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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海军外交: 成就与经验

张佳佳

(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武汉 430072)

摘要: 作为海洋外交与军事外交耦合的产物，海军外交是

维护国家利益、彰显国家威望的重要手段。受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和海军实力等因素影响，新中国海军外交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海

军外交主要表现为军事援助; 1978—2012 年，海军外交

“朋友圈”不断扩大，形式逐渐丰富;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

色海军外交局面初步形成。70 年的发展历程表明: 中国

海军外交的根本宗旨是服务和平发展道路与国家总体外

交布局，重要使命是树立良好的海军形象和国际形象，基

本原则是与国家实力相匹配，当前任务是护航“一带一

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助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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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3 日，庆祝中国海军成立 70 周

年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海军

代表团和 10 余国的舰艇应邀参加阅兵及高层研

讨会、联合军乐展示、舰艇开放、文体交流、军事专

业交流等系列活动。［1］此次海军阅兵是中国海军

外交的典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军外交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见证。作为海洋外交和军事外

交耦合的产物，海军外交在树立和彰显国家威望、
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建立和增加相互信任、应对

和影响国际事态、支持和配合外交谈判等方面意

义重大。［2］63-67本文将在明晰海军外交内涵和形式

的基础上，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外交的

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就、特点与经验，进而为中国

海军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提供启发。

一、海军外交的内涵与形式

作为一个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海军

是在海洋活动的重要行为体，也是保护国家海洋

权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力量。大航海时代以来，

海军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在英国、西班牙和法

国等国的全球殖民地争夺与海上争霸中，在一战、
二战的血雨腥风中，在冷战时期的美苏海上军备

竞赛中，海军的作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对

海军外交进行学术论证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海军

外交的实践早就有之。从公元前 5 世纪末希波战

争中萨拉米斯海战前希腊城邦的海军结盟活动，

到近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多以强势

胁迫、缔结海军条约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炮舰外

交”。中国明朝初期的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则是早

期海军和平外交的体现。
海军之所以能被赋予外交职能，取决于其活

动范围广、机动性强、灵活度高的特点。正如马汉

所说:“唯有海军的活动范围是国际性的，它和政

治家的活动范围同样广阔。”［3］军舰具备代表国

家、合法在世界海洋活动等有利条件。海军用于

外交，能够以不侵犯别国领土为前提，把本国的旗

帜和权力带到全球各地，且其壮观景象会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因此炫耀海军力量是提高国家威望

的重要手段。［4］法国舰队 1891 年对俄国喀琅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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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访问和俄国舰队 1893 年对法国土伦港的回

访，表明法俄之间的军事联盟达成。
历史上，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凭借强大的海

军实力实现了其对外政策目标，因而西方学者对

海军外交的内涵、形式、优劣势等有所建树。以阿

尔弗雷德·马汉( Alfred Mahan) 、凯文·罗兰兹

( Kevin Ｒowlands) 、肯·布斯( Ken Booth) 、戈尔什

科夫( 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为代表的学者率先将

海军和外交联系起来，对海军外交进行定义。在

他们眼中，海军是推行和支持国家对外政策的工

具［5-7］，海军外交主要是“非战争时期海军力量对

国际事务影响力的施展”［6］。随着海军外交实践

的逐渐深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海军外交的组成、
模式、优势等。例如，瑞典学者怀登( Widen) 认为

海军外交一般包括政治目标、海军手段、外交方式

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四个方面; ［8］美国著名学者卢

特瓦克( Luttwak) 进一步提出潜在的( latent) 和积

极的( active) 两种海军外交模式; 英国学者杰弗里

·蒂尔( Geoffrey Till) 概括了海军外交在可控性、
战略动机、适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9］相较而言，

由于中国的海军建设起步晚、实践少，中国学者关

于海军外交的研究成果不多，对海军外交的定义

多沿用国外学者的看法。如秦天等对海军外交的

定义完 全 借 用 了 凯 布 尔 关 于 炮 舰 外 交［10］ 的 定

义; ［11］刘继贤等认为海军外交是有限海军力量的

政治运用; ［12-13］张启良在系统梳理海军外交概念、
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海军外交分为友

好外交、合作外交、信任外交、威慑外交四种类型，

并对海军外交决策进行了评估。［2］63-67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海军外交的定义多

