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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经历了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

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三个阶段。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

境、创新海洋科技、维护海洋权益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在海洋强国建设

“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矛盾论和系统论等方法

的统筹运用;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

述具有三个重要意义:区域意义———指导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

强国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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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兴则国家兴,海洋强则国家强。习近平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在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文从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三个方面予以

阐述。

一、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

习近平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历尤其是沿海地方工作经历,这为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

述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三个时

期: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

(一)地市层面:率先发出“向海进军”的号召(1985—1999)

1 985—1999 年,习近平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宁德市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在此期间,
习近平便十分关注海洋经济发展。1985 年,习近平到厦门工作,他牵头研究制定的《1985—2000 年厦

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自由港的目标定位。这一战略定位迄今对厦门发展仍有重要

意义。



1 9 88 年,习近平开始担任宁德市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紧扣闽东摆脱贫困的艰巨任务,
提出“靠海吃海念海经”;另一方面,立足闽东沿海面对台湾地区的地缘优势,提出建立闽东特色的

工业布局,与此同时,科学谋划世界独有的天然良港三都澳的发展战略,构筑蔚蓝“闽东梦”,为闽东

发展指明方向[1]。在此期间,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以海治贫”和“港口兴海”的重要思想。三十年的

实践证明,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念海经”对指导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90 年,习近平就任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提

出了建设“海上福州”的发展战略。他说:“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

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①1 9 94 年 5 月 2 6 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
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海洋经济思想。1994 年 6 月 1 2 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由此,福州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出“向海进军”的宣言。
从经济建设到海洋经济建设,是建设领域的重大拓展,是建设视野的重大拓展,是战略思维的

重大拓展。这对于推动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省域层面: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1999—2012)

习近平先后在福建主持省政府工作、在浙江主持省委工作、在上海主持市委工作,进而到中央

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重大思路。

1.省府层面: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199 9—2002)

1 9 9 9—2002 年,习近平先后担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在此期间,习近平主持起草并印发的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海洋经济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海洋经济强省”的建设目标。
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福建突出抓好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两

个重点,全面强化海域使用、海洋监察、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海洋产业规划、海洋科技五项管理,重点

发展海洋渔业、海洋港口运输业、滨海旅游三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海洋能源、海洋药业和保健业、
海洋信息服务业三大新兴产业[2]。

2002 年 4 月 2 1 日印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海洋经济工作的若干意见》将福建海洋经

济强省建设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到 2005 年,海洋开发取得明显成效,使海洋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 1 5％。第二步,以海洋高新技术带动新兴产业群发展,扩大与台、港地区海洋开发合

作的范围和领域,到 20 1 0 年,海洋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20％,海洋产业开发的

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沿海省份前列②。从中可见,习近平对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内容把控已经十

分全面和精准。

2.省委层面:再次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2002—2007)

2002 年底,习近平调到浙江工作。履新浙江省委书记不久,习近平就频繁地在沿海和海岛地

区调研,在 2002 年 1 2 月就提出,浙江要“争取发展成为海洋经济强省”。此后,《关于建设海洋经济

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也先后出台。
习近平经过反复调查和深思熟虑后于 2003 年在浙江省委全会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八八战

略”。“八八战略”之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

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3]72,由此,把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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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佚名《习近平:率先提出发展海洋经济　福州最早“向海进军”》,2014 年 1 0 月 30 日,http://fj.people.com.cn/n/

2014/1030/c3 503 90 22 7 6 6 3 88.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海洋经济工作的若干意见》(闽政〔2002〕1 14 号),2002 年 4 月 2 1 日,http://www.
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0 1 6/146 3 1 8.s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强省战略纳入“八八战略”的总体框架。
紧接着,继 1 9 9 3 年和 1 9 98 年召开两次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后,于 2003 年 8 月 1 8 日召开了

浙江省第三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做了题为《发挥海洋资源优势　建设海洋经济强

省》的重要讲话,明确把原来浙江省所确定的“海洋经济大省”升格为“海洋经济强省”。习近平在讲

话中指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我省实施海陆联动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客观要求;是加强长三角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我省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是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

