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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提前谋篇布局，努力

打造具备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未来海洋新产业。重点聚焦

深海人工智能、海洋新材料、深海探测、海洋作业装备

研发、高端海洋旅游、海洋合成新生物等前沿领域，实

施海洋未来产业孵化计划，加速海洋未来产业发展，进

一步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

新的动能。

结　语

总 之 ， 海 洋 新 质 生 产 力 作 为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动

力，对于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

面，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能够提升海洋经济的

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而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海洋强国建设也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

供 了 广 阔 的 空 间 和 有 力 的 保 障 。 通 过 加 强 海 洋 科 技 创

新、人才培养和政策引导，海洋强国建设能够进一步激

发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潜力和活力，推动其在更广泛的领

域和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因此，海洋新质生产力与海

洋 强 国 建 设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互 促 进 、 共 同 发 展 的 紧 密 关

系，二者的融合发展将有力推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和海洋强国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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