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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中国第一大经济区，国家定位的我国综合实力最强

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

市群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海省市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经济作为未来开发新资源、开拓新产业的重要领域，已成为世界经济

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与杭州湾交汇区域，海洋资源

丰富，拥有海域面积约30多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和海岛岸线长达8200多公里。2021年，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90385亿元，比上年增长8.3%，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8.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0%，比上年增长0.1个百分点。这是我国

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万亿元。202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80010亿元，比上年下降5.3%。其中

，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389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674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9373亿元，分

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4.9%、33.4%和61.7%。  

海洋经济正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21年，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29000亿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8%，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1%。2022年，东部海洋经济圈

海洋生产总值25698亿元，比上年名义下降2.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1%。长三

角地区目前已形成了上海、南通、连云港、盐城、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舟山、

台州等11个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竞争力日趋增强。  

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政策，启动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

点，出台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可以预见，到2020年，我国在由海洋大国转变为

海洋强国方面将迈出重大步伐。上海、江苏和浙江纷纷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步伐，《江苏省沿

海开发总体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规划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

的海洋经济一触即发。  

2021年12月，长三角沪苏浙皖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发展&ldquo;十

四五&rdquo;规划》。《规划》明确，到2025年，市场准入统一格局基本形成，商事主体登记

注册和行政审批流程基本统一，基本实现全程无纸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企业开办效率达

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先进水平。《规划》提出，将全面营造放心满意消费

环境。倡导长三角地区线下实体店实行无理由退货承诺，力争到2025年承诺企业达到5万家以

上，培育发展&ldquo;满意消费长三角&rdquo;单位20万家以上，全面覆盖长三角地区消费较为

集中的主要行业、新兴领域和重点经营场所。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产业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方向研究



报告》共十一章。首先阐述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接着介绍了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的

发展环境及产业概况，然后分别分析了上海市、江苏省及浙江省海洋经济产业的投资潜力。

随后报告对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做了产业园区分析、重点企业分析、投资分析，最后报告详

细列明并解析了与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产业密切相关的政策和规划。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海洋局、中企顾问网

、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

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长三角地区

海洋经济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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