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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办发〔2021〕25 号 

有关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30 日 

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十四五”时期，是天津在全

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天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和实施

《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推进海洋经济转

型升级，培育海洋经济新动能，提升海洋治理能力和水平，高水

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支撑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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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根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明

确天津海洋经济发展总体目标、重大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指导未

来五年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期 2021—2025 年。 

一、发展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回顾 

“十三五”期间，本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打造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目标，着

力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海洋经济总体

实力逐步提升，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现，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不断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海洋治理能力再上新台

阶。 

海洋资源条件支撑经济发展。本市管辖海域面积约 2146 平

方公里，海岸线北起津冀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北线，南至津冀海域

行政区域界线南线，岸线全长 153.67 公里，自然岸线长 18.63 公

里，沿海地势平坦，天津唯一海岛——三河岛位于永定新河河口。

本市拥有港口、油气、盐业和旅游等优势海洋资源，为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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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总体实力不断提升。海洋生产总值由 2016 年 4046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5268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5.1%，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年均 30%以上，成为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单位

岸线海洋生产总值 34.3 亿元，居全国领先。滨海旅游业、海洋油

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占主导，为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 

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本市按照以陆促海、以海

带陆、优势集聚、合理分工的原则，优化布局海洋产业，滨海新

区“核心区”驱动作用逐步凸显，沿海蓝色产业发展带和海洋综

合配套服务产业带建设日渐完善，南港工业区、天津港保税区临

港片区、天津港港区、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中新天津生态城

五大海洋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一核两带五区”的海

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获批全国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海洋先进制造与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以天津港保税区临

港片区为核心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初步形成，以中船重工、

博迈科、海油工程等企业为龙头，高端海洋装备产业集聚。海水

淡化装机规模 30.6 万吨/日，占全国的 19.4%，继续保持全国前

列。自然资源部天津临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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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北疆电厂“海水淡化—浓温海水化学元素提取—浓海水化

工”循环经济模式被列为全国海水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发展试点，

并纳入市政供水试点单位。 

海洋现代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港口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020 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 1835 万标准箱，增幅继续位居全球

十大港口前列。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核心的高品位海滨休闲旅游

区初步建成，国家海洋博物馆开馆试运行，接待超过 166 万人次。

邮轮旅游发展势头强劲，全国首家国际邮轮母港口岸进境免税店

正式对外营业，邮轮母港综合配套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船舶海

工租赁产业加速聚集，国际航运船舶和海工平台租赁业务分别占

全国的 80%和 100%。 

海洋科技创新成效显著。海洋科技研发能力不断提高，混合

驱动水下航行器“海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形成海洋平

台生活楼、动态海洋柔性复合软管、综合船桥系统等一批核心技

术产品。海洋科技平台建设不断加快，临港海洋高端装备产业示

范基地获批成为全国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十三五”以来，

本市形成涉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知识产权约 400 项，省

部级以上海洋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研发中心达到 35 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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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海示范工程 39 个，培育产生海洋领域亿元以上科技型企业

58 家。 

海洋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紧紧围绕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编制实施了天津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和天津市打好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三年作战计划，对标对表国家要求，制定了 12 条

入海河流“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和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强化

作战计划，渤海综合治理全面提速升级，“十三五”期间近岸海

域优良水质面积平均占比提升至 51.1%。强化海洋生态环境整治

与修复，印发《天津市“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海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2019—2035）》，加快实施岸线生态修复和综合

整治工程。海洋环境监测网逐步完善，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提升，

为打造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大都市保驾护航。 

海洋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海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修订了

《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出台了《天津市海洋听证工作规则》等十几

项规范性文件，政务公开、法律顾问、社会监督等保障体系逐步

健全。严格围填海管控，加强海洋执法监察，海域岸线资源从规

模开发向集约利用转变，完成自然岸线保有量不低于 18 公里的目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