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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海洋科学人才支撑。通过对我国已有的涉

及海洋科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高校和研究所的全面调研和分析比较，总结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生学

科专业开设院所、依托平台、专业开设的现状、取得的成果，指出目前我国海洋科学方向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开设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展

望，旨在为我国海洋科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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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但主要限

于描绘海洋现象、进行航海探险和开发渔盐资源等。

到１９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活动开始由海洋探险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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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洋综合考察和开发利用，海洋科学的理论体系得

以逐步形成。到２０世纪上半叶，海洋科学专职研究

人员不断充实，专门研究机构先后建立，如美国的斯

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１９２５年）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１９３０年）等一批顶级的海洋科研机构先后建成，

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１９０２年）等一些国际性海洋科

学组织陆续成立，《海洋》（１９４２年）等海洋经典著作

完成等标志着海洋科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自美

国１９８６年提出“全球海洋科学规划”以来，许多沿海

国家逐步把开发海洋资源列入国家发展战略。２１世

纪是海洋的世纪，毋庸置疑，海洋已成为２１世纪科学

发展和技术开发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海洋

国土面积。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我国海洋

强国战略的实施，高素质海洋人才的培养迫在眉

睫，海洋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关键

性作用，也给海洋科学学科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与

挑战。海洋科学的发展可以使社会经济更多地从

海洋获得资源和环境支撑，也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

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２　我国海洋学科研究生培养现状

海洋科学属于理学学科门类，为一级学科，主

要包括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

地质等二级学科及其相关的交叉学科。概括起来，

海洋科学是研究地球上海洋的自然现象、性质及其

变化规律，海床、底土、水体、大气、生物等各界面之

间的物质交换、能量流动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

响的一门学科［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由于海洋资源开发难度

大、成本高、回报少以及受传统陆地大国观念影响

等原因，我国对海洋的重视不够，与国外沿海发达

国家相比，海洋科学的发展缓慢，开设海洋科学方

向教学和科研的院校和研究所较少，有国际影响力

的成果不足。从９０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海洋逐渐成

为沿海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国

内外普遍提高对海洋的重视，我国海洋科学专业教

育得到加快发展，特别是海洋科学方面研究生培养

规模迅速扩大，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重

要的人才储备和支撑。

２１　开设院所及依托平台

通过对国内涉海专业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调研

和咨询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我国涉及海洋科学学科

研究生培养的单位有４６个（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下同）。

全国共有教育部直属高校７５所，开设海洋科学专

业的有１４所（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南

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占总数的１８．７％。地

方所属高校中开设海洋科学专业的有１４个单位（浙江

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等）。开设海洋科学专业的军队

院校主要有３个，包括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潜艇学院。其他部属高校中

开设海洋科学专业的有两个单位，包括哈尔滨工业大

学（威海）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大

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运输部）。中国

科学院开设海洋科学专业的有８个单位，包括中国科

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

海岸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和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开设海洋科学

专业的有４个单位，包括国家海洋局第一、二、三海洋

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中国气象局开设海

洋科学专业的主要有１个单位，即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以上高校和研究所中，９８５院校１０所，２１１院校（不

含９８５院校）７所，涉及海洋科学研究的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１７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９４个。

２２　专业设置

以上４６个海洋科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单位，共设

置二级学科物理海洋学专业２５个、海洋化学专业

２５个、海洋生物学专业２８个、海洋地质专业１９个，

除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之外，还包括海洋药学、海洋

物理、海洋生态、海洋气象、海岛开发与保护、海洋

事务、海洋渔业资源、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等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专业。

３　我国海洋学科研究生培养取得的成绩与

不足

３１　取得的成绩

海洋科学人才培养规模日益发展壮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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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必须要有海洋人才支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海洋科学方面的人才不

被重视，海洋科学被认为是艰苦行业，经济效益也

不好，海洋科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的冷

落。随着沿海各国对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视和我国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施，我国涉及海洋科

学研究的院校和人才培养逐渐增多。目前，高等院

校共有包含“海洋”的专业学院２１个，高校名为“海

洋大学（学院）”的为５所，其中许多涉海院校为近年

成立。海洋科学人才培养为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和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减灾防灾、

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综合管理、极地大洋科学考察

等做出了贡献。

海洋科学与其他专业交叉发展特点日益彰显。

海洋研究学科发展具有交叉性、综合性。近年来，

在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激励政策及科学有效

的管理制度的推动下，海洋科学研究生教育更加注

重学科专业相互融合，学科门类已不再局限于海洋

地质、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物理海洋４个传统二级

学科，正在向其他学科延伸融合。多学科交叉对海

洋科学研究生改善知识结构、增强实践技能、提高

教育质量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更加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需要，同时学科的交叉融合也

成为研究生教育机构追求特色、形成优势、打造品

牌的自觉行动。海洋科学学科在２１世纪将更紧密

地与其他科学交叉、融合，在全球重大综合海洋科

学研究、军事活动、海洋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化、

海洋资源开发、深远海探测、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综

合管理和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类对海洋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化，海洋科学学

