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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已成为

国民经济重要增长点，优化升级海洋

产业结构对提升我国海洋经济实力具

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海洋经济竞争加剧和我国海

洋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优化海洋产业

结构、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在

必行。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产业结构演变、海洋产业布局、海洋产业政策等方面，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

未来研究趋势将更加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创新，关注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前沿问
题。

国外研究则更注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海洋科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文献综述、实

证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

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同时，将注重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统计分析方

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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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现状及
问题



海洋产业是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海洋

旅游业等。

海洋产业定义与分类

指各海洋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关联方式，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

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产业结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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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特点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存在传统产业比

重过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

01

总体规模与增长速度

我国海洋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2

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

如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海洋油气

业、海洋旅游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现状



产业结构不合理
传统产业占比过高，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导

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制约

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政策支持不够
政府对海洋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影响

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人才队伍短缺
我国海洋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难以满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求。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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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识别与分析



文献综述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

分析，识别出影响我国海洋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

专家咨询法

邀请海洋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进

行访谈，获取他们对影响因素的

看法和建议。

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国内外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成功案例的分析，提炼出影

响因素。

影响因素识别方法



经济因素

包括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引进与消
化、高素质人才等。

技术因素

资源因素 政策因素

01 02

0403

包括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国际贸
易政策等。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国
际贸易等。

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
源等。

影响因素分类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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