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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思考
国家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赐贵

党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明 确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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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潮

流，深刻总结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和

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历程，统筹谋划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而作出的战略抉

择，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与国家的

兴衰紧密相连。纵观世界历史，许

多国家都曾走过因海而兴、依海而

强的道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英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崛

起就是如此。进入 21 世纪，海洋

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格

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许多国家均

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拥抱海洋。

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

一个海洋大国，在历史上也曾创造

过优秀的海洋文明。但自明朝中叶

以后，由于封建王朝漠视海洋，疏

远海洋，最终沦入有海无防、丧权

辱国的悲惨境地。新中国成立后，

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

关怀下，我国的海洋事业快速发展，

现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是

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定性阶段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条以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发展的道路。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海洋工作者以及全

社会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从

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特色海

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

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

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

认知海洋
探索认知海洋是开发利用和保

护海洋的先决条件。人类对海洋的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全面、准确、

深刻地了解海洋，掌握海洋的运动

规律，才能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坚

实的科学依据。

一是要强化海洋科学研究。瞄

准海洋领域的重大自然科学问题，

加快基础研究，力争在知识创新上

有所突破，对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

献。以技术创新为先导，提升海洋

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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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化能力。加强深海生物基因研

究，提高海洋探测技术研究水平。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技术攻关，提高

海洋预报的精度和水平。建设常态

化的海洋综合调查保障机制，不断

丰富和更新海洋基础数据和资料。

二是要强化海洋专门人才的培

养。面向建设海洋强国对各类人才

的紧迫需求，要重点抓好海洋科技

创新人才、海洋产业经营管理人才、

海洋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加快海

洋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壮大海洋人才队伍，优化海洋人才

结构。加强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

培养，完善海洋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三 是 要 强 化 全 民 族 的 海 洋 意

识。加大海洋文化和海洋宣传工作

力度，扩大海洋科技、经济、法律

等知识的普及面，凝练和弘扬包括

深潜精神、海监精神、极地精神、

大洋精神在内的海洋精神。发展公

益性海洋文化事业，繁荣海洋文化

产 业， 打 造 海 洋 宣 传、 文 化 的 精

品力作，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海

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浓厚氛

围，不断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

动力。

利用海洋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发

展壮大海洋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海洋资源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是要强化规划和区划的引领

作用。坚持陆海统筹，完善全国和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体系，做好海洋

事业发展规划、海洋经济规划、海

岛保护规划同其他规划、区划的衔

接与配合。加强海洋规划、区划的

组织实施与监督检查，提高海洋开

发利用行为的宏观管理水平，优化

海洋开发的空间布局，使规划、区

划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调

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 是 要 提 高 海 洋 开 发 利 用 水

平。围绕传统海洋产业改造升级、

新兴海洋产业培育中遇到的技术瓶

颈，加大产、学、研联合攻关力度，

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围绕

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着力突破海洋

油气勘探开发、海水综合利用等关

键技术。围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着力突破远洋渔业捕捞技术、海水

增养殖技术、耐盐作物培育技术，

使科技在海洋开发利用中的贡献率

得到持续提升。

三 是 要 提 升 海 洋 调 查 评 价 能

力。着眼增加我国战略资源储备，

拓展国家发展战略空间，做好大洋

资源勘查工作。积极推进南北极科

学考察。进一步推动载人深潜技术

发展，使其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努

力提高深海大洋探采设备国产化水

平，大力推进深水油气生产作业装

备、深海通用材料研发，增强深海

开发重大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能力。

生态海洋
海洋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

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要自觉把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

各方面和全过程。

一是要坚持“五个用海”的总

体要求。坚持规划用海，严格实施

海洋功能区划，全面提升海洋功能

区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坚持集约

用 海， 鼓 励 实 行 集 中 适 度 规 模 开

发，提高单位岸线和用海面积的投

资强度，严格执行围填海计划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海域资源市场化配

置机制；坚持生态用海，以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方式开发使用海域，

维护保持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基本功

能，保护重要海洋生态区域；坚持

科技用海，提高对海洋资源环境变

化规律的认识，推动海洋关键技术

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培育和建设科

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大力发展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依法用海，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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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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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

体系，依法审批用海，坚决查处违

法用海，违规批海。

二是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有效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

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强化

海洋环境监测评估，有计划、有重

点地开展受损严重的海岸线、海岛、

海域环境的整治与修复。通过行政、

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逐步形成

有力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

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

管控海洋
综合管控海洋是建设海洋强国

的重要保障。除了要有与本国国情

相适应的海上防卫力量外，还应形

成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

段、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主导

与社会参与相协调的管控格局。

一是要完善海洋法律法规。在

现有海洋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如尽快出

台《海洋基本法》；继续推动《海

洋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

订；促进《南极活动管理条例》、

《渤海区域管理法》、《大洋矿产

资源开发管理法》、《领海基点保

护条例》的立法进程。

二是要强化海洋综合管理。建

立有权威、效率高、职能相对集中、

权责一致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海

上执法体制，统筹对内行政执法和对

外维权执法，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组

织机构保障。提高海域和海岛使用、

海洋污染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监

管效率和服务水平。严格查处违法行

为，规范海洋开发利用秩序。

三 是 要 提 高 海 洋 维 权 执 法 能

力。强化对我国管辖海域的定期维

权巡航执法，完善海监、军方、外

交三位一体的海上维权执法协调配

合机制。稳步推进西沙、中沙、南

沙等重点岛礁的建设。保障海上通

道航行安全，为维护和拓展我国的

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障。深入开展

海洋维权法理和对策研究。不断提

升维权执法基地和执法装备的现代

化水平，继续推进极地破冰船、大

洋科考船和海监船的建造。

和谐海洋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

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虽然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十分

艰巨，但仍致力于使海洋成为沿海

国家的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一是要秉持合作共赢的海洋外

交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

平友好、合作共赢”为方针，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海洋外交发展

之路。

二是要深化拓展双边与地区海

洋领域合作。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前提下，统筹维权与

维稳两个大局。做好南海区域的海

洋预报减灾工作。推动我国与南海

及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国家在海洋

环保、科技、海啸、风暴潮领域的

合作，培养海洋领域外国专家，密

切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三 是 要 全 面 参 与 国 际 海 洋 事

务。积极参与联合国相关海洋事务，

提高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和海洋

事务磋商能力，准确把握国际海洋

秩序发展形势。深入参与海洋环保、

海底资源开发、渔业资源管理、海

事与救助等涉海国际公约、条约、

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积极开展

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国际海洋

合作与技术培训，提升我国对国际

海洋事务的影响力。

海洋强国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可

能一成不变，必将随着建设海洋强国

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充实和完善。当前，

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已经确定，

广大海洋工作者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进一

步增强做好海洋工作的紧迫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攻坚克难，奋力拼搏，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

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

海洋等五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