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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
脉络与理论演变初探

廖民生1 刘 洋1

( 1．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 三亚，572022)

摘要: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历史选择和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创新，制定完善海洋政策和战略，形成了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体系。从毛泽东时期的向海图存防御性海洋战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

时代的开放性经略海洋思想，从江泽民时期“实施海洋开发”战略主张到胡锦涛时代发展建设

“和谐海洋”的延伸，习近平新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

理论体系。梳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旨在厘清和明确我国迈向海洋强国

发展进程中的顶层设计、政策发展嬗变的轨迹、核心理论与重要观点、实践经验与历史教训，更

好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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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战略是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历代

中央领导集体海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战略大致经历了五个发

展阶段，即以毛泽东反封锁、反霸权、防御为主

要特征的第一阶段; 以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开放性海洋政策为重要标志的第二阶

段; 以江泽民实现海洋综合安全、从战略的高度

认识海洋为核心内容的第三阶段; 以胡锦涛建

设和谐海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重要内涵的

第四阶段; 以习近平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为目标的阶段。

一、毛泽东时期的向海图存

防御性海洋战略

经过长期艰难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完成了

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

大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伊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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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百废待兴，尚未完全解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防御性海洋发展战略，“向海

图存”①，这也是国际上美苏争霸和国内台湾问

题两大因素双重影响的必然选择。

1．1 坚决捍卫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高度重视海防发展

与海军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

的重要保障。1958 年《关于领海的声明》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

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

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

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

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我国宣布“任何外国船

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有关法令”②。这些规定明确了我国领海

线范围及属地管理，初步体现了我国海权独立

思想。1958 年聂荣臻建议中央启动研制可携带

导弹的核潜艇工程，在苏联政府及专家团队拒

绝帮助中国研发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

瞩，毅然坚持核潜艇的研制，并制定“核潜艇，一

万年也要搞出来”的目标。在众多科学家、工程

师的努力之下，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 1970 年 12
月成功下水并随后入列，这是我国海防战略维

护国家海洋主权迈出的重要一步。1974 年 1
月，南越政府派军队频繁入侵西沙群岛，毛泽东

决定反击南越挑衅，实施“西沙自卫反击战”，恢

复被侵占的国土，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击

退敌舰、收复岛礁主权的海战③。

1．2 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构想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声明:“我们

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

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

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

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

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

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④。
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相对缓和，台湾局势相

对稳定，国共两党均表示愿意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同时，我国内地全面进入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一历史

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

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等重要思想⑤。

1．3 建立强大海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

( 1) 开创了中国海军事业，奠定了海军的重

要战略 地 位。毛 泽 东 将 海 军 定 位 为“战 略 军

种”，这确立了海军在我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为我国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海军

部队战斗力的迅速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
( 2) 把建设一支防御性强大的海军作为发

展海军的主要方向。1949 年 9 月 21 日，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布:“我们将

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

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⑥。1953 年 12 月 4 日，毛

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为了

肃清海匪的骚扰，保证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

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

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

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

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

支强大的海军。在建立完整的海军航空兵部

队、潜艇部队、海岸导弹部队、海军陆战队等综

合性的现代化海军的过程中，我国加强研制具

有“核动力”“核武器”性能的战略核潜艇，使得

我国海军真正地迈入“战略军种”的重要地位，

也为推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要军事

保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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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要是从军

事角度来思考海洋、海军和海防问题，大大改变

了中国近代无海防、无海权的历史，从主权独

立、建设强大海军队伍的角度来规划当时的海

洋战略，奠定了一个以“独立的海洋主权”为一

体、以“强大的人民海军”和“强大的海洋经济”
为两翼的战略格局，为我国后续海洋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邓小平时期的开放性经略海洋

的战略构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时的中国

亟需改革开放，邓小平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

体的核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经

济、改革开放的角度思考海洋问题，提出了经略

海洋的相关政策和思路。

2．1 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海洋政策

( 1) 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际环境逐渐和缓，我国重

点发展经济建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伟大科学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开创了新

途径①。香港、澳门、台湾一直以来就是祖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是顺应民意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 2) 实施“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政策，解决海洋争端。“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

