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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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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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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海洋信息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调查观测、开发利用、综合管理、科学研究、海洋安全

与权益维护等各类海洋活动的深度融合，是认知海洋、经略海洋的重要手段。

近20-30年来，信息技术经历了爆炸式发展。从集成电路、光纤通信、无线通信到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按照摩尔定律以极高的频度革新换代，同时也以强大的力量推动

人类进入了以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从技术工具延伸到基础设施、经济体的层面，并融入到各个产业的新产品中，创造

出按需提供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新业态、产业链跨界融合的新模式。2022年上半年，我国

海洋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海洋生产总值4.2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

理区间。其中，海洋传统产业呈现恢复态势，海洋旅游业未来或将触底反弹。海洋原油、海

洋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7.4%、12.4%。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分别增

长0.1%、3.0%；海洋客运量同比下降41.7%，降幅较2022年1-5月收窄2.9个百分点；海洋货运

量同比增长1.4%，增幅较2022年1-5月扩大0.4个百分点。全国新承接海船订单同比下降18.9%

，降幅比2022年1-5月收窄4.8个百分点，高端船舶LNG船的新承接规模达我国历史最高水平。 

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随着海洋强国战略、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加速推进，海洋事业与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也进入战略机遇期。  

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ldquo;十四五&rdquo;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批复》（以下简称

《批复》），原则同意《&ldquo;十四五&rdquo;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并要求《规划》实施要协调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维护和拓展国家海洋权益，畅通陆海

连接，增强海上实力，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海洋强国。2022年3月，《海洋大数据标准体系》通过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

查，于2022年5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为海洋大数据技术标准、平台和工具标准、管理

标准、安全标准和应用标准等提供了制修订依据，为我国海洋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发展奠定

了基石，有效推动海洋大数据领域标准建设，在海洋大数据标准领域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海洋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九章

。首先介绍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接着分析了国内外海洋信息化的发展现状，然后详细分析

了智慧海洋的发展。接着报告对海洋环境观测信息化、海洋工程信息化、海洋渔业信息化、

海洋测绘信息化等做了分析，随后报告分析了海洋信息化标杆企业的运营状况，最后报告对

中国海洋信息化发展做了投资分析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中企顾问网、中



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海洋信息产业有

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洋信息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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