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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美丽海洋 建设美丽中国

梁学斌，姜　华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体布局的深刻认识，是对亿万中华儿女的强劲号召。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

美丽中国理应包含美丽海洋，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美丽中国与美丽海洋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文章从打造美丽海洋的重要意义入手，思考现阶段打造美丽海洋面临的挑战和

应注重的方面，以此探究美丽海洋的实现路径，为建设美丽中国丰富内涵，更为实现伟大

中国梦托起海洋的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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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 “美丽中

国”。“美丽”，是使人看到感到美好的一切，是

一种接近完美或理想的境界，并由此产生的感

官享受。当 “美丽”牵手 “中国”，这给正生机

勃勃迈向全面小康的古老国度注入了新的时代

内涵，赋予了更深的历史寓意。

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我国

有１．８万ｋｍ的海岸线，为全球海岸线最长的国

家之一、１万多个岛屿、３００万ｋｍ２ 余的海洋国

土，约为陆地面积的１／３
［１］。美丽中国理应包含

美丽海洋，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美丽中

国与美丽海洋必将互为促进，打造美丽海洋，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１　打造美丽海洋的重要意义

１１　打造美丽海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经济重心在不断

向海洋靠近，沿海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

球经济总量的１／２以上。人口、资源和环境的

压力必然促使人类由江河内陆走向海洋，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现实上看，科学技术

的进步必然促使人类加深对海洋的认识，从而

作用于海洋开发，推动人类加强海洋资源的开

发。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打造美丽海洋是走

向海洋、开发海洋的战略基础。

１２　打造美丽海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可持续必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有价

值，自然也有价值；人依靠自然，自然也依靠

人；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海洋作为

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只有在与其协调相处的前

提下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利益。打造美丽海洋是

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如果没有一个美丽的海洋，就无法实现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

１３　打造美丽海洋是塑造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

长期以来，粗放分散的海洋经济开发模式

导致海洋开发秩序混乱，岸线资源浪费严重，

海洋生态过度透支，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

益尖锐，海洋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与塑造美

丽中国的时代要求不符，必须加快推进海洋产

业转型升级，在海洋功能区建设的基础上，加

快推进美丽海洋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

提升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我国沿海建成全

球最发达、最优美的滨海岸线之一，成为塑造

美丽中国的核心展示区［１］。

１４　打造美丽海洋是发展海洋经济的现实要求

据国际资源机构测算。全球陆上石油、天

然气、重要的矿产资源将在２１世纪末消耗殆

尽。海洋资源平均储量是陆地资源的３～５倍，

在尚未找到替代资源的今天，加强对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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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对于人类来说加强

海洋资源的开发还有其必然性。海洋经济发展，

必须依赖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随着

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与海洋原有

生态系统间的矛盾将愈加突显，必须用美丽海

洋的理念、观念、方法、方式，协调、缓解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实现互利共赢。

２　现阶段打造美丽海洋面临的挑战

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

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然而，打

造美丽海洋，建设美丽中国并非简单的事情。

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着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严峻形势的挑战。而这也正是现阶段我们

打造美丽海洋面临的挑战。

２１　资源约束

我国是海洋资源大国，但按人均和单位面

积算，又是海洋资源贫国。我国人均海洋面积

只有０．００２９ｋｍ２，为世界沿海国家平均水平的

１／１０；单位陆地面积平均拥有的海岸线长度位

列世界第９４位
［１］。同时，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偏

低，海洋资源过度利用与闲置并存，项目盲目

无序，功能分区不清晰，伴随海洋经济高速发

展的资源瓶颈日益突出。

２２　环境污染

近年来，我国近岸海域赤潮灾害多发，部

分区域海岸侵蚀严重；海水水质为劣四类的近

岸海域面积超过４万ｋｍ２，且呈逐年扩大趋势。

全国约２．２万ｋｍ２ 的近岸海域水体呈重度富营

养化状态，７０％以上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水质和

３５％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沉积物未达到环境质量

要求［１］。

２３　生态系统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陆源排污口污染物排海造成海洋生态环境严重

受损，油轮溢油致使部分生物濒临灭绝，赤潮

频发也对海洋生物资源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各类

海上建筑数量增多、规模增大，填海造城以及

海砂开采等行为严重影响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正

常状态。

３　打造美丽海洋应注重的内容和实现路径

建设美丽中国为打造美丽海洋提出了迫切

的时代要求，中国对海洋的认知历史和当前海

洋开发利用的现实更诏示我们，知海而爱海、

管海中用海、研海以兴海，是我们打造美丽海

洋应注重的内容。知海，就是不断认知海洋，

提升海洋意识，从而热爱海洋，珍惜海洋资源，

促进海洋生态美丽；管海，就是管好海洋，合

理规划，促进海洋开发有序，优化海洋产业布

局。研海，就是加大科研力度，推动海洋科技

创新，为振兴海洋，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奠定基础［２］。笔者认为，打造美丽海洋应在

海洋意识、海洋生态、海洋开发、海洋产业、

海洋科技、海洋文化这６个方面下工夫。

３１　提升海洋意识

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美丽海洋意识是人

们对海洋资源、生态和环境的立场、观点和看

法，主要包括对打造美丽海洋的价值意识、忧

患意识、责任意识、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等。打

造美丽海洋，首先必须培养人们的美丽海洋意

识，使之自觉地投入到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环

境保护中来，为打造美丽海洋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打造美丽海洋建设中，人们的意识是最基本，

