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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及时地掌握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态势,为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立法提供借鉴

和经验,文章对日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普遍关

注海洋资源与保护的平衡、海洋安全保障等问题;第二期计划重点强调海洋产业发展、海洋安全保

障、海洋科技发展;第三期计划更加突出保卫海洋安全,包括北极开发、离岛管理等。为此,我国应

加快海洋立法、坚持海洋卫国、统筹海洋发展、培养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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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omprehensivelyandtimelygraspthedevelopingtrendofJapansmarine

strategy,andthusputforwardlessonsforChinatobuildastrongmaritimecountryandtoexpe-

ditetheconstructionofmaritimelegislation,acomparativestudyofthreephaseoftheBasicPlan

onOceanPolicyofJapanwascarriedout.Thestudyfoundthatallthreephasesoftheplanfocused

onthebalanceofmarineresourcesandprotection,marinesecurity,etc.Moreover,thesecondphase

oftheplanfocusedonthe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marinesecurityandthedevelopment

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Thethirdphaseoftheplanemphasizedmoreonsafeguarding
marinesecurity,suchasthedevelopmentoftheArcticareaandthemanagementofoffshore

islands.ThusChinashouldexpedite maritimelegislation,defendnational marimeinterets,

promotemarinerelatedindustriesinanall-roundmanner,andenhanceawarenessforthe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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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基本计划》是日本推进海洋事务发展的

重要依据。根据《海洋基本法》,该计划需每5年修

改一次,执行至今已有10年。2018年,日本政府将

出台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指导未来5年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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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务的发展。研究日本的《海洋基本计划》,有

助于全面、及时地掌握其海洋政策、海洋科技发展

态势等海洋事务发展情况,有助于了解日本政府未

来在海洋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动向,也有助于为

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立法提供借鉴和

经验。

日本依海而生,其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总面积约

447万km2(包含内水),海岸线约为335299km[1];

陆地面积排世界第61位,海洋面积却名列世界第

6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并没有认识到海洋

的地位和作用,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海军大学教官佐

藤铁太郎提出“海主陆从”的观点,海洋战略才逐步

诞生。此后100年间,日本对自身的认识逐步从“岛

屿国家”转变为“海洋国家”[2]。特别是20世纪60
年代起,日本科技界和产业界开发海洋的意识十分

强烈[3],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成为日本海洋事务发

展的最初动力。如今,日本逐步确立起综合海权

观,即在重视传统海上军事力量及海上安全的同

时,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洋科技和海洋环保等非

军事因素[4];海洋事务形成综合管理模式,涉及12
个府/省的58个局。

1 《海洋基本计划》的制定背景

“二战”后很长时期,日本只关注海洋对经济和

贸易发展的作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意识

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5],开始将海洋事务纳入国家

战略,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

1996年,出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000
年,出台《日本海洋开发推进计划》《2010年日本海