从海军的工具价值出发，但对海军外交的内涵、外
延等的认识莫衷一是。鉴于此，本文认为海军外

交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外交与军

事外交耦合的产物 ( 见图 1 ) 。在全球化深入发

展、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参与外交的主

体从专门的政府机构外溢到更多领域和部门，海

洋外交与军事外交应运而生。就海洋外交而言，

随着人类“走向海洋”，海洋的非自然属性被重

视。传统学派和功能主义对海洋外交的理解各有

侧重，综合来看即各主要国际行为体以海洋秩序

构建和海洋权益维护为核心，以海洋良治为目标，

借助于海洋这一媒介或载体从事有关涉海政治、

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等外交活动的总和。［14］再

就军事外交而言，其发端于国家产生后的对外交

往需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践形式不同。在古

代国家间的征战中，军事外交表现为派使者递交

挑战书、议和书等; 20 世纪后主要表现为缔结军

事同盟，如一战期间的协约国和同盟国集团、二战

期间的轴心国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 21 世纪以

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军事外交主要表现

为国防外交，即国家或军事集团间在军事及相关

领域外交活动的总称。［15］

图 1 海军外交的定位与性质

结合海洋外交、军事外交的定义以及对海军

特性的认识，可将海军外交大致理解为: 和平时期

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以海军为行为主体，运用海军

资源维护国家利益、展示国家威望的一系列外交

行为。影响海军外交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

国家总体外交政策和海军实力。其中，国家总体

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海军外交的意愿，即交往对

象。当一国的总体外交政策比较积极时，其进行

海军外交的意愿会较为强烈，交往的对象较多元;

海军实力决定了海军外交的能力，即交往距离和

形式。海军实力强大才有能力生产用于海军外交

的装备，先进的装备则意味着海军到达的距离更

远，形式更加多样。海军外交的意愿和能力共同

决定了其发展轨迹( 见表 1 ) 。在和平时期，海军

用于战争的概率大大降低，为应对国际社会出现

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海军的外交用途更加广泛，形

式更加丰富，主要包括船舰互访、联合军演与阅

兵、国际维和与护航、海上救援、撤侨等。
表 1 海军外交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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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1978 年的中国海军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面临严重

的内忧外患。内忧主要是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新

中国的建设问题; 外患则主要表现在西方国家的

封锁，国际社会笼罩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下。这一

时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中国的总体外交战

略先后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

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主席强调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反对帝

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16］20 世纪 50 年代，中

国建设海军的目标是保卫沿海沿江［17］，实行沿岸

防御。20 世纪 60 年代，海军目标转变为以“空、
潜、快”为核心，实行近岸防御。① 在此指导下，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人民海军的装备水平大大提高，

国产导弹驱逐舰、攻击型核潜艇、导弹护卫舰等相

继列装。
这一时期中国海军对外交往对象主要是苏联

和第三世界国家，形式主要是海军援助。在中苏

友好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海军装备援助、技术

援助和人员援助等多种形式的援助。1953 年，中

苏签署《关于海军订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苏联给

予中国技术援助的协定》，规定苏联有偿向中国提

供生产舰艇所必备的设备和技术。虽然该协定随

着中苏友好关系破裂而终止，但中国海军建设最

初取得的成就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18］中国海军

外交在这一阶段还表现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

助，如向坦桑尼亚赠送数艘巡逻艇、与阿尔巴尼亚

签订海军援助协定、向巴基斯坦海军提供武器装

备、援助越南建设海军修理厂，以及援助朝鲜的

“十三号”工程等。除海军援助外，其他海军外交

形式接近空白。1956 年，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切

库存罗夫中将率领舰艇编队首访中国时，曾热情

邀请中国海军访问苏联，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合适

的舰艇做一次礼节性的回访。［19］ 中国海军曾于

1957 年在青岛举行首次海上阅舰式，却是封闭保

密的，未起到外交效果。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总体外交和海军外交

都处于摸索阶段，属于保守型、合作型外交。受制

于总体外交政策和海军实力，中国海军这一阶段

对外交往的意愿低，且能力不足，交往对象和形式

十分有限，未发挥较大的国际影响。实际上，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有所

改善，但由于政策和实践上的主动性不足，中国海

军外交未能抓住机遇进行拓展。［20］

这一阶段的海军外交效果具有双面性: 一方

面，中国海军外交呈现出密切配合总体外交和与

其他国家互利互惠的特点，为海军力量积蓄和保

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新中国的海洋战略更多

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被动回应，［21］海军外

交也相对被动，加之对外海军援助超出自身实力，

客观上影响了中国海军的 发 展。如，虽 然 按 照

1950 年《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

的协定》的规定，“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即

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

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2］，但中国

海军直至 1955 年才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此后苏

联又提出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被坚决拒

绝。

三、1978—2012 年的中国海军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

新的变化。尤其是美苏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

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和“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