科与其他专业学科交叉和融合将会进一步加强。

自主设置与调整的二级学科方向成效显著。

从１９８１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至２０１５

年的３０多年里，我国授予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目录经过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１

年４次制订、调整与修订，较好地适应科技进步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学

位授予单位在授权审核中的自主权，充分调动海洋

科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机构的主动性，因而在二级学

科设置和具体研究方向确立上更加灵活多样、更加

关注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更加重视办学特色、更

加突出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海洋科学已独立于地学而成为一级学科，并在物理

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化学四大

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形成许多新学科，如环境海洋

学、海洋工程学、空间海洋学、军事海洋学、海洋生

态学、海洋生物工程学、古海洋学等。另外，以遥

感、遥测、遥控、自动化和计算机等为基础，包括海

洋遥感技术、海洋浮标技术、深潜观测技术和海洋

生物技术等的海洋探测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初步形

成海洋立体研究系统。多学科联合研究和海洋探

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研究海洋中发生的各种现

象和规律成为可能［２］。

３２　存在的问题

专业方向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人才需求还

有差距。创新型国家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要求

必须强化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随着国家对

海洋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地方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目前

我国海洋学科专业的开设存在共性有余、个性不足

的问题，扎堆性比较明显，开设的通用性、广谱性专

业比较多，对于未来国家急需、有重大应用前景的

特色方向领域缺少相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不利于推

动海洋学科健康持续发展。如，随着国际海洋安全

问题日趋严重，海域争端日趋激烈，需要熟练运用

国际海洋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同时国内与海洋管

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亟待建立健全，因此海洋法专

门人才需求较大，但目前海洋法专业研究生人才培

养较为缺乏；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建设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海洋经济成为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而目前海洋经济专业

方向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不足，能够为国家和地方省

份规划决策和科学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智力支持

的人才缺乏；随着全球变暖趋势加剧，台风、海洋灾

害发生频次增加，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有扩大趋

势，但目前应对海洋灾害的防灾减灾、风险评估和

应急响应方面的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不足。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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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加强海洋法、海洋经济、海洋防灾减灾等专业

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以适应海洋强国战略人才需求。

培养质量与日益扩大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不相

适应。现在许多涉及海洋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单位新成立海洋学院，海洋科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

模也不断扩大。但由于有些新办海洋科学专业的

学校是立足原有基础成立，如水产养殖、海洋渔业

等，在教师人才引进培养、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设置等方面未及时跟进，导致主要还是依靠原有专

业背景的教师教学，人才培养思路也只是在原基础

上进行简单修补，使得部分新办海洋科学专业的研

究生培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３］。部分单位学科专业

单一，如４６个培养单位中有２２个单位仅开设一个

二级学科专业（其中仅开设物理海洋专业的有９个、

仅开设海洋地质专业的有６个、仅开设海洋生物专

业的有５个、仅开设海洋化学专业的有两个），与海

洋科学作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科学体系的性质不

相符合。目前类似“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实

验（ＮＰＯＣＥ）”这种由中国主导的海洋领域大规模国

际合作调查研究计划的国际性平台匮乏，不少研究

生培养单位的依托平台涉及的海洋科学方面研究

仅仅是其很小的研究方向。因此，需要设置海洋科

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学校和研究所及时跟进相关配

套软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科学设置专业方向和人

才培养方案，健全完善海洋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提

高新办海洋科学专业的办学质量。

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不够，单位之间交流合作有

待加强。目前海洋科学４个二级学科物理海洋学、海

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全部开设的培养单位仅

９个，分别为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和国家海洋局第一、二、三研究所，基本属于总体海洋

科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优势院所。然而包括上述

学科专业较为齐全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内，即使同一

单位的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还不够，更不用说

与海洋科学相关学科（如大气科学、水文科学、环境科

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之间的交

流，这不利于研究生科学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创新思维

的培养，如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对于物理海洋学现

象了解不足，将导致遇到有些海洋生物数量变化规律

产生原因可能属于物理海洋学范畴而无法解释。各

培养单位之间由于在不同的城市或者隶属不同的主

管部门等原因，相互之间交流合作较少，研究生人才

培养经验和科学研究进展不能及时分享，可能导致闭

门造车、重复建设。因此，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要在

健全本单位海洋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的基础上，加强

海洋学科整体建设，促进本单位内部不同学科之间、

国内外不同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的交叉融合和交流

合作，可以采用国际合作形式开展交流，聘请国内外

专家进行讲座，开展与国内外著名涉海高校和研究所

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通过博采众长，提升培养适

应海洋强国战略实施需要的海洋科学人才的质量。

４　展望

通过对已有涉及海洋科学学科研究生培养高

校和研究所的调研，分析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生学科

专业开设学校、依托平台、开设专业的现状，思考目

前我国海洋科学方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开设方

面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应的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我国海洋科学学科研究生教育提供

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随着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安全战略的推

进，以及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未来以

此为牵引的海洋学科方向将得到重大发展。除通

用的海洋科学外，海洋规划、海洋防灾减灾、气候变

化背景下的海洋环境响应以及两极研究等将得到

快速发展，现有的海洋学科方向将进一步调整和优

化，使海洋科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更加适应国家海洋

经济和海洋战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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