洋研究开发长期规划》;2004年,发布第一部海洋白

皮书;2005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提交

《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上政策建议书》,确立了日

本海洋战略的雏形;2006年,该财团发布《海洋政策

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海洋基本法草案概

要》;2007年,出台《推进新的海洋立国决议》和《海

洋基本法》。作为各项海洋事务发展的根基,《海洋

基本法》第一条规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相关条约

和其他国际规则,在以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为

目标的框架和国际合作中,实现新型的海洋立国十

分重要。以和平积极的手段维护海洋开发利用和

环境保 护 间 的 平 衡,是 实 现 新 型 海 洋 立 国 的 目

标”[6]。其根本性和重要性正如安倍晋三在2007年

该法通过后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一次会议上所

言:“海洋基本法的实施标志着日本从现在开始朝

着真正的海洋国家迈进”[7]。2008年公布第一期

《海洋基本计划》及该计划的3个目标———“向全人

类共同面对的海洋问题率先发起挑战”“为丰富的

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可持续利用建立基础”“为

实现安全放心的国民生活,在海洋领域作出贡献”。

2013年,出台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安倍晋三在

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十次会议上说:“我国全球首

次成功开采可燃冰,大大提高了全国对海洋资源开

发的期待。然而,安保环境更加严峻,我们必须坚

决保卫领海。今天通过的《海洋基本计划》,是根据

我国国情制定的方针,目标是实现海洋立国。本计

划制定之际,在充分发挥综合海洋本部司令塔功能

的同时,政府上下团结一致推进海洋政策也至关重

要。希望各位阁僚在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的领导下,

各府省通力合作实施本计划,为实现新的海洋立国

更加努力”[8]。

日本海洋事业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海洋政策和

计划的连续出台,也得益于科技发展备受重视。尤

其是近几年来连续出台的下述政策和计划,为海洋

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013年,为充分发挥综合科技创新会议的司令

塔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日本政府推出跨部门的战

略创新促进计划(“新一代海洋资源调查技术”,英

文缩写为“SIP”)。对于跨部门、跨领域的横向项

目,综合科技创新会议可以特定课题,并按科研重

点灵活分配预算[9]。2014年,日本政府“科技创新

推进费”共计500亿日元。SIP为每个科研项目选

定项目负责人,并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每个环

节都进行跟踪,为科研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和相对自由的空间。2016年,日本内阁会

议通过第五期(2016—2020)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0],

旨在将日本打造成“世界上最适合创新发展的国

家”,明确科技发展的四大支柱是:①从未来的产业

创造和社会改革中发掘新的价值,引领时代变革,

打造“超智能社会”;②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首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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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日本乃至世界已凸显的问题;③以培养年轻人才

和加速高校改革为中心,强化科技发展基础能力;

④构建面向创新创造的“人-知-财”良性循环系统,

推进企业、高校、国立科研机构协同开放创新,强化

风险企业价值。在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下,内阁每年制定科技创新综合战略。2017年科技

创新综合战略在第一章中首先提出以下重点推进

事项。首先,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及国民共同推

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一条龙,实现超智能的“社

会5.0”,并将此概念向全球推广。其次,切实执行

“科学技术创新官民投资扩大计划”,GDP达到600兆

日元,充分发挥综合科技创新会议司令塔功能,推动

其在预算编制、加大研发投资制度改革、加大官民

研发投资三方面的影响。最后,推动建设“社会

5.0”、实现政府研发投资目标。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科研创新,呼吁

官民并举,推动“政-学-研-产”一条龙发展,为《海洋

基本计划》制订和执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海洋

事务、尤其是海洋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2 《海洋基本计划》的发展与变化

2.1 前两期计划内容比较

2.1.1 整体内容

根据《日本基本海洋法》第16条第5项,制定第

二期计划。两期计划的内容如下。
(1)第一期《海洋基本计划》

 总论

1.海洋与我国的关系

2.我国海洋政策推进体制

3.本计划的目标及期限

 第1部:海洋相关基本方针

1.平衡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2.保卫海洋安全

3.充实海洋知识

4.实现海洋产业健全发展

5.综合管理海洋

6.加强海洋事务国际合作

 第2部:政府综合地、有计划地落实海洋政策应采取措施

1.促进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1)水产资源的保存与管理

(2)推进海洋能源与矿物资源的开发

2.保护海洋环境

(1)保护生物多样性

(2)降低环境负荷

(3)推进环境保护的持续调查与研究

3.推进专属经济区的开发

(1)顺利推进专属经济区开发

(2)计划性开发海洋资源

4.保障海洋运输

(1)提高对外航海业的竞争力、发展日本船只及船员

(2)保护、培养船员

(3)完善海运根据点

(4)提高海运质量

5.保卫海洋安全

(1)确保海洋安全

(2)应对海洋引起的自然灾害

6.推进海洋调查

(1)切实推进海洋调查

(2)收集、整理海洋管理必备的基础信息

(3)海洋情报的统一化管理及提供

(4)国际合作

7.推进海洋科技研发

(1)推进基础研究

(2)推进与政策课题相对应的研发项目

(3)保证研发基础设施

(4)加强合作

8.振兴海洋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1)强化产业经营基础

(2)创造新的海洋产业

(3)把握海洋产业动向

9.综合管理沿海区域

(1)推进海陆一体化管理

(2)利用及调整沿海区域

(3)构建沿海区域合作管理体制

10.保卫离岛

(1)离岛的保卫及管理

(2)振兴离岛

11.推进国际联合与合作

(1)海洋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2)海洋事务的国际联合

(3)海洋事务的国际合作

12.增进国民海洋认知、培养海洋人才

(1)提高国民对海洋的关心

(2)增进下一代青少年对海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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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海洋立国的人才