然要求[4]。
在第三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

省的若干意见》印发。文件指出:到 2007 年,海洋经济总产出达到 3 600 亿元,比 2002 年翻一番,
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接近 9％,形成若干个海洋经济强市和一批海洋经济强县(市、
区)。到 20 1 0 年,海洋经济总产出超过 5 400 亿元,比 2002 年增加 2 倍,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达到 1 0％,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近岸海域水质达标率达到 5 5％,成为海洋经

济强省①。时隔一年半,先后主持起草福建省和浙江省两个省的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指导文件,足
见习近平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视。

以省委文件为指导,浙江省正式编制了《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这一规划明确了

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重点领域、保障措施等一系列问题②。由此说明,习
近平抓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已经胸有成竹。

3.从地方到中央:一如既往强调海洋经济强省建设(2007—201 2)

2007 年,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时指出,海洋是上海拓展城市空间的

重要依托,要从上海自身实际出发,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努力争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③。担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至党的十八大前,虽然分管工作性质不同,但习近平一如既往地重视海洋工

作。在他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5]645,充分展示了习近平的海洋情怀和海洋强

国梦。
从海洋经济建设到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是建设范围的扩大———从地市局部扩大为全省省域;是

建设层次的提升———从地市级推进上升到省级推进;是建设目标的提高———从做大海洋经济提高

到做强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强省目标不仅对海洋经济提出了量的要求,而且提出了质的要求。

(三)国家层面: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2012—)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亲力亲为抓海洋强国战略的落实。201 3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开宗明义地指出: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
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6]。在会上,习近平就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指导思想、重点内容、方法途径等做了系统论述。这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体系化的一个

标志。此外,习近平在视察沿海和海岛、考察部队工作等多个场合,就海洋强国建设发表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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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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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委〔2003〕20 号),2003 年 1 0 月 1 日,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0 1 6/1 1 9085.s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浙政发〔2005〕24 号),2005 年 4 月 2 9 日,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 Gid＝1 6840 1 1 2,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参见缪毅容《习近平:上海要争创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2007 年 8 月 1 0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 3/

641 02/609 6 22 7.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重要讲话。
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涉及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容。一是在过去工作的回

顾部分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性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
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其中,“蛟龙”和“南海岛礁建设”充
分展示了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能力提升。二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指出:“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统筹”和“加快”,充分反映了海洋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和紧

迫性。三是在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

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里着重强调了海洋是开放的大通道,同时也强调了

“一带一路”的陆海统筹。四是在建设美丽中国部分指出:“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

海域综合治理。”这里强调的是陆海统筹和综合治理。五是在军队现代化部分讲到:“建设强大的现

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

特色现代化作战体系。”这里强调了强军对强海的保证作用[7]3 43。党的十九大报告用有限的笔墨

展示了通过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科技、海上丝路合作、维护海洋权益等实现

海洋强国的目标。虽然表述是分散的,但逻辑是严密的。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赴海南、山东多地考察,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在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很大的篇幅阐述海洋强国战略。他说:我国是海洋大国,
党中央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海南是海洋大省,要坚定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

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加快培育新兴海洋产业,支持海南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着力推动海洋

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技,加强深海科学技术研究,推进“智慧海洋”建设,把海南

打造成海洋强省。要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统筹海洋开发和海上维权,推进军地共商、科
技共兴、设施共建、后勤共保,加快推进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建设,坚决守好

祖国南大门[8]。这篇讲话虽然是针对地方的,但对全国沿海海岛其他地区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从海洋经济强省到海洋强国建设,是海洋事业发展层次的提升———从省级层面提升到国家层

面;是海洋事业发展内容的拓展———从海洋经济扩大到海洋生态、海洋科技、海洋权益等;是海洋事

业发展方式的改变———从自下而上推进转向自上而下推进。

二、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海洋强国建设涉及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繁荣海洋文化、创新海洋科技、建设海洋制

度、维护海洋权益等方方面面的任务。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

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

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这“四个转变”深刻阐明了我国发展海洋事

业的主要任务和实施路径,构筑起全面经略海洋的“四梁八柱”[9]。

(一)发展海洋经济

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和支撑。习近平认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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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①。习近平海洋经济思想的主要论点