为”的外交方针。1979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建立

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进一步明

确了人民海军建设的根本要求。20 世纪 80 年

代，提出海军“近海防御”战略。在此指导下，人

民海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据统计，2012
年中国下水 15 艘千吨级以上水面舰艇，建造下水

数量世界第一，建造总吨位仅次于美国，中国海军

从近海走向远海。［23］

得益于开放的外交政策和不断增强的海军实

力，这一阶段中国海军外交的意愿和能力都大幅

提升，海军外交工作全面开展，并在对外交往的过

程中合理做“加法”。
第一，对外交往对象增加，“朋友圈”扩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军外交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

① 参见顾俊《中国海军的战略演变与建设发展》，《决策论
坛———政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下) 》，
2015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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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

家，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建立了良好的海军外交

关系，军舰互访频繁。1978 年 4 月，法国舰队访

问中国，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海军外交的

先河。此后，美国、新加坡、英国、意大利、瑞典、阿
根廷等国家军舰先后来访。1985 年 11 月，中国海

军主动走出国门，出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

拉三个南亚国家，掀开其作为“国际军种”新的一

页。随着海军装备水平提高，中国海军作为“流动

的国土”，出访国家越来越多，距离越来越远，影响

也越来越大。2000 年，中国舰队访问马来西亚巴

生港，吸引当地 2． 5 万人次参观。［2］2442002 年 5 月

至 9 月，海军舰艇编队进行首次环球航行，访问了

10 个国家。海军在扩大“朋友圈”的过程中，增加

与相关国家的军事互信，促进双边、多边合作，改

善中国在国际军事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成为提高

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撑。
第二，对外交往形式更加多样。这一阶段，除

船舰互访外，中国海军还频繁展开海军交流、联合

军演、护 航、医 疗 救 援 等。据 统 计，2004—2012
年，中 国 与 其 他 31 个 国 家 联 合 海 上 军 演 28
次。［24］联 合 海 上 军 演 是 国 家 关 系 的 直 接 体

现，［2］240巩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强

了与他国海军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的信心。例如，

在 2004 年欧盟内部酝酿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遇到

困境时，中法海军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联合

军演。此次军演不仅巩固了中法关系，也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选择。2008 年 12 月，中国海

军首次参加护航行动并在国际军事问题上发挥影

响，提出“分区护航”的主张。到 2012 年，先后有

13 批护航编队交替执行任务，为中国航经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的船舶和人员保驾护航，为世界粮

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安

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10 年，“和平方舟”号医

疗船在亚非五国完成了“和谐使命—2010”巡回医

疗行动，彰显出人道主义精神。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中国海军树立了“和平之师”的良好海军形

象，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其已成为维护

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三，对外交往透明度提高。这一阶段，为适

应海洋形势发展和保障海上安全，中国海军举行

了 3 次海上阅兵，主动展示海军新型武器装备，透

明度提高。在 1995 年阅兵中，导弹驱逐舰哈尔滨

舰首次亮相，标志着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建立一

支与大国地位、大国形象相称的海上军事力量; 在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两国海

军举行了海上分列式，被视为中国海军三大舰队

现代化的集中展示; 在 2009 年海军成立 60 周年

阅兵中，来自俄罗斯、美国等 29 个国家的海军代

表团和 14 个国家的 21 艘各型舰艇参加，是中国

海军历 史 上 首 次 邀 请 外 国 海 军 参 加 海 上 阅 兵

式。［25］但是，受“韬光养晦”外交战略影响，中国海

军外交的透明度还是有限。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

海军力量迅速壮大，部分西方国家囿于“国强必

霸”的逻辑对中国海军活跃在世界舞台充满疑虑。
“中国海军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海外基地建

