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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洋公共治理的模式创新

———评《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琪

  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研究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范式和

新领域,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20世纪70年

代以来,在新制度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及治理理论的影响下,

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理论研究伴随全球海洋法治实践特别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逐渐兴起。然而,当前区域海洋

公共治理已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多层次融合、多领域交叉以

及多功能区重叠”的特点,亟须破除科层制的思想壁垒和制

度藩篱,建立基于集体理性的区域海洋公共治理体系。

浙江海洋大学全永波教授团队凝聚10年来对区域海洋

公共治理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出版了《区

域海洋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海洋出版社2022年

10月出版)。本著作基于公共治理理论和区域治理理论,融

合了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开展研究,立足把

区域海洋公共治理视作建设海洋强国的全局性、战略性、关

键性构成,在海洋治理的“现代化”语境下,以“公共治理”为

切入点,系统开展了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在

分析现有区域海洋公共治理多重范畴基础上开展国际比较

和国内现状研究,着力探索构建多层级区域海洋共治体系,

以推进建设海洋强国为根本,从理论基础、模式建构和机制

优化等方面探索区域海洋公共治理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的

路径。

本著作较之以前的海洋公共治理研究有颇多不同之处。

一是紧扣当前海洋公共治理中的区域性难题,体现研究视角

的现实性。著作充分关注海洋强国建设,以推进区域海洋事

业发展为目标,探讨区域海洋公共治理在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中的定位、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为构建区域海洋

公共治理机制、制度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多视角

解构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的新模式,体现内容的创新性。本著

作关注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提出区域海洋的管

理方式难以照搬陆地模式,必须创新区域海洋公共治理模

式,尤其是在全球海洋治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海

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需要根据特殊的资源和环境特性,秉持

利益相关、合作协同等思维开展公共治理,提出科层制治理、

府际合作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整体性治理等多类

模式创新。三是系统性阐述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的理论框架,

体现研究的前沿性。本研究不仅涉及法学、经济学、公共管

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而且与环境科学、海洋学等自

然科学学科关系密切,有利于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本著作

在治理效能评价框架设定的基础上,通过对海洋区划、海洋

保护区、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海洋危机以及浙江实践等领域

的研究,提出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上的相互支

持,构建内外联动、内外统筹的协同机制。

区域海洋公共治理的基本逻辑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强

调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理念不谋而合,体现区域海洋在“共

益性”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和合作处理区域海洋的利益冲突,

达到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再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目标。本

著作也正是立足于这种理论创新和现实命题进行立论,希冀

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方案,为基于陆海统筹的国

家海洋事业发展形成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