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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海洋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据初步核算，2004 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为 12841 亿元，海洋产业增加值为 5268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 3.9%，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8%。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 30:24:46。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167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352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238 亿元。  

 

  2004 年全国海洋渔业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海水产品总量持续增长。海洋渔业总

产值 3795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29.6%；海水水产品总产量达 2715 万吨，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为 1309 万吨，比上年增长 4.4%。山东省海洋渔业产值占全国海洋渔

业产值的 26.6%，仍居全国首位。 

  全国海洋交通运输业 2004 年依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营运收入达 2434 亿元,占

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19.0%，增加值为 852 亿元。沿海主要港口全年吞吐量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比上年增长 21.9%;集装箱吞吐量 5660 万标准箱，比上年增长 27.0%；

旅客吞吐量 720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2.9%。与上年相比，上海、宁波、广州和天津

港货物吞吐量均翻了一番。 

  随着海洋油气业的快速发展，海洋石油日益成为我国原油增量的主要来源。2004

年海洋油气业总产值 595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4.6%，增加值为 434 亿

元。全国海洋原油产量达 284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6%；海洋天然气产量 58 亿立方米,

比上年增长 32.5%。广东省海洋油气业产值占全国海洋油气业产值的 49.6%，居全国首

位。 

  2004 年滨海旅游业完全摆脱了“非典”的影响，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全年滨

海旅游收入为 3369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26.2%。其中国内滨海旅游收

入 24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2%。上海市滨海旅游收入占全国滨海旅游收入的 35.3%，



居全国首位。 

  全国海洋船舶工业继续快速增长，稳居世界第三位。2004 年实现总产值 740 亿元，

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5.8%，增加值为 141 亿元；全国修造船完工量为 564 万

综合吨，比上年增长 54.4%。上海市海洋船舶工业产值占全国海洋船舶工业产值的

25.0%，居全国第一。 

  2004 年我国海盐总产量仍居世界第一,总产量为 2319 万吨。海盐和海洋化工业总

产值 389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3.0%，增加值 140 亿元。山东省海盐和

海洋化工业产值占全国海盐和海洋化工业产值的 40.1%，居全国首位。 

  海洋生物医药业发展迅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004 年总产值 64 亿元，增加值

为 21 亿元。浙江省海洋生物医药业产值占全国海洋生物医药业产值的 35.9%，仍居全

国首位。 

  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就业。根据 21 世纪初中国涉海就业

情况调查结果，我国沿海地区有近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员从事涉海行业，涉海就业人数已

达 2107.6 万人，涉及国民经济 16 个门类，165 个行业小类。我国涉海就业的特点是行

业辐射范围广，人员素质和年轻化程度高，就业结构较为合理。 

  我国海洋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沿海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海洋经济

区域布局已基本形成。 

  环渤海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4116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32.1%。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三大支柱产业产值之和占本地区主要

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70.0%。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4169 亿元, 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32.5%。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三大支柱产业产值之和占本地区主要

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82.1%。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2417 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18.8%，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四大支柱产业产值之和

占本地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 66.7%。 

  按照《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

开展了省级海洋经济规划的编制工作，其中河北省已经完成，其余各省编制工作进展顺

利。渤海西部海洋经济区和渤海西南部海洋经济区的专项统计试点工作已全面启动。 

   --来源：《2004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