设、航母发展等话题，备受国外媒体关注。［26］美国

媒体曾炒作，中国潜艇部队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地

区性和战略性的挑战。［27］

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真正地走向了国际舞台，

形成了全方位、多形式的海军外交格局。海军外

交在这一阶段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不搞侵略扩

张或结盟，以和为贵。综观世界海军史，大国海军

力量壮大之后往往走向侵略扩张，英国、日本、美

国都不例外。但是中国海军外交的发展打破了这

一现象，海军力量的强大和海军外交只为维护国

家安全、人民利益服务，为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困

境和难题而努力。第二，海军外交力求“有所作

为”，主动性提高。这一时期，海军外交实现了船

舰互访，联合军演，海上阅兵的常态化、机制化，海

军外交对象的选择和外交形式的拓展都是主动

的，无论是在地区海洋事务中还是在世界海洋安

全维护上，中国海军外交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四、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海军外交

21 世纪以来，中国迎来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局势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世界政治、
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同时，国际社会

“黑天鹅”事件频发，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人类的挑

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

“亲、诚、惠、容”理念处理周边关系，坚持正确义

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打造多边外交“朋友

圈”，中国外交呈现出“奋发有为”的态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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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上战略安全环境却不容乐观，东海、南海

海域的海洋争端不断。美国先后推出“亚太再平

衡”战略和印太战略，数次以“航行自由”为借口

穿越南海与台湾海峡，严重侵犯中国领海主权; 日

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菲律宾挑起的“南海仲裁

案”，给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带来严重挑战。面对挑

衅，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海军有实力

也有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随着科技和制造业能力的提升，中国舰船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军经历了一轮“下饺子”式的

造舰高峰。2014 年到 2018 年，中国分别下水了

15、15、20、15、21 艘舰艇，总吨位达 71． 1 万吨。海

军从“空潜快”到航母编队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

力，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

性军种。［28］历经 70 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海军已经

超越俄罗斯、英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海上力

量。海军战略也从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

护卫型结合转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创了海军外交新局面。

中国海军已经到访过全球七大洲的 103 个主要国

家，中国海军外交活动一度成为代表性的国际事

件。
首先，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以海军撤侨为

例，在当今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风险无处不在，

旅居海外的各国公民对本国政府的“保护”的期

待与要求也在提高。［29］在 2015 年的也门撤侨行

动中，中国海军 3 艘舰艇成功将 621 名中国同胞

和 15 个国家的 276 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28］体

现了大国担当，赢得国际社会赞誉。美国《纽约时

报》称此次行动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

践”。英国《每日邮报》对此评论称，这是中国前

所未有的举动，表现出中国正在更多地参与全球

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愈发

增强。［30］

其次，彰显中国的大国威慑力。中国海军外

交的威慑功能仅仅针对挑衅势力，不惹事也不树

立假想敌。如 2018 年 4 月 12 日，中央军委在南

海海域隆重举行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上阅

兵，48 艘舰艇、76 架战机、万余官兵参加受阅。［31］

此次阅兵一方面是对美国、菲律宾等频繁地在南

海“兴风作浪”的回应; 另一方面，南海是国家重

点战略方向，加强南海方向海军作战力量和保障

力量建设是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和

打赢战争的现实和紧迫需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 CNN) 称，以中国在阅兵和军演中展示的舰艇

数量看，“毫无疑问，中国是在这个政治敏感地区

显示军力”［32］。南海阅兵恰逢其时地向国际社会

展示了中国现代化、信息化的海军实力，有利于威

慑挑衅中国南海领海主权的势力，改善周边海上

安全环境，反制美国“印太战略”。
再次，增强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海

军外交是友好的、平等的，因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军

更加积极参与护航和医疗救援，成为世界了解中

国的桥梁和窗口。截至 2019 年，共有 32 批护航

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190 批次; 和平方舟医院船服

役以来，航迹远及三大洋六大洲，到访 43 个国家

和地区，为 23 万余中外民众送上了医疗服务。得

益于海军外交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2018
年中国海军向世界多个国家发出了参加多国海军

活动的邀请，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参

与此次阅兵的国家数是海军 60 周年大阅兵的两

倍，显示了中国海军外交强大的吸引力，起到了增

信释疑的作用。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海军外交呈现出以下特

点: 一是配合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重要实践。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