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②。“有些国际

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

发”③。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世界各国在海洋

领域开展活动日趋频繁，不断加大对海洋的军

事控制，海洋争端逐步加剧。我国部分海洋岛

屿被其他国家侵占、分割，大量的海洋资源被掠

夺。邓小平针对南沙群岛等海洋争端问题，提

出了努力将这些岛屿收回来和将主权问题搁置

起来共同开发两种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共同

开发是有原则的，不能够损害我国的国家主权，

实现共同开发、共同得利。

( 3) 以“精干”“顶用”为目标的海军建设思

想。1981 年 9 月 19 日，邓小平在演习阅兵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军部队发出了“必须把我军

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

队”④的伟大号召，这是邓小平海军建设思想的

出发点与归宿。邓小平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

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
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

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⑤。

2．2 注重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1) 积极开发沿海经济特区，推进海洋经济

发展。邓小平提出“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

济”。1979 年开始，中国先后建立开放经济特

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沿海

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

济为中心，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2) 全面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科技，向

深海、极地领域进军。我国海洋事业开始跨出

周边近海，在两极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1985
年 2 月，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

站建成。1989 年 1 月，我国科学家在东南极大

陆建立中山站。邓小平实施的开发海洋政策为

“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奠定了

基础。随后，中国的科考船多次穿越北冰洋进

行科学考察，还在北极地区建立了科考站。这

一时期海洋的基础研究、深海调查、综合开发和

科考工作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同时也揭示出我国人民

海军“精干、顶用”建设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提供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同时，在

改革开放时期，沿海经济发展思想的提出，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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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宏伟

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江泽民提出的“实施海洋开发”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

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
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主张，成功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海洋建设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3．1 “实施海洋开发”战略主张

江泽民在 1995 年视察海军时讲到: “开发

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

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

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十六大报告进

一步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主张。包括

海洋渔业、航运及制造业、海洋科技、海洋环保

等海洋领域的重点开发与保护，成为本时期海

洋经济新的突破点，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

速发展。“海洋经济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观念，树立起开发和发展经

营海洋国土的观念，进而振兴我国海洋经济”①。
海洋国土历来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

托和基地，海洋资源更是国家资源的重要载体，

开发 海 洋 也 给 沿 海 地 区 快 速 发 展 提 供 有 力

支撑。

3．2 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实现

和平统一进程

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发展，

充分论证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理论和实

践，同时也为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补互利

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江泽民指出，坚持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

提，大力发展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

经济共同繁荣，共同发扬和继承中华文化的优

良传统，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心愿②。

3．3 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海军

海上安全维系着国家重大的生存和发展利

益。“海湾战争”后，我国必须把海军建设摆在

重要地位，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以适应未

来战争的需要。由于受到国家经济与科技实力

的制约，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水平与

美国等海洋强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海军发展

形势非常严峻。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全球性军事

战略调整正在深入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牵动着

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要求不断努力完成我

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着力

构建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③。
我国要维护海洋权益，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

海上军事力量，与国家利益的发展相适应，以确

保我国海上方向的安全。

3．4 执行《海关法》等法律，科学管理海洋事务

《海关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不仅有助于

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对外开放的法律环境。《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

程》和《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行动计划》的制定

为我国海洋产业发展、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学

研究、海洋可持续发展利用等指明了科学管理

海洋事务的方向④。
江泽民时期以海洋安全为重点，全面开发

建设海洋，既维护了我国的海洋权益，也是世界

各国在求同存异中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胡锦涛提出的“和谐海洋”
发展战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建设和谐海洋”。
从 21 世纪初至中共十八大召开，我国进入建设

和谐海洋阶段。

4．1 重视海洋科技开发，推进海洋经济发展

2010 年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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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杨金森、刘容子:“2020 年中国海洋开发战略前瞻”，《海

洋开发与管理》，1999 年第 4 期，第 7－11 页。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20－

423 页。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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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

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胡锦涛

指出，“加快科技进步，关键在于自主创新。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

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①。这一时期，我国海

洋科技、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取得明显

进展。我国科考工作实现了从南极大陆边缘向

南极内陆扩展的历史性跨越，北极科考也刷新

了中国航海史上的新纪录。海洋经济是我国海

上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海洋经济实力的提升

关系到我国海洋大国事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实

力的提升又主要依靠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和支撑，现代海洋产业已呈现出海洋科学、海洋