 第3部:政府综合地、有计划地落实海洋政策的必备事项

1.有效实施海洋措施

2.相关人员的责任义务及协作

3.积极公开发表措施落实情况

(2)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

 总论:实现海洋立国

1.海洋立国

2.制定《海洋基本计划》的意义

 第1部:海洋相关基本方针

1.海洋政策现状及问题

(1)现行《海洋基本计划》实施情况

(2)海洋社会情况等变化

2.本计划重点推进事项

(1)振兴海洋产业

(2)保卫海洋安全

(3)推进海洋调查,实现海洋信息统一化与公开化

(4)培养海洋人才,提升海洋技术

(5)制定海洋与综合管理政策与计划

(6)其他

3.本计划措施执行的方向性

(1)平衡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2)保卫海洋安全

(3)充实海洋知识

(4)实现海洋产业健全发展

(5)综合管理海洋

(6)加强海洋事务国际合作

(7)发展海洋教育、深化海洋认知

 第2部:政府综合地、有计划地落实海洋政策应采取的措

施

1.促进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1)推进海洋能源与矿物资源的开发

(2)推进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3)水产资源开发利用

2.保护海洋环境

(1)保护生物多样性

(2)降低环境负荷

3.推进专属经济区的开发

(1)维护、保卫专属经济区

(2)促进专属经济区的有效利用

(3)保障专属经济区开发的基础和环境设施

4.保障海洋运输

(1)制定海上运输体制

(2)保护、培养船员

(3)完善海运根据点

5.保卫海洋安全

(1)维护海洋安全

(2)提出海上交通安全对策

(3)应对海洋引起的自然灾害

6.推进海洋调查

(1)推进综合性海洋调查

(2)海洋情报的统一化管理及公开

7.推进海洋科技研发

(1)对国家层面的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开发

(2)推进基于基础研究和中长期视点的研究开发

(3)充实及加强海洋科技共用的基础设施

(4)灵活应用宇宙解决海洋问题

8.振兴海洋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1)强化产业经营基础

(2)创造新的海洋产业

9.综合管理沿海区域

(1)推进海洋区域的综合管理

(2)推进海陆一体化管理

(3)对封锁性海域的沿海区域进行管理

(4)利用及调整沿海区域

10.保卫离岛

(1)离岛的保卫及管理

(2)振兴离岛

11.推进国际联合与合作

(1)海洋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2)海洋事务的国际联合

(3)海洋事务的国际合作

12.增进国民海洋认知、培养海洋人才

(1)促进海洋教育

(2)增进国民对海洋的理解

(3)培养海洋立国的人才

 第3部:政府综合地、有计划地落实海洋政策的必备事项

1.重新评估综合海洋政策本部

(1)完善参与议会的研究体制

(2)完善事务局功能

2.相关人员的责任义务及协作

3.积极公开发表措施落实情况

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第二期计划比第一期

更加完善、全面。在保证计划方向延续性的基础

上,更加注重计划与实际状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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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发展方向

两期基本计划的方向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方面:①平衡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保护的关

系。在开发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的同时,探讨合适

的环境影响评估办法;促进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为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实用化及技术开发制定政

策;保证水产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专属经济区乃至

全球水产资源的管理,探讨技术转移政策,制订发

展计划;②保障海洋安全。维护海上治安,应对海

盗事件,针对海洋引起的自然灾害制定并采取措

施。③充实科学知识。重点推进全球变暖与气候

变化的预测与应对、海洋能源与矿物资源的开发、

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

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对自然灾害5项研究;根据

海洋基础研究,以中长期视野,推进与国家发展、海

洋综合管理密切相关的领先世界的技术开发;提高

船舶、小型无人探测器等设备的使用率;推进卫星

信息在海洋领域的应用;推进南、北极观测与调研;

