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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海洋资源管理场景变为美好现实

———《海洋资源管理》书讯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刘镇杭 李晓璇 解孟璇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
也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
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国
是海洋大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资源的高水平开发、
可持续利用是发展海洋事业的基础。随着海洋事业的高速
发展,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资源,面临着诸多潜
在危机,如渔业资源枯竭、海洋环境污染、典型生态系统受
损、资源利用效率低等。因此,加强海洋资源管理,落实自然
资源管理“两统一”体制改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
然要求,也是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

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推行“两统一”为主要目标的自然资
源体制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基本职能逐步到位,各项制度
不断完善。为了进一步落实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加深对新
时代自然资源工作使命和目标的理解,提升自然资源系统广
大干部的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中国大地出版社决定组织编
写自然资源知识系列培训材料。特邀海洋资源管理领域的
权威专家学者撰写了《海洋资源管理》一书。《海洋资源管
理》一书立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以改善海洋环境、实
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系统地阐述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保护与管理等问题,重点把握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点,内容涵盖海域使用管理、海岛保护与利用、海岸带综合
管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权益维护和深海海底区域与
极地等,为推动新时期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基本的理论
和政策支撑。该书系统性、实用性强,还配套丰富的视频课
程,读者群不仅包括全国自然资源系统的干部和职工,还包
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研究人员,重点是地方基层
人员。同时,也可供相关院校师生、企业人员学习参考。可
帮助读者群更深层次地了解改革方向,理解管理内容,形成
发展共识,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海洋资源管理场景变
为美好现实。

该书主要内容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引入性介绍了海洋资
源的定义与分类;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海域使用管理的概念、
三大基本制度及监督保障制度等内容;第三章总结了当前海
岛开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第四章
介绍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概念、海岸带规划、陆海统筹及海岸

带用途空间管制等内容;第五章介绍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相关概念和内容,并对中国海洋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
梳理;第六章介绍了海洋权益的基本内容和国家海洋权益在
不同类型海域的体现等;第七章针对当前国际争端相对集中
的深海海底和极地区域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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