技术、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综

合性一体化的趋势。胡锦涛提出，要大力发展

空间和海洋科学技术，提高海洋探测及应用研

究能力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使中国海洋

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增强中国海洋能力拓

展，支撑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保护和利用海洋②。
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争取海洋主动

性。国家通过制定以海洋高新技术为核心的

“科技兴海”政策，实现海洋产业的合理调整，促

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

形成比较完整的海洋技术发展体系③。
这些思想和政策表明，我国关于海洋开发

的战略正从理论建构步入到具体实践阶段。

4．2 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领土争端，构建和谐

海洋新局面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海洋在国家

安全与发展利益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而海

洋争端关系到我国主权与安全，愈演愈烈的海

洋争端 成 为 困 扰 我 国 走 向 海 洋 的 一 大 障 碍。
2008 年 5 月 8 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

讲时提出，“中国将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战略抉择，这个战

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

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

本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④。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0 周年庆典

活动中，胡锦涛指出: 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

4．3 建设中国“强大的人民海军”

强大的人民海军，是与我国的国家地位相

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要求相

适应的强大的海军队伍，首先要具备远洋作战

的能 力，其 次 要 具 备 有 效 的 海 上 控 制 能 力。
2008 年 4 月 9 日，胡锦涛指出: “海军是一个战

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在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具有重要地

位和作用”⑤; 海军要以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

海上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增强应对多种

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胡锦

涛要求海军在新的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为建

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

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努力奋斗。这一目

标的提出，为海军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关于海洋发展的论述是中国新时期

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海洋目标的提

出，为中国发展海洋事业搭建了和平友好的外

交环境，将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和谐理念推向

了全球，为下一阶段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强国

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习近平提出的“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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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十 六 大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94 页。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406 页。
陈建东、孟浩、陈颖健:“争取海洋主动性是我国强国战略

的必然选择”，《太平洋学报》，2011 年第 6 期。
中共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十 七 大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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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我们党长期以来海洋战略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中国在崛起和壮大进程中，稳定现有成

绩的同时深化改革是最大的内驱力。我国明确

了经济发展路线和海洋发展战略，厘清了实现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定位和路径，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全面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5．1 陆海统筹，加快海洋经济强国建设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建设海洋强

国的重大部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①。海

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尤

为重要，我国应当以陆海统筹来加强海洋强国

的 建 设，逐 步 构 建 起 现 代 海 洋 经 济 体 系。
2010—2017 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年均增

速 3．8%，2017 年达到 129．8，比上年增长 4．5%，

总体表现稳中向好; 2018 年我国海洋经济总产

值达 8．34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发展水平指数为

127．4，发展成效指数为 123．3，发展潜力指数为

139．6，分别比上年增长 5．6%、1．8%、5．4%②。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坚持陆海统筹，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

放格局”。陆海统筹要基于生态系统，有效打通

陆地以及海洋，逐步建立起陆海一体化的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在海洋强国的建设进

程中，现代化的海洋经济是其重要支撑。要大

力改变海洋经济粗放发展，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推动海洋产业结构的转型

和优化，构建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与此同

时，还要调整近岸海域国土的空间布局，积极扩

展蓝色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海洋经济逐步从

近岸海域向深海、远洋、极地延伸，逐步提升海

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国家能源、食

物、水资源、环境等安全提供更加有效的条件和

保障。③

5．2 培养高端海洋人才，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2018 年 6 月，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调研过程中，习近平强调: “建设海

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发展海洋经

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国强国战略重要的一个

方面，一定要抓好。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

来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量。”而智慧海

洋、科技用海，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战略性

产业、高科技产业正是基于这一大的战略背景

下的具体措施。近年来，我国海洋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化水平明显提高④。“蛟

龙”、“深海勇士”探海、“雪龙”探极、“蓝鲸 1
号”南海试采可燃冰、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等，

一批涉海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建设取得突破，

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拓展了

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的空间疆域。海洋科技创新

在海洋强国进程中核心和支柱作用逐步显现。
从海洋经济、国家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出