有:第一,做大海洋经济总量,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习近平指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
大海洋开发领域,只有做大海洋经济,才能做到“依海而富”。第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发展质量效

益型海洋经济。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海洋产业规划和指导,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经济增长

质量,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6]。第三,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做到陆海

经济统筹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就必须先搞好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整合沿

海、延伸海岛、加强互通、扩大共享”的思路,“搞好沿海城市、中心大岛、重要海洋功能区的布局衔接

和联动建设”。第四,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做强海洋经济。习近平强调,要培育壮大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6]。第五,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以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习近平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技兴海

战略”,“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以资产为纽带的产学研联合”,“不断提升科技对海洋

经济的贡献率”。习近平认为,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

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10]1 3。第六,要以港口建设为突破口,有重点地发展临港工业。“各地要从自

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有所侧重,有所突破”,“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发展石

化工业、能源工业、船舶制造业,适当发展钢铁工业,积极建设战略物资储备基地”[1 1]。而且,习近

平特别强调推进海洋经济体制改革,加强自由贸易港建设。

(二)保护海洋生态

保护海洋环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海洋生态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结合,主要论点有:第一,海洋生态生命论。习近平提出要像对待

生命一样关爱海洋②。2006 年 9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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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护海洋关爱海洋,不仅体现在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上,更体现在他的言传身教中。201 2 年 3 月 7
日,他在看望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福建代表团时表示: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要更加重视和

加强对森林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同时还要注重加强海洋管理,保护海洋环境③。第二,碧海银滩资

源论。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以此类推,碧海银滩就是金

山银山。201 7 年,习近平赴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考察,他沿着木栈道详细了解红树

林作为“海洋卫士”“海上森林”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强调要做好珍稀植物的研究和保护,把
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域建设好。201 8 年 4 月,在海南考察时,习近平再次强调,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要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1 3]。第三,海洋生态为民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

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中国海洋生

态环境有明显改观,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字里

行间,流露出总书记的爱民情怀。第四,陆地海洋统筹论。海洋环境问题表面看在海上,其根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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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刘家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思想　努力发展海洋经济》,201 8 年 6 月 2 1 日,http://www.
qdxc.gov.cn/study/study/20 1 8/062 1/3828.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佚名《习近平的海洋情怀》,201 8 年 6 月 5 日,http://news.youth.cn/sz/20 1 80 6/t20 1 80 60 5_1 1 6 3 7 1 64_2.htm,20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参见佚 名《习 近 平 指 出 要 进 一 步 抓 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201 2 年 3 月 1 2 日,http://news.1 6 3.com/12/03 1 2/1 1/

7SD4QAJ0000 1 4JB5.html,20 1 8 年 8 月 3 日。



陆上。因此,习近平强调,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
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要从源头上有

效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开展海洋修复工程,推
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6]。

(三)创新海洋科技

创新海洋科技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和要害。习近平海洋科技思想的主要论点有:第一,海洋

科技瓶颈突破论。习近平强调,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建设

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

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6]。第二,关键科技创新论。习近平指出,要搞好海洋科技创新总体规划,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进海洋经济转型

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6]。201 8 年 6 月 1 2 日,习近平在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察时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一定要抓好,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来研发①。第三,海洋科技转化论。习近平指出,中国

主要的海洋科技研究仍然与近海和海岸带相关,注重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但必须意识

到,与远洋深海相关的重要资源能源、环境效应和生命过程问题已成为海洋科技研究的新焦点[14]。
习近平形象地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就是中国这艘巨轮挺进深海

的动力和风帆②。第四,智慧海洋建设论。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深远海技术的创新发展。在视察

海南省时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要发展海洋科技,加强深海科学技术

研究,推进‘智慧海洋’建设”,“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推动我国海洋科技

全面发展”[1 5]。

(四)维护海洋权益

维护海洋权益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根本和保障。习近平海洋维权思想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增强

海洋主权和安全意识。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③。要坚

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 6]。第二,用谈判方式解

决海洋争端。习近平始终强调对话、谈判协商是解决海洋争端的最优选择。201 3 年 7 月 30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中谈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时,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

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6]。2014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年

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

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推动建设开放、透明、平等的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④第三,提高