战略性统筹推进科考船、卫星观测、观测浮标、普通

船只的海上观测与陆上观测;制定海洋信息收集、

管理、公开的公共渠道,促进海洋信息广泛利用。

④推动海洋产业全面发展。综合推进造船、港湾管

理、海上交通道路完善、船员的保护与培养;通过建

立有利于低碳循环型社会的海上运输体系,在强化

国家海洋运输业的同时,推进高性能船舶的技术开

发;提高造船业的竞争力;加速建造未来用于北极

航行的船舶;振兴水产业,合理管理渔业资源,推进

渔业稳步发展,落实水产及本计划;创造新海洋产

业,实现海洋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化,创造海洋能

源、矿物资源开发、海上构造物、平台等未来有望在

世界范围内扩大的产业;发展海上旅游业;在东日

本大地震海啸受灾地推动海洋产业复兴。⑤综合

管理海洋事务,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200海里以

外大陆架、沿岸区域、离岛等。⑥加强海洋事务的

国际合作。有利于完善多国间及两国间海洋合作

所需的国际章程或国际联合声明的制订。针对国

际海洋纠纷,从海洋秩序形成及发展的视角,通过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章程谋求解决。⑦发展海洋教

育,深化对海洋的理解。分别在初、中、高等教育中

进行海洋相关教育并形成体系。将相关机构、大

学、企业间的海洋教育拓展性服务有机结合;培育

海洋人才,包括特定方向的专业性人才和广泛掌握

海洋知识的人才;在不同地区,通过产-学-政网

络化合作,培养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人才。其中,第

⑦条为第二期计划新增方向。

2.1.3 新增重点推进事项

在延续第一期计划的基础上,第二期计划明确

提出了3个重点推进事项。①重视海洋产业的振兴

与发展,将其列为第一条重点推进事项,视其为国

家发展战略的关键,强调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提出官民并举的开发体制,重视国际合作在海

洋产业方面的作用。②更加重视海洋安全。一方

面,强调包含专属经济区、离岛在内的海上治安维

护与安全保障,提出防止与应对海盗的措施;另一

方面,重视海洋引起的多种自然灾害的应对与处

理,将东日本大地震防灾减灾对策和气候变动对北

极海的影响及对策列入重点推进事项,将全球变暖

及其带来的影响列为课题之一。③重视海洋科技

发展。以国家态度面对海洋问题;普及海洋教育、

培养海洋人才;发展领先世界的海洋技术,支持海

洋长期观测和平台设置与利用,进一步推动卫星装

置在海洋观测预报等领域的应用。

2.2 第三期计划展望

根据《海洋基本法》,2018年日本政府将出台新

一期(即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2017年12月

18日,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宫原耕治座长向安倍晋三

及内阁特命(海洋政策)担当大臣江崎递交《为制定

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召开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

意见书》[11]。《意见书》明确了海洋政策基本方针概

要,由“第3期基本计划主要课题”“推进政策的横向

性、基础性课题”“适时发展及具有连续重要性的课

题”3个部分构成。

2.2.1 主要课题

(1)海洋安全保障。尤其是加强海上安保制

度、确立海洋监视体制(MDA)、加强国境离岛的保

护与管理。

(2)促进海洋产业利用。①开发海洋能源、资

源。保持甲烷冰、海底热液矿床开发的商业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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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发挥政府职责,明确“产业化”定义;引进海

上风力发电,加速相关制度建设。②提高海洋产业

国际竞争力。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生产率,提高

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新一代海洋资源调查技术

SIP”在民间的成果转化;通过“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平台”促进产业间合作。③扩大海洋产业利用。扩

大游轮停泊的港口或投资大学研发项目,为海洋产

业注入新的活力,扩大市场规模。

(3)保护、维持海洋环境。利用SDGs(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组织保护环境,以保护海

