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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深对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解和把握,文章分析其深层的逻辑理路及其暗含的发展思路。

研究结果表明: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在实践中逐步形成2条清晰的主线,

即以蓝色为代表的和平、开放之路以及以绿色为代表的生态、可持续之路;蓝色和绿色成为我国海

洋强国建设的鲜明底色,二者不是相互孤立或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和互为依托的;在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的进程中,必须实现蓝色与绿色的深度融合,合理统筹海洋与陆地、发展与保护、当下与长

远以及国际与国内4组重要关系,方能助推海洋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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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deepentheunderstandingandgraspofthestrategyofmaritimepowercon-
struction,thispaperanalyzeditsdeeplogicandimplicitdevelopmentapproaches.Theresearchre-
sultsshowedthatinthenewera,China'smaritimepowerstrategyhasgraduallyformedtwoclear
mainlinesinpractice,namely,theroadofpeaceandopeningrepresentedbyblueandtheroadof
ecologyandsustainabilityrepresentedbygreen.Blueandgreenhavebecomethedistinctback-

groundcolorsofChina'smaritimepowerconstruction.Thesetwobackgroundcolorsarenotisola-
tedorseparatedfromeachother,butcomplementandrelyoneachother.Intheprocessofacceler-
atingtheconstructionofamaritimepower,itisnecessarytorealizethedeepintegrationofblue
andgreen,andreasonablycoordinatesomeimportantrelations,includingoceanandland,develop-

mentandprotection,presentandfuture,andinternationalanddomestic.Onlyinthiswaycanwe

promotethedevelopmentofChina'smaritimepowerconstructiontoahig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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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以来,海洋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价值愈加

凸显,地位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坚
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标志着我国海洋

强国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海洋

政治议程的日益多元均衡,海洋强国建设的内涵也

在发生变化[1]。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海洋

强国建设具有更加丰富的时代意蕴,形成独具特色

的发展之路,即坚持走以蓝色为代表的和平、开放

之路以及以绿色为代表的生态、可持续之路。蓝色

与绿色已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鲜明底色。

1 和平与开放: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蓝色

保障

“蓝色”一词在我国海洋政策文件中的首次出

现,可追溯到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发展规划》。此后,蓝色以其丰富的内涵和

象征意义,成为我国海洋政策体系中的高频词汇,

诸多发展战略和政策规划等都以蓝色为修饰词(如
蓝色国土、蓝色经济、蓝色伙伴关系、蓝色海湾、蓝

色药库和蓝色碳汇),由我国发起或主导的一些涉

海国际会议也以蓝色冠名(如中非蓝色经济部长论

坛、全球蓝色经济伙伴论坛和可持续蓝色经济国际

会议),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安全、外交和文化等

多个海洋领域,其中暗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主

线,即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开放合作之路。

1.1 和平发展

蓝色代表和平,这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

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在迈向海洋强国的进程中,

必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摒弃以武力扩张为取向

的传统海权思想和“冷战”博弈思维,积极维护区域

和全球海洋的和平安定,并提供更多的海洋公共安

全产品。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

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

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

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深刻认识到海洋的

和平安定直接关乎世界各国利益,提出树立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框架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对海

上和平的追求与贡献。尤其是中国正在大力与国

际社会建立蓝色伙伴关系,这是新型国际关系在海

洋领域的深化和运用,主张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前提

下实现合作共赢,必将增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平等互

信以及促进全球海洋的长久和平。

蓝色所蕴含的和平含义在现实中还有另一种

体现,即中国海军日益成为维护全球海洋和平的中

坚力量。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拓展,

中国海军逐步走出近海、走向大洋。中国海上军事

实力的提升并非为了以军事威胁或军事打击为手

段来谋求自身利益,而是致力于在坚决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的同时,更好地遂行打击海上犯罪和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等多样化任务,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

海上安全威胁,消除破坏海洋和平的不安定因素。

近年来,人民海军先后在亚丁湾护航、搜寻马航失

联客机和叙利亚化武护航等一系列行动中展示出

和平的大国海军形象,为全球海洋的和平稳定和发

展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1.2 开放合作

蓝色是海洋的颜色,而海洋意味着开放与合

作。所谓对外开放,其实质特征就是向海洋开放[2]。

毫无疑问,海洋经济发达是海洋强国的重要内涵和

基本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发展海洋经济尤

其是蓝色经济做出重大论断,而发展蓝色经济的核

心要义在于构筑以海洋为媒介的开放与合作之路。

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和文

化等合作日益紧密,海洋将世界各国联结成为命运

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建设海

洋强国必须实施更加积极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

国际社会在经贸、环保、科技、人文和海洋治理等方

面加强合作,深化合作共识,共享发展成果。作为

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各国之间的海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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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