海洋维权能力。习近平强调,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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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佚 名《习 近 平 谈 建 设 海 洋 强 国》,201 8 年 8 月 1 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 1 8/08 1 3/c100 1
3022 5 72 7.html,20 1 8 年 9 月 5 日。
参见佚名《习近平的海洋情怀》,201 8 年 6 月 5 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 1 80 60 5/t20 1 80 60 5 _ 5 242 5 8 6 30.
s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佚 名 《习 近 平:周 密 组 织 边 境 管 控 和 海 上 维 权》, 2014 年 6 月 28 日, http://news.1 6 3.com/14/0628/14/

9VR77V7I000 1 4AED.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2 日。
参见钱彤、郝亚琳《习近平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 1 4 0 6/28/c_1 1 1 1 3 64 1 1 7.htm,201 8 年 1 0 月 1 2 日。



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中国海洋权

益[6]。第四,推进国家间海洋友好合作。201 3 年 1 0 月 3 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提出“东南亚自古便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 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①。
从以上论述可见,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下列鲜明特色:
第一,在海洋强国建设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海洋强国”从字面上理

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做好“海”字文章,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国防等方面的强

国;二是通过做好“海”字文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责任扛在肩上。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政治局常

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忠实体现。在谈到海洋环境保护时,习近平

指出,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

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让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有明显改观,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
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没有国家的富强,就
不可能有人民的富裕。建成海洋强国,就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涓涓细

流,汇成大河。海洋强国的建设依靠人民,只有把人民参与海洋强国建设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
才能真正建成海洋强国[1 7]。习近平在“为国”和“为民”的关系把握上拿捏精准。

第二,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系统论和矛盾论等方法的统筹运用。习近平多次强调,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生态经济

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是对待一个整体的系统,就要采取联系和

发展的方式,不可以采取“九龙治水”“九龙治海”割裂的方式。在海洋强国建设的方法论上,习近平

十分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统筹:一是坚持国内国际统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学习会上,习近

平明确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国内而言,需要统筹处理好境内地区与境外地区、沿海地

区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与沿海地区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就国际而言,需要统筹处理好国家领海权

益的维护、国际公共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科技的合作研发等各个方面的工作[1 7]。二是坚持陆地

海洋统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海洋强国建设”。陆地和海洋是相互补

充、相互联系的两个系统。陆地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海洋的支持,海洋的开发利用离不开陆地的保

护。201 3 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陆海统筹的一个典范。在陆上,致力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在海上,致力于 2 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最终形成“带”和“路”的循环闭合。三是坚持

“五位一体”统筹。海洋强国建设涉及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社会和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的各个方面,需要统筹兼顾。例如海洋经济建设与海洋环境保护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海洋经

济的健康发展会促进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经济的竭泽而渔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

的平衡健康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的恶化加剧有可能毁灭海洋经济。
第三,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海洋强国建设既涉及国

际治理,又涉及国家治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十分注重国际治理与

国家治理的统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学习会上,习近平就国际海洋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真知

灼见。一是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习近平告诫大家:“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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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二是坚持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要坚持用和

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三是提高海洋维权能力。“要做好应对各种复杂

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四是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国家海洋治理问题上,习近平

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以下亮点:一是治理主体问题突破了“管理”的局限,致力于构建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海洋治理结构;二是治理机构上突破了“九龙治海”的困境,整合多个部门

成立了自然资源部;三是治理手段上强调了科技兴海,强调海洋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四是在治理

制度上,强调依法治海、重典治海,以解决海洋事业发展中的乱象[1 7]。

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区域意

义———指导浙江省、福建省等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强国

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一)海洋经济数量质量齐升

发展海洋经济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基础和核心。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海洋

经济发展得好不好。图 1 展示了 2003—201 7 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部分指标①。从图中可以得

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中国海洋经济总量持续递增。海洋生产总值从 2003 年的 1 万亿级上升到

20 1 7 年的 7 万亿级,而且海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第二,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快速增长并保持高位。该占比经历了从迅速增长到逐渐趋缓的态势,最高时的 2007
年达到 1 0.1 1％,201 7 年仍高达 9.4％。一般认为,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以上的,
可以叫支柱产业。可见海洋经济大约是两个支柱产业占比的门槛值之和。第三,海洋经济产业结

