洋主导产业：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形成“两核多

点”的产业布局；航运服务业形成“3+2+2”的产业
布局；海洋旅游业形成“一江一河一带一岛”的产
业布局。

• 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新能源产业形成“2+1+X”的
产业布局；海洋新材料产业形成“2+X”的产业布局；
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一心一带多区”的产业布
局；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形成“3+X”的产业布局；
海水淡化业形成“3+1+X”的产业布局。

行业布局



产业规划二、 ——第六部分“重点任务”

推动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营造世界级船舶制造业产业生态、
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构建具
有全球引领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
加快绿色造修船规范与标准体系建
设等。

世界级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

引领航运服务业绿色转型、提升绿
色燃料认证服务能力、加快建设数
智航运生态圈、推动航运保险业创
新发展等。

世界级现代航运服务业集群

实施海洋新兴产业全链条创新主体
培育工程、开展核心技术攻坚计划、
建设新型海洋数字基础设施、强化
海洋新兴产业应用场景牵引等。

世界级海洋新兴产业创新生态



产业规划二、 ——第六部分“重点任务”

实施海洋创新引领工程

推进海洋经济创新示范2.0
版建设，深化浦东新区、
临港新片区、长兴岛海洋
经济创新示范功能。

更高起点建设全国海洋
经济创新示范区

强化前沿科技战略布局，
推进海底观测网、深远海
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设施
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做好相关支持保障。

强化涉海高能级创新网
络支撑

强化涉海学科发展，支持
在 沪 高 校 涉 海 “ 双 一
流”“高峰高原”等学科
建设，促进涉海学科交叉
融合与协同创新。

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

强化涉海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提高涉海领域研发投
入强度和企业研发机构覆
盖率。

加大涉海企业培育力度



产业规划二、 ——第六部分“重点任务”

实施海洋基础建设工程

完善绿色燃料基础设施布局、加快
上海LNG站线扩建项目建设、优化
涉海重点区域快速通道、完善港口
集疏运体系、全力保障集装箱码头
建设等。

加快涉海基础设施布局

围绕世界级海洋产业集群建设需求，
系统提升重点涉海园区综合配套能
力，聚焦产业空间、公共交通、生
活配套等重点领域，增强重大产业
项目用地保障等。

优化涉海配套设施布局

聚焦长兴岛、北外滩高端服务业创
新发展试验区、陆家嘴金融城等重
点海洋产业集聚区，建设市级特色
产业园区，打造若干世界一流海洋
产业地标等。

构建海洋特色产业载体



产业规划二、 ——第六部分“重点任务”

实施数智化升级工程

构建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建设海洋
通信网络支撑体系、搭建高能级海洋
数据平台、深化航运服务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等。

构建海洋数字基础设施

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发展，以人工
智能、海洋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支撑进行海洋先进制造业设备改造
和工艺革新，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展。

推进数智技术深度融合

以大模型、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创新
海洋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丰富人工
智能海洋应用场景。

丰富数智化应用场景



产业规划二、 ——第六部分“重点任务”

实施海洋合作开放工程

依托“一带一路”、RECP协定等国
际战略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海洋产
业分工和合作，提升海洋产业链供
应链服务能级等。

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加强国际高端海洋机构集聚，吸引
全球海洋组织、海洋科研机构、海
洋文化教育机构、国际仲裁机构、
国际认证机构等落户上海等。

提升国际合作开放水平

深化长三角港航区域合作、加强长
三角区域创新资源协同、深化全国
海洋产业交流合作等。

深化国内区域交流合作



产业规划二、 ——第七部分“保障措施”

制定出台《上海市海洋经济促进
条例》、完善重大决策及规范性
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等。

健全海洋法规政策体系

统筹优化全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加大对海洋产业重点领域支持力
度；研究建立市级海洋产业发展
基金等。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完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加强海
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精细化管
理等。

增强陆海空间资源保障

制定海洋产业紧缺人才目录、推
动建立海洋院士（专家）工作站、
优先支持深海极地等急缺优秀人
才申报本市“东方英才” 计划等。

构建高层次海洋人才体系

增强统筹协同能力、优化长三角区
域协作机制、完善市区两级海洋生
产总值核算机制等。

深化海洋体制机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