共同增进海洋福祉。

简而言之,和平崛起的发展路径为中国的海洋

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放与合作带来的

互利共赢则为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竭

的内生动力,以蓝色为代表的和平与开放之路已成

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前提和坚实保障。

2 生态与可持续: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绿色

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

理念之一。绿色是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

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化的出发点和最终

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3]。作为海

洋强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海上航运、海洋渔业、资源开

发和装备制造等海洋经济产业必须坚持绿色发展道

路,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协调共进。由

此,绿色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另一抹底色,具体

体现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个层面。

2.1 生态文明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

以人-海和谐为目标,追求绿色的海洋生态文明。海

洋生态文明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占据重要

地位,是实现国家海洋事业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的重要依托[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明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并将其视

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

群众对于优良海洋生态环境的需求日渐强烈。然

而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仍面临诸多挑战,治理形势十

分严峻,主要存在4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①开发

方式粗放。海洋开发活动集中在近岸海域,围填海

规模较大,近岸可利用的岸线、滩涂和生物资源日

趋减少,过度开发问题严重。②生态系统受损。近

岸海域的生态功能有所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海水

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赤潮和绿潮等海洋生态灾害频

发,部分岛屿的特殊生境难以维系。③环境污染突

出。入海河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大,近岸海域水质恶

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性扭转,辽东湾、渤海湾、胶州湾、

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沿海城市的近岸

局部海域污染仍较严重。④资源供给制约。渤海地

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严重,砂质海岸局部侵蚀加

重,产业布局与海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不相协调的矛盾

仍然突出,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海需求的多样化对传

统海洋资源供给方式提出新的挑战[5]。

为有效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必须坚决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秉承生

态优先和陆海共治,将海洋生态文明纳入海洋强国

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具体而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要保障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协调一致,走既具有经济

效益又具有生态环境效益的绿色化发展道路[6]。一

方面,坚持集约节约用海,着力在“增绿”和“护蓝”

上下功夫,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

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益;另一方面,加强海洋污染

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加快解决危害严重的海

洋环境问题,打造“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海洋

生态格局,回应人民群众对于优美海洋生态环境的

期待和呼唤。

2.2 可持续发展

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看,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中

的绿色底色体现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

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各种需要,又保护生态环境,

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发展[7]。可持续

发展既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之一,也是实现人类永续

生存和繁衍不息的根本之策。为促进全人类的可持

续发展,联合国于2015年制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其中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列为第十四项目标(SDG14)。习近平

总书记也曾强调“发展海洋经济,绝不能以牺牲海洋

生态环境为代价,一定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

针,全面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8]。

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以

理性的方式优化资源利用,引导选择可持续的生产

和消费模式。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中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理念集中在3个层面:①在海洋资源开发层面,

合理、安全和有度地开发利用海洋矿产资源,维系

海洋生物资源的生存繁衍,避免竭泽而渔式地无限

制索取和滥用;②在海洋环境保护层面,重点关注

海洋塑料垃圾、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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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危害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降低其对后世的影响

程度,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③在海洋能

力建设层面,大力推进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发展先进的海洋科学技术,提升应对

海洋危机的能力,并做好能力的代际储备和转移。

在上述3个层面的共同发力下,我国海洋事业必将

永续向前。

无论是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还是人类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其根本途径是一致的,即将绿色发展

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之中,实现经济、资源与环

境的有机统一。从这个角度而言,以绿色为代表的

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

在目标和长远追求。

3 蓝色与绿色的融合: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

必由之路

蓝色与绿色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不同底色,

二者各有侧重:蓝色所蕴含的和平崛起与开放合作

内涵聚焦于国际维度,重在营造良好的国际交往与

合作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奠定有力的外部支撑;

绿色所代表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内涵侧重于

国内维度,致力于推动我国海洋事业的长久和健康

发展,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追求。蓝色与绿色相

辅相成、互为依托,蓝色是绿色的前提,绿色是蓝色的

动力。在推进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进程中,必须实现

蓝色与绿色的深度融合,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

国建设之路,其关键在于合理统筹4组主要关系。

3.1 统筹海洋与陆地的关系

无论是海洋开放合作还是海洋生态环境改善,

都须以陆地为依托,“就海论海”的片面措施难以达

到预期功效。因此,应充分借助各沿海地区加快建

设自由贸易区(港)的有利契机,将海洋开放合作和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等政策议题嵌入各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打通海域治理与陆域治理的界线,

形成治理合力。

3.2 统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蓝色的发展目标与绿色的生态目标不是矛盾

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因此,应在追

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有序利用,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3 统筹当下与长远的关系

海洋是地球上最为古老的自然系统之一,已经

并将继续在人类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既要

全力维护海洋局势的稳定,大力发展海洋生产力,

以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又要在开发利用海洋的

过程中保存并扩大海洋永续发展的动能,消除制约

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为后代子孙留下碧海

蓝天和洁净沙滩。

3.4 统筹国际与国内的关系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强化国内海洋管理构成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2个基本方面。因此,应以深

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为抓手,积极加入海洋垃圾治

理、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以及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

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谈判等国际合作进程,

倡导共建“绿色海上丝路”“蓝色伙伴关系”和“海洋

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海洋的长治久安与国际社

会的互利共赢,为全球海洋善治做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只有妥善处理好上述4组主要关系,

才能使海洋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友好之海、和平之

海和合作之海,也才能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积厚

成势、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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