构明显优化。201 1 年,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的比重是 5.1∶47.9∶47.0,属于“二三一”顺序;到 20 1 7
年调整为 4.6∶38.8∶56.6,属于稳定的“三二一”顺序,这体现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二)海洋环境开始出现好转

海洋是有生命的,海洋是有眼睛的。妥善处理人海关系,就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海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四大体系”:以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为主体的海洋资源管理

体系;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修复为主体的海洋环境管理体系;以海洋监测、预报、调查等为主

体的海洋业务体系;以海洋专门法律和督察制度为基础的海洋法治体系[9]。
自海洋强国战略提出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海洋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将生态管海贯穿于海

洋工作全过程。海洋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落地,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围填海管控、海域和无居民海

岛有偿使用等机制加快建立,海洋空间规划约束和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不断强化,“生态＋海洋管理”
新模式不断完善。湾长制、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等改革试点顺利开展,蓝色海湾、
生态岛礁等大工程统筹实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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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7 年中国海洋经济主要指标

表 1 为 20 1 3—201 7 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的部分数据比较①。从表 1 可见,夏季符合第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比从 20 1 3 年的 9 5％提高到 20 1 7 年的 9 6％,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夏季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的近岸海域面积占比从 20 1 3 年的 1 5％下降到 20 1 7 年的 1 1％,总体呈明显下降

趋势;枯水期河流入海检测断面水质为Ⅰ至Ⅲ类河流条数占比从 20 1 3 年的 1 1.1％上升到 20 1 6 年

的 2 5％,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但 20 1 7 年出现下降;枯水期河流入海检测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河流

条数占比从 20 1 3 年的 68.1％下降到 20 1 7 年的 43.6％,总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因此,无论是河

流入海水质还是海水水质本身,总体上均呈现出“好”的指标总体上升,“差”的指标总体下降。

表 1　2013—2017 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状况

年份

夏季符合第一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

海域面积占比(％)

夏季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的近岸

海域面积占比(％)

枯水期河流入海检测

断面水质为Ⅰ至Ⅲ类

河流条数占比(％)

枯水期河流入海

检测断面水质为劣于

Ⅴ类河流条数占比(％)

201 3 9 5 1 5 1 1.1 68.1

20 14 9 5 1 4.7 1 3.9 5 1.4

20 1 5 94 1 4.3 1 8.2 58.4

20 1 6 9 5 1 2 2 5.0 35.3

20 1 7 9 6 1 1 1 0.1 43.6

(三)海洋科技实现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科学技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以
前沿问题为导向,稳步提升了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在深远海等关键技术领

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推动了海洋关键共性、公益性技术转化。海洋科技的重大

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已初步构建,已具备近海环境监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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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雷达探测技术、定点平台观测技术、海洋遥感技术等方面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二是深海关键

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具备 4 500 米深海探测作业能力,取得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马号”

4 500米级遥控潜水器、“海燕号”深海滑翔机等一批重大成果。三是海洋资源已实现近海开发与利

用,初步具备深水油气作业能力。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具备了近海勘探开采能力,取
得了“海洋石油 98 1”等一批重大成果。四是海洋科研基地平台、人才队伍体系基本建成,初步具备

了海洋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能力①。

(四)海洋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谈判的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坚持“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同时,中国必

须拥有维护海洋权益的能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海军主战武

器装备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中国首艘航母 1 6 舰正处于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之中,首艘自主研制生产

的航母、万吨级驱逐舰也先后下水,新型核潜艇、052D 型驱逐舰以及轻型护卫舰、大型护卫舰、大型

船坞登陆舰、新型综合补给舰等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相继列装服役,海军作战平台向大型化、远程

化方向迈出了坚实步伐;随着新一轮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的深入推进,海军的兵力结构和整体布局

得到进一步优化,体系重塑迈出重要步伐;抢抓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机遇,实现了水面舰艇编

队、海军航空兵、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走出去常态化,在吉布提成立了首个海外保障基地;走向深蓝、
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先后完成了环球航行访问、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叙利亚化武护航、
马航客机搜寻、马尔代夫紧急供水、也门战火中撤侨等重大远海任务,彰显了大国担当,赢得了国内