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

略意义。［33］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军着眼于周边安

全环境的复杂性，频繁地与周边国家进行联合军

演等外交活动，巩固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威慑

了周边挑衅势力。二是坚持正确义利观，主动为

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在国际社会单边主

义和霸权逻辑回潮的背景下，中国海军坚持正确

的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通过精心组织

远洋护航、联合军演、国际救援、医疗服务、撤侨护

侨等行动，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主动为国际社会提

供安全产品。三是中国海军外交注重提升话语

权。目前，围绕海洋的博弈愈演愈烈，谁掌握了话

语权就处于主动。十九大报告中提及，“要认清军

事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战略影响和塑造能力，加快

提升 我 国 在 国 际 安 全 领 域 的 话 语 权 和 影 响

力”［34］。中国海军在外交活动中也重视制度性话

语权的提升，如 2014 年中国成功举办西太平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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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论坛第 14 届年会，并主导通过《海上意外相遇

规则》。［35］

五、新中国海军外交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到总体外交政策和海军

实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海军外交总体上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强起来”到“走出去”的发展过

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以不同的形

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前，中国海军外交面临

新的机遇与挑战，应当充分总结吸收 70 年的经验

教训，更好地发挥海军外交维护国家威望、保障国

家安全、保护海外利益的作用。
第一，中国海军外交的根本宗旨是服务和平

发展道路与国家总体外交布局。中国的海军建设

是出于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需求。综观中国海

军外交的发展历程，无不紧密围绕国家总体外交

布局展开，根据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而调整，根据

海军使命任务的拓展而丰富。西方国家在意识到

海洋的重要性和海军力量强大后提出“谁征服了

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的海权论，而中国海军强

大后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海军将

一如既往地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履行

国际责任义务，保障国际航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

海上公共安全产品。［36］海军在进行外交活动时，

既要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要致力于维护全

球海洋的和平、安宁与良好秩序，有力配合国家政

治外交大局和军事斗争准备，为国家发展和民族

复兴营造良好的海上战略环境。
第二，中国海军外交的重要使命是树立良好

的海军形象和国际形象。海军外交是打造国家形

象的“名片”，是提升海军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首

先，守法是树立海军形象的前提。一方面，海军外

交活动是国际性的，因而在实践中要受到国际法

的制约，不搞“例外主义”。海军在护航，穿越国

际海域、海峡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另一方面，海军在执行救援、撤侨等任

务时还要遵守相关国家的国内法律，做到不干涉

他国内政。其次，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是树立大

国海军形象的关键。中国海军外交要为维护世界

和平做出实质性贡献，今后海军外交实践应适当

增加参与国际护航、打击海盗、医疗救援等活动的

频次，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再次，海军外交要注

重话语权的提升。海军国际话语权有可能为其带

来良好的声誉，反之，如果丧失话语权或没有话语

权，自身真实的状况和声音就不可能得到真实完

整的表述，形象和声名会大打折扣。［37］海军对外

交往的过程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

声音”。
第三，中国的海军外交要与实力匹配，既不虚

张声势又不谨小慎微，形成有效威慑。海军外交

若与实力错配则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战略误判，

引发严重后果。一方面，通过船舰访问、阅兵、军

演等形式的海军外交展示出中国海军真正的实

力，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海军已经摆脱了“一穷二

白”的窘境。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南海、东海等海

洋问题争端，中国海军都已经不惧怕挑衅，这可以

对相关国家形成有效威慑，促使其做出正确的决

策，促进海洋争端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海军外交

恪守原则，不虚张声势，无论是海军对外援助还是

医疗救援、护航，都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在实

力范围内进行。
第四，中国海军外交当前任务是护航“一带一

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助力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内最重要

的战略安排之一，也是造福沿线人民的大事业，其

中“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离不开海军的保

驾护航。“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了 10 多个国家

的近百个城市和港口，穿越了太平洋、印度洋等海

域。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国际海盗活动、海上恐怖

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海上丝绸之路”
推进的进程，客观上提升了对海上安全措施的要

求。其安全保障既不能依赖于单个国家，也不能

走“各扫门前雪”的路子，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中

国海军要与沿线国家定期会晤协商，实现海上安

全信息共享; 展开联合搜救演习，提升问题预警和

处理能力; 更积极参与护航、维和等行动，打造人

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海军海上交往中做到“同

呼吸共命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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