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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杭政函〔2024〕55号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杭州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倍增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杭州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倍增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

2024年 7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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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倍增行动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

实海洋强省建设部署，争创全国重要的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特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海洋经

济总量实现翻番，海洋生产总值（GOP）达到 3400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10%；海洋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 200亿元，聚力发展全

省领先的千亿级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加快打造海洋数字经

济、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交通运输3个百亿级产业，积极培育5

个潜力型和X个未来海洋产业，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全国

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海洋人才高地、海洋数字经济示范城。

二、构建“两廊引领、多点联动”发展格局

（一）强化“两廊”辐射带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突出科

研创新特色，大力引进海洋科研院所、涉海技术中心，深入实施

海洋科技企业“双倍增”和“小巨人”培育计划，重点加强基础

研究，打造成为全省海洋经济科技创新平台。杭州城东智造大走

廊以海洋数字经济、涉海设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为特

色，加快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成为全市海洋数字经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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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涉海设备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引领区。

（二）推进“多点”特色发展。依托各地海洋产业发展潜力，

推动海陆高效联动，优化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壮大海洋科教服务、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力争到2027年，建设

2个左右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海洋特色产业重点功能区块，主导产

业集聚度达到60%以上。

三、打造“135X”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打造一个千亿级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主平台，充分利用青山湖科技城、未来

科技城和紫金港科技城等科创平台的海洋科创要素集聚优势，引

进培育海洋领域复合型人才队伍，依托之江实验室、海洋二所、

省海洋科学院、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

院所，用好用足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开放平台等资源，重

点开展海洋生命健康、海洋智能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等领域研

究，持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打造三个百亿级海洋产业。

1.海洋数字经济产业。依托滨江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

区数据资源优势，牢牢把握海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新风口，精准

招引全球数字经济一流企业和精英人才，营造良好海洋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生态，培育、建设一批国内领先的海洋数字产业集群。

2.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以西湖区、萧山区、钱塘区、富阳区、

桐庐县为重点，培育壮大杭州医药港小镇、富阳药谷小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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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化学药品制剂、海洋生物酶制剂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开发具有特色的海洋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和海洋生物制品。

3.海洋交通运输产业。以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和下沙港为

重点，加快构建海河联运枢纽港。大力推进港航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港航合作网络，构建高效港口集疏运体系，引导中小港航物

流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积极培育第三方、第四方物流企业。

（五）打造五个潜力型海洋产业。

1.海洋装备制造产业。以钱塘区为核心，联动上城区、萧山

区、余杭区、临安区和桐庐县，重点攻关海洋资源勘探、开采、

储运专用装备及海洋信息采集专用仪器设备等制造难题和关键技

术，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型产品。

2.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以西湖区、临平区为主，以钱

塘区为补充，重点发展海水淡化装备制造、海水淡化工程及淡化

水应用。搭建行业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先进膜浓缩、

离子选择性分离、双极膜等技术，建成国家级产业发展支撑平台。

3.海洋新材料产业。以建德市为主，开展深海等领域关键海

洋材料技术研究，聚焦海洋防护材料、防腐涂料、附着材料制造，

深化新技术融合运用，推动装备生产智能化、数字化。

4.海洋新能源产业。以滨江区、临平区为主，聚焦储能、氢

能装备制造、海洋风电装备、潮流能产业，重点发展海上大功率

风电机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机组，做强海洋绿色能源领域省级

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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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船舶制造产业。以萧山区、富阳区、淳安县等沿江地

区为主，重点突破高技术船舶、绿色船舶和特种船舶的研发设计、

制造、维修及绿色拆解技术。发展“互联网+航运”，打造高端船

舶装备产业链，推进海洋船舶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六）打造X个未来海洋产业。前瞻布局深海矿产开发、氢