外各界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赞誉[18]。

(五)加快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加强全球海洋治理。长期以来,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缺乏

话语权。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大大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举足

轻重的作用。第一,中国开始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海洋事务进入快速发展期,海洋治

理进入深度调整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更多全球海洋事务的制度性权利是我国建设海洋强

国的必然要求。第二,中国开始积极谋划全球海洋事务。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通过与沿线参与国的战略对接,以发展蓝色经济为主线,
推动全方位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共同走上依海繁荣之路,实现人海和谐局面。第三,中国开始构

建国际性的多层次蓝色伙伴关系。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创新与应用、海洋公共产品共享、
海洋安全维护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国际合作,不断扩大我国“蓝色朋友圈”。第四,中国积极参与

联合国海洋法非正式磋商。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蓝色经济、极地、深海等,在全球性和区域性规

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9]。总而言之,缺乏中国参与的全球海洋

治理会缺乏一支重要的正义力量,也会使中国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不仅

可以使中国拥有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有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而且可以在全球海洋事务中发

挥“协调人”“仲裁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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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Shen Manhong1,2　Yu Xuan1

(1.Busines s School,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 1 5 2 1 1,China;

2.Donghai Institute,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 1 5 2 1 1,China)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process,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views on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Xi Jinping's important views
on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being the first to issue the call to
″go to the sea″(1 985 1 9 9 9),clearly pro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marine economy
province (1 9 9 9 20 1 2),and solemnly decla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201 2 ).
The development from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marin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a maj or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field from land to sea,of the construction vision from domestic to
international,and of the strategic thinking from passive to active.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ne econom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province of marine economy,it is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construction scope from the local city to the provincial province,the construction
level from the prefecture level to the provincial level,and the construction goal from a big marine
economy to a strong marine economy.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province of marine
econom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it i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to the national level.It is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nt from marine economy to marine ecology,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t i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from bottom-up
to top-down.

Xi Jinping's important views on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mainly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logy,the innovation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ritime rights, etc. The main argu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include the expansion of the ocean economy,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arine industry structure,the strengthening of marine infrastructure,the cultivation of
strategic marine emerging industries,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The
argu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logy mainly include four theories:″marine ecological
life″,″blue sea silver beach resources″,″marine ecology for the people″,and″co-ordinate land and
sea″.The main arguments for the innovation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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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ttleneck″,″k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rine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and″smart ocean construction″.The arguments
for safeguarding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mainly include enhancing marine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awareness, negotiating maritime disputes, improving marine rights protection
capabilities,and promoting ocean-friendly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has three distinct features:In
terms of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he has proposed an overall plan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the people's benefit. In terms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he has provided us with the co-ordination
methods such as contradiction and system theory.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he has guided us to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tate
governance.Therefore,Xi Jinping's maritime power thought has great significance.On the one
hand,his view guides the coastal provinces in China to create demonstration zones for strong
marine provinces.On the other hand,it strong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and has achieved maj or breakthroughs.Moreover,it provides ″China Program″ and ″China
Experience″for global marine governance.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view on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have risen
steadily,the marine environment has begun to improve,marine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maj or
breakthroughs,maritime rights has been effectively maintained,and global marine governance
has accelerated.
Key words:Xi Jinping;maritime power;marine economy;marine rights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 2018 年度考核中成绩“优秀”

近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 1 9 2 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进行了年度考核。综合各期刊主要办刊举措,
特别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两个专题专栏建设情况和成效,以及日常信息报送和

经费使用等,经认真研究,32 家期刊考核“优秀”,158 家期刊考核“合格”,2 家期刊因未按时提交考核材料,考核“不合格”,
暂停资助,限期整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 20 1 8 年度考核中获得“优秀”。在本考核年度,编辑部先后主

办、协办或学术支持了十余个国内外学术会议,每期推出 3—6 个主题研究栏目,包括阐释十九大精神栏目、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栏目、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目等,荣获两项国家级与省部级政府奖,多项全国行业协会及华东地区期刊奖,获
学者好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以此为契机,再接再厉,努力建设好精品期刊,办好精品栏目,为推动期刊的繁

荣发展、提升中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做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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