洋环境为前提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

(4)培育海洋人才。培育和保证海洋立国所需

的专业人才;加强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海洋教育;通

过“海洋日”等活动,增进国民对海洋的理解。

2.2.2 推进政策的横向性和基础性课题

(1)充实海洋知识(海洋科技、调查与观测),研

究深海等未知领域,创造人类知识财产;重视海洋

资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洋自然灾害对策、全

球变暖等地球国模的课题及国家安全保障诸多课

题,在企业、高校、政府机构的协作下,进一步推进

研究开发;落实海洋政策、预知海洋威胁和风险,维

持并加强日本海洋观测网;加强海洋与宇宙的联

系;确立海洋监视 MDA体制,与综合科技创新会议

合作推进社会5.0的实现。

(2)加强国际联合与国际合作。坚持“海洋法

制”和“科学知识”的原则,以维护实现本国利益。

2.2.3 适时发展及具有连续重要性的课题

①北极政策。通过推进(北极)观测和研究活

动,提高我国对国外军事、经济的影响力;积极参与

谋划形成国际惯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合

作。②水产业。推进资源管理高度化和国际化;提

高产业生产率,通过扩大产出实现成长产业化;根

据水产基本计划采取措施,充分发挥水产业、渔村

的多项功能。③海上运输。对于外海航运,保证海

上运输安全,提高竞争条件均衡化等国际竞争力;

对于内海航运,保证海上运输安全,提高生产率;对

于海上运输据点,推动包含海上通道沿岸国主要港

湾在内的港口基础设施系统向海外扩展。④振兴

离岛。最大限度地发挥离岛资源对振兴产业、扩大

人口交流的作用;灵活运用岛外知识,推动技术创

新。⑤专属经济区开发。保护及管理包含大陆架

延长或低潮线在内的国境离岛;整备基础设施与环

境,促进专属经济区的有效利用;在目前已有争论

的基础上,推进海域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2.2.4 预算

2018年2月1日,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召开会

议,公布2018年海洋政策预算为5432亿日元[12],

比2017年减少1.7%。防卫省海洋政策预算为

2691亿日元(因防卫省包含下一年度预算,所以另

行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预算下调的基础

上,保卫海洋安全(维持、整备海上防卫能力)的预

算有明显增加。此外,新增“海洋生产性革命必须费

用”“提高国境离岛事态处理能力”“能力构筑支援、共

同训练、防卫装备、技术合作等(基于《日-东南亚防

卫合作准则》)”3项列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日

本正在强化其所谓的“海洋国家”身份认同,海洋安全

战略的扩张主义、现实主义色彩日趋浓厚[13]。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加快海洋立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应立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当前国

际形势新动向,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海洋事务,加

快海洋立法,制订并完善海洋长期计划与执行措

施。根据我国国情,在关键问题上加强立法和进

程[15];分领域、分阶段提出加快实现建设海洋强国

的目标和措施[16]。

当前,国际海洋竞争日趋激烈,各主要海洋强

国将海洋作为延伸国家利益、拓展生存空间的核

心。加之国家利益全球分布态势逐渐显著,对关键

海域的认知和掌控成为我国迫切需要强化的重点。

此外,有学者指出,日本尤其注重在维护自身海洋

权益中的法制建设,是与其新世纪海洋扩张战略相

适应的[17]。因此,我国应当意识到海洋立法的重要

性,做到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进海洋事务的发展。

3.2 坚持海洋卫国

以发展海洋科技为发展基础,更加关注海洋

军事、海洋政治、海洋外交等相关问题。海洋科技

创新与发展是提升我国国际海洋地位、使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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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领域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的

关键,是海洋军事、海洋政治等其他事务发展的根

本保证。我们应当认识到,海洋卫国的本质是科

技卫国。科学研究是创新的源头,而技术革新则

将为我国更好地认知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提

供新方法、新路径。因此,应坚持以海洋科技创新

为原动力,大力发展海洋卫国。此外,应明确我国

在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极地的发展

战略及权益,不断加强我国海上力量建设,提高远

洋作战能力[18],保卫海洋安全,捍卫国家利益。以

海洋大国身份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塑造海洋

强国形象。

3.3 统筹海洋发展

目前,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应重

点扶持海洋产业,积极出台配套政策;重视能源领

域发展重点,加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有机结

合。此外,加速推进海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以适

应深远海研究需求。在推动海洋科学、技术、产业

结合的过程中,尽量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统筹

推动我国海洋事业的全面发展。

3.4 培养海洋意识

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普及海洋基础知识,使

国民从小就加强对海洋的认识与了解,激发儿童对

海洋的好奇心与探索意识,鼓励青少年参加海洋机

构开放日等海洋相关活动。其次,通过大众媒体宣

传海洋文化与理念,普及国民对保护海洋、开发海

洋的认识。最后,开展丰富多样的海洋文化活动,

通过全民关注、全民参与普及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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