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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亦石，毛可佳 

（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北京 100061） 

摘要：近年来我国海洋工程的发展领域包括从前期可行性研究到建设

运行管理、从基础性研究到技术开发应用以及从装备制造硬件研究到

战略规划研究，都是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及产、学、研共同努力的

重要成果，整体上代表我国海洋工程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是促进海

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

创新型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打造创新型领军人物的重要机制，对

于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科技人才成长、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事业

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方略，海洋工程建设对于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基础性和

引领性的作用，未来应明确方向、增强共识、加强沟通、形成合力，

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全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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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拓展空间和资源宝

库，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事业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加凸显。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多个沿海区域发展规划

以及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以环渤海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为核心，各沿海地区制定区域

发展规划并陆续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016-2019 年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70507 亿元、77611 亿元、83415 亿元和

8941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8%、6.9%、6.7%和 6.2%。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

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全

球范围孕育和兴起，为我国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走出去”

提供良好条件和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实施，

为我国海洋经济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和合

作拓展新空间。海洋工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我国海洋工程的发展状况 

海洋工程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我国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海洋工程基本形成五大类型。①海洋

资源开发工程，如海洋油气开发工程、海洋渔业工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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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资源开发工程、海水利用工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工程和海洋生物工程；②海洋空间利用工程，如港口运输

工程、跨海大桥工程、海底隧道工程、海底电缆管道工程、

围填海工程、临海工业工程和人工岛工程；③海洋装备制造

工程，如船舶制造工程、海上钻井平台、海洋勘探装备和海

洋观测仪器设备；④海洋管理和服务工程，如海洋信息系统、

海洋执法系统、海洋观测监测系统、海洋预报系统和海洋打

捞救生系统；⑤海洋军事工程，如军舰、潜艇、军港、监视

工程、预警工程和海岸防卫工程。 

近年来，我国的海洋工程在数量和规模上发生巨大变化，

呈现 4个方面的主要特征。①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陆续

在沿海布局，海洋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②海洋工程的产

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在传统产业稳定增长的同时，海上风

电、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海上休闲娱乐、海水淡化和

海洋生物制品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规模；③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方式从粗放型逐步向集约节约型转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空间从近海逐步向深水推进；④海洋工程技术的进步大大提

高海洋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9 年全国海洋工程数量累计为

9893 项，用海总面积为 326351 hm2。其中，2019 年新增海

洋工程 586项，新增用海面积 57111hm2，10年来新增海洋工

程数量维持在高位水平。海洋工程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