能、卫星互联网等未来海洋产业。开展海底采矿机、海底泵、升

降管等海洋矿产勘探开采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推进海上绿色氢能

工程关键技术储备，探索谋划海洋氢能“产—储—输—用”核心

产业链。鼓励研发北斗卫星船舶定位及海上通信系统，发展航天

高端产品和核心电子元器件、产品研发与总装测试集成、基于卫

星互联网的卫星综合应用等产业。

四、实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

（七）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厚植海洋科教服务优势，推

进湖畔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等省级实验室融入国家实验室布局，

支持海洋二所争创海洋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建设省海洋

科学院。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和有条件的企业创建海洋科技技术创

新中心。支持市属高校在海洋生物、深海技术等领域开展高水平

研究，提升涉海类学科专业建设能力，构建梯次海洋科技创新体

系。推动海洋科技关键技术与核心应用场景融合，提升海洋科研

成果和专利技术的产业化水平。

（八）实施海洋数字经济赋能工程。深入推进海洋数字产业

化，加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助推海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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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网络、海底光纤电缆、船用导航雷达等产品研制与开发。全面

推动海洋产业数字化，加速数字技术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重点

推动视觉智能产业在海洋领域的推广应用。推进新型海洋数字城

市建设，探索完善多元共治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强数字技术

在海上交通、治安管理、防灾减灾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

（九）实施绿色能源低碳工程。加快白马湖实验室等高水平

新型科研机构建设。大力推进海洋新材料、船舶制造产业绿色化

转型。推进高功率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氢储能等新型储能

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发展。推动风电装备产业链提升，研发深远海

漂浮式风电机组，延伸发展超长低风速叶片、发电机等关键部件。

重点突破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攻关发电机组水下密封、低

流速启动、冷却等关键技术。培育壮大一批绿色能源领军企业。

（十）实施重大项目推进工程。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

务，加快推进杭甬运河新坝二线船闸工程、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

枢纽及接线工程、杭州市萧围西线提标加固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扎实推进深冷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

创中心等产业项目建设。聚焦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争取招引落地一批科技含量

高、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

（十一）实施开放平台培育工程。加快培育省级海洋产业提

质增效倍增平台，完善各类涉海生产要素配置，打造全市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加大细分领域重大平台建设力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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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综合枢纽优势，谋划建设公铁水联运物流园区，加快创建成为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谋划推进杭州地区“无水港”建设，建立健

全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监管模式。支持海水淡化配套设

备生产，加快建设国家级海水淡化装备产业基地。

（十二）实施专业人才支撑工程。加强海洋人才教育支持，

鼓励在杭高校探索构建涉海类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人才管

理机制体制，健全分配和激励机制，推动实施学术贡献、工程应

用、市场价值等领域分类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人才评价机制。

优化海洋人才发展生态，赋予海洋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

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优化薪酬福利、医疗保障、住房供给、

子女就学等多种形式配套保障。

五、保障措施

（十三）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

机制，建立前期谋划、过程跟进、结果考评的闭环工作体系，定

期调度涉海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针对重点领域设立专项工作组，

明确责任分工，加强沟通合作。加大海洋专家智库参与力度，构

建海洋重大事项决策咨询制度。

（十四）加强要素保障。加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统筹和用能

管理，依法保障海洋经济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用能需求。统筹整

合各级资金，优化对海洋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投入，完善涉

海领域支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海洋产业发展。鼓励开

发海洋金融产品，多渠道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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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强化监督评估。加强方案实施监督评估，对重大任

务和政策措施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动态管理，形成重点任务

进度表、问题销号进度表。开展海洋经济工作年度评价，完善运

行监测与评估体系，深化海洋经济核心产业统计核算，建立健全

涉海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

本方案自 2024 年 8 月 18 日起施行，由市发改委牵头组织

实施。

附件：杭州市海洋经济倍增行动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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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市海洋经济倍增行动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2022年 2030年 责任单位

1 杭州市海洋生产总值（亿元） 1552.7 3400 市发改委

2 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市GDP比重（%） 8.6 10 市发改委

3 海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亿元） 99.6 200 市经信局

4 海洋高新技术企业（家） 42 100 市科技局

5 规上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亿元） 95.6 190 市经信局

6 规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亿元） 15.0 30 市经信局

7 海河联运集装箱运输量（万TEU） 11.65 45 市交通运输局

8 规上海洋新材料产业增加值（亿元） 9.9 20 市经信局

9 规上海洋船舶产业增加值（亿元） 12.3 24 市经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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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杭州警备区，市各群众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各民主党派。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7月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