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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经济高速增长，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

富。对于世界人口第一、多种战略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国，海洋的作用尤显重要。  

      自1996年海洋技术被列入国家&ldquo;863&rdquo;计划以来，一系列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的关键技术日臻成熟，部分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水养殖领域，一系列海水养殖关

键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的海水养殖产量大幅度提升，比实施&ldquo;863&rdquo;计划前增长了

近100倍，占世界海水养殖总量的74%，奠定了我国世界第一海水养殖大国的地位。在此基础

上，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势头正猛。目前我国在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已发现了一

批新型抗肿瘤、抗艾滋病、抗心脑血管疾病、抗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海

洋药物，并相继进入不同的临床研究阶段。

      201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9936亿元，比上年增长7.7%，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9.4%。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35611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24325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

加值322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704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9661亿元，海洋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4％、45.1％和49.5％。据测算，2014年全国涉海

就业人员3554万人。

      作为海洋大国的中国，&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全面启动海洋国土的战略开发，培育

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我国将初步

形成海洋新兴产业体系，支撑引领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整体年均增速将不低

于20%，到&ldquo;十二五&rdquo;末产业增加值将实现翻两番。

      当前，我国海洋生物产业发展正处于由起步向全面迈入产业化崛起的关键时期，应在资金

和技术两方面加大投入，保障其持续发展。在增加政府公共投入的基础上，可吸引社会风险

投资，支持企业产品研发，同时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

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支撑、其他社会资源为补充的技术创新体系。预计我国未来还将形成

深海养殖产业、生物资源评价和保护产业、海洋鱼类疫苗产业等新型的海洋生物产业。海洋

生物产业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2016-2022年中国海洋生物行业分析及投资可行性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

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

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

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

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海洋生物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海洋生物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海洋生物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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