也是最根本的。因此，在美丽海洋建设中要大

力培植人们的海洋生态价值意识、忧患意识和

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热爱海洋、珍惜海洋、

保护海洋的浓厚氛围［２］。

３２　美化海洋生态

海洋生态美丽是打造美丽海洋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美丽海洋应有之义。一方面打造美丽

海洋应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为前提；另一

方面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可以促进海洋更

加美丽。近年来，区域性的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事件频发，给美丽海洋蒙上阴影，也给人类敲

响了警钟。因此，打造美丽海洋，必须在合理

利用海洋的同时，更加注重海洋生态建设，尽

快遏制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尽量修复海

洋生态系统，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促使

海洋永续美丽，使人类用海与打造美丽海洋实



第８期 梁学斌，等：打造美丽海洋 建设美丽中国 ４９　　　

现双赢。

３３　有序开发海洋

海洋虽有着丰富的资源，但如果无序疯狂

开发，终有一天会像陆地资源一样枯竭。在这

方面，我们有惨痛的教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思其始而成其终，以史为鉴，决不能走先

开发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因此，美丽海洋，必

须着眼于对海洋的有序开发。加快促进海洋开

发模式的根本转变，缓解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提升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有利于海洋资

源有序有度开发和合理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持续

健康发展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涉海企业为主

体，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相结合，

形成有利于促进海洋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和社会氛围。

３４　优化海洋产业

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工业 （如海水化工、

海洋医药、海洋能源等），海洋农业 （如海洋渔

业、海洋盐业、沿海林果业等），滨海生态旅

游、海洋环保产业等，海洋产业是打造美丽海

洋的物质基础，是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

其本质是把海洋经济发展建立在海洋生态环境

可承受的基础上，在保障海洋自然再生产的前

提下，扩大经济再生产。它的优化性表现在：

按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加快调整海洋产业布局，

杜绝项目盲目无序、功能分区不清晰的问题。

既不为求得一时发展而牺牲环境，又不为片面

强调保护环境而放弃发展；既造福于当代，又

顾及未来，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当代与后

代可持续的、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发展

模式。

３５　创新海洋科技

加快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现阶

段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打造美丽海洋，实现

海洋经济发达目标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强化自

主创新，走科学发展、科学管理的路子。把科

技创新作为打造美丽海洋的根本动力，用科技

创新来保护海洋生态平衡，发展海洋生态产业。

把科学决策作为打造美丽海洋的基本前提，尊

重科学规律，制定科学规划，实施科学决策，

推进科学发展。把普及海洋知识作为打造美丽

海洋的重要基础，大力宣传和普及海洋基础知

识、海洋科技知识、海洋环保知识，提高从业

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水平，为美丽

海洋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３６　繁荣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新形态，打造

美丽海洋就必须以一种先进文化做底蕴，支撑

其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海洋文化从广义上

来说，是源于海洋而形成的文化，是人类对海

洋的认识、利用以及通过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

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

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有关海洋的意识、道德、

科学、文学、技术和艺术等。海洋文化是打造

美丽海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实施海洋经济战

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推动海洋积极

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是促进海洋自然环境和谐

发展的重要力量。

４　美丽中国与美丽海洋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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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在海洋认识上的一次

飞跃，为我们打造美丽海洋指明了方向。“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

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是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建设美丽中国

指导思想和实现路径的系统阐述。美丽中国理

应包含美丽海洋，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

两者在价值观念、指导方针、实现路径、目标

指向乃至时间跨度上的一致性使得打造美丽海

洋与建设美丽中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４１　价值观念一致

打造美丽海洋，建设美丽中国，都强调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价值观念上，

倡导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关

注和尊重生态环境的存在及其意义；倡导主动

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有效地利用自

然，禁止对自然无节制的攫取，对资源无序的

开发利用；倡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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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４２　指导方针一致

打造美丽海洋，建设美丽中国应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的指导方针。节约优先就是提高资源综合利

用率，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依据沿海地区海域和陆域资源禀赋、环境容量

和生态承载能力，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

业结构；保护优先就是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

关系，把环境承载力作为发展的首要前提，提

升陆域和海域开发与保护水平，促进生产生活

空间与自然和谐；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就是减缓开发，给生态环境以自我修复、

自我更新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加大人工修复力

度，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促进陆上生态空间和

海域生态服务功能修复［３］。

４３　实现路径一致

建设美丽中国，关乎每一个中国人，需要

全体人民生态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的增

强作为前提，以国土空间的有序开发和产业布

局的优化作为基础，以科技实力的跃升作为助

推剂，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重要支撑。一

个美丽的中国，也必定以生态环境优美宜居作

为显著标志。这些，与我们打造美丽海洋所强

调的 “海洋意识、海洋生态、海洋开发、海洋

产业、海洋科技、海洋文化”这６个方面的实

现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谋而合之美，建设

美丽中国的过程，就是打造美丽海洋的过程。

４４　目标指向一致

十八大报告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个表述，反映了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

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指向。我们提出打造美丽海

洋，根本目的就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

展海洋经济，顺应人类由江河内陆走向海洋的

历史趋势，其本质上也在于为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服务。因此，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从源头上扭转陆域和海域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人

类守护蓝色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和宏伟目标［３］。

４５　时间跨度一致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

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显现。发达国家一二百年

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

复合型特点。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繁重任务和

巨大压力，决定了打造美丽海洋，建设美丽中

国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需

要付出艰苦努力的长期过程。

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美

丽中国建成之时，必是美丽海洋展现之日。一

个美丽的海洋，也必定会为美丽中国增色添彩，

更将成为托起伟大中国梦的有力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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