发，既立足本国，为国内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供

给，又面向全球，力求在人类面临的安全、能源、
健康、气候变化、海洋灾害等共同问题上取得进

展。积极打造多层次、多领域的重大科技创新

高地，加强联合研发平台和国际标准制定。海

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我国积

极构建有利于培养、吸引、留住海洋科技领域高

层次人才的软、硬环境，发挥海洋研究院所、海

洋高校资源的平台优势，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

育，强化海洋前沿科学研究与技术难题的研发

和攻关，注重汇聚国际一流的涉海科教资源，做

好海洋高端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不断壮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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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华网，2013 年 7 月 31 日，http: / /
www．xinhuanet．com /politics /2013－07 /31 /c_116762285．htm。

《2018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国家海洋信 息 中 心，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 《关于发展海洋经济 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工作情况的报告———2018 年 12 月 24 日在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2018 年

12 月 24 日，http: / /www． npc． gov． cn /npc /xinwen /2018 － 12 /24 /
content_2067818．htm。

黄金阳:“青岛市海洋新兴产业未来发展路径研究”，《中

国战略新兴产业》，2018 年第 44 期，第 13－14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27 卷

洋科教力量。

5．3 坚持陆海并重、防治并举，实现海洋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日渐重视海洋发展，

这使得海洋逐步成为各国家之间综合国力较量

的重要因素，海洋生态环境也逐渐成为全球共

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海洋问题和海洋争端

日益凸显，海水污染，海洋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受

到严重的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呈现出不平衡的

发展趋势。要全面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迫切需要加强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

众共同参与的海洋治理结构。努力构建国家之

间平等协商、互联互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

新模式，有效提升对海洋危机和风险管控的能

力，是实现我国海洋强国的重要策略之一①。
2013 年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希望海

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

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培养全民生态环保海洋观意识，从发展的高度

和全民族的广度认识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②。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明确强调

了海洋生态环保的重要性，在海洋生态环保过

程中，着重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生态

阈值，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体

布局中，切实推进各项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提高

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逐步实现海

洋生态环境向集约、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变。

5．4 健全和完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依法

治海新格局

( 1)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健全法律监管体

制。海洋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洋事业发展

的需要，围绕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全面树立法

治执法思维，全面推进依法治海是保证海洋法

实施的重要举措。目前，针对相关海洋法体系

滞后且不完善，我国正加快构建和完善现行海

洋法律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实现海洋领

域科学决策，不断推进依法治海的进程。
( 2) 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经

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体系重点规范了国家主张海洋权利，国家使

用海洋权利，以及国家解决海洋争议等方面的

内容。中国是现代国际法律体系的参与者与推

动者，在现有国际海洋法律基本原则和制度上，

我国不断增强在国际海洋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并逐步形成国内规范的海洋法体系，

更好地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

5．5 推进军民融合，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须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

针，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

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

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③。
军民融合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

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基于国家发展

与国家安全全局出发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长期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

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

得的重要成就，是指引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实

践基础，更是未来不断建设强大海军的创新依

据。习近平在 2018 年 4 月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

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要深

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定不移加快海

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

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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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_129849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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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提出共建“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

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促进海上

互联互通，我国同沿海各国和地区全方位深入

合作，共同推动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进我

国与沿海国家和人民的海洋福祉。中国军队与

其他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的发展与繁荣

贡献自己的力量。

5．6 维护海洋权益，积极应对全球海洋治理新

问题，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治理和维权能力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

海洋主权、利益以及安全，通过加强海上军事力

量建设、提升维护海上安全能力等多种途径和

手段，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维权能力与综合实力

相匹配、相协调，进而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

系建设。
我国从长远发展和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思

考、设计、实施海洋权益维护工作，特别是在极

地、深海等新领域，积极作为、把握主动，有效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我国坚持“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始终坚持通过

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海洋主

权争议，同各个国家一起努力，将海洋建设成为

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共赢之海。
2019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参加人民海军成

立 70 周年活动时，首次提到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尤为重要，加强国际海洋合作是走合作共赢道

路、实现海洋强国梦的必由之路。海洋社会建

设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和创新海洋社会治

理，以进一步促进海上互联互通，推动海洋文化

交流，促进蓝色经济发展。只有通过海洋综合

管理方式的创新，才能有效调动和提高沿海国

家人民了解海洋、关心海洋、像对待生命一样关

爱海洋、参与海洋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意识; 健全

和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新型世

界海洋治理组织制度，实现全球海洋的长久和

平、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5．7 凝心聚力发展海洋强国，统筹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美 国 政 府 将 我 国 列 为“长 期 战 略 竞 争 对

手”，近年来不断调整对华战略。“重返亚太”
“印太战略”、两国贸易战的持久性和多变性以

及美国海洋战略的新一轮转型，从南海、东海争

端问题扩展到更广泛的“印太”、北极地区，再到

围堵和制约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以及

发展海洋科技、推进海洋创新、重建海军的举

措，都是加剧中美海洋争端的潜在威胁因素，对

我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构成高强度对抗、激烈

竞争或者“极限施压”的态势。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构建互利共赢的蓝色

伙伴关系，民间交流与合作是根基。我国积极

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环印度

洋联盟等多边机制下的平台作用，以现有的中

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印度海洋气候

中心等国家海洋中心为基础，推动海洋文化、海
洋科技的多层次、多领域交流①。加强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合作，使我国形成一个全方位的

海洋外交战略体系，从而达到维护我国海洋权

益，提 升 我 国 整 体 外 交 实 力 和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目的。
70 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

秉承互利共赢原则，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

强国推行的海洋霸权主义长期的斗争过程中，

在持久的围堵、打压、海洋主权争端的逆流中坚

决捍卫国家海洋主权，推动海洋全球治理更加

公正合理及可持续发展，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

际环境注入正能量，带来新希望、打开新局面、
引领新潮流。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历年的海洋思想战

略，一贯 主 张 从 维 护 国 家 主 权、安 全、发 展 利

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早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一步“关心海洋、认

识海洋、经略海洋”，“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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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①。这与

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高度的目标一致性，也

是我 国 积 极 参 与 全 球 海 洋 综 合 治 理 的 重 要

路径。
从推进经济发展，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维度出发，坚持共通共享、互惠共赢的原则，运

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在我

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加大

陆海统筹力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新型合作伙

伴关系，深化同海上邻国的经济合作往来，壮

大海洋经济，共享海洋空间和资源利益。
从文化互通，传承海洋文化和海洋生态环

保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出发，加强科普宣教、海

洋资源共享，通过厚植海洋文化、强化海洋环

保意识，提升国家海洋文化软实力，加大海洋

环保力度，为海洋文化和海洋环保事业发展凝

聚精神力量; 同时，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不断提高中华海洋文化的影响力，构建和谐、
开放、互鉴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

良好环境。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的维度出发，我国

坚定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按阶段分步骤

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我国处理复杂

国际 关 系，应 对 海 洋 事 业 新 挑 战 提 供 了 理 论

指导。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

步拓展和丰富了我国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内涵

和外延，逐渐形成了将建设海洋强国与中国经

济的崛起、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

建设有机融合的全面系统性战略构想，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实

现了历史性的新跨域和深刻变革，为建立世界

海洋新秩序指明了方向。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历届党的

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探索中，

告别过去“望洋兴叹”的屈辱历史，紧跟世界海

洋强国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树立“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矢志不渝建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强国，逐步形成了系统

的、富有中国特色科学内涵的海洋强国战略思

想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我国海洋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

中国方案，同时也展现了在推进海洋全球化发

展进程中的中国担当。我国希望采取多维合作

的方式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实现各涉

海国家或地区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管理、共同获

益、共同进步的目标。这些既是新时期中国应

对全球新变化、新形势做出的全面性战略选择，

也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
新判断、新要求，必将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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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人民网，2014 年 6 月 30 日，http: / / theory． people．
com．cn /n /2014 /0630 /c386416－252193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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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National Maritime
Strateg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ＲC

LIAO Minsheng1 LIU Yang1

( 1．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Sanya 572022，China)

Abstract: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is the historical adoption and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historic journey of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makes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ing constantly innovated，developed，formulated and improved
maritim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the generations of the leader group of central government consequently
formed an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rom Chairman Mao’s defensive mar-
itime strategy of“striving for survival”to Deng Xiaoping’s opening thoughts of maritime planning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and from Jiang Zemin’s implementation of maritim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Hu
Jintao’s harmonious maritim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has stepped into
an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maritime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 of
pursuing coordinated land and marine development，and stepoing up efforts to build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as made by Xi Jinping，marks the implementation of Xi’s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trategic thoughts on building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With the aim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
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
ment of national maritime strategies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evolution，core
theories，key viewpoints，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lessons of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Key words: striving for survival; harmonious maritim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strategy of build-
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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