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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对外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海上的务实合

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海上合作

在合作原则、合作思路及合作重点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分析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据

点———肯尼亚的战略优势及海洋优势,提出中国与肯尼亚海洋合作应从推动双方海洋科研院所之

间建立合作机制、建设中肯海洋渔业联合研究中心、资助联合研究项目的开展、加强双方人员交

流,扩大青年科学家培训规模、加强双方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5个方面重点推进的建议,

为今后中-肯海洋合作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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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21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isChinasmajorinitiativeinthenewera.This

initiativelookstostrengtheningpragmaticcooperationofmarinefieldswithcountriesalongthe

MaritimeSilkRoad.Thepaperfirstlybriefedontheprinciples,guidelines,mainareasandother

aspectsaboutthemarinecooperationsetoutintheinitiative,thenmainlyanalyzedthestrategic

importanceandadvantagesofKenya-KeyJuncturefor21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andfi-

nallyprovided5suggestionswhichwereestablishingcooperationmechanismbetweenmarinein-

stitutesofChinaandKenya,establishingChina-Kenyamarinefisheryjointresearchcenter,sup-

portingjointresearchproject,humanresourceexchange,expandingyoungscientiststrainingpro-

gramandstrengtheningmarinenon-traditionalsecuritycooperationforChina-Kenyamarinecoop-

eration,thushelpingtosteerthefuture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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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

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到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再到

201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制定并发

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我国从制度层

面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合作原则、框架思

路、合作重点、实施措施等进行了顶层设计,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海上

合作的倡议提升为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对外战略。

海上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聚焦的重点领域

之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应是中国与

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海上务实合作的进程[1],加强海

上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题中要义,也

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1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海洋合作的要求

共建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倡议是我国新时期

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我国的对外战略由面向亚太

地区发达国家转向面向西部发展中国家,这赋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的时代内涵[2]。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是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海上

合作应坚持的原则、合作思路及合作重点。即坚持

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开放合作,包容发展、市场运

作,多方参与、共商共建,利益共享的原则,沿着绿

色发展、依海繁荣、安全保障、智慧创新、合作治理

的人-海和谐之路[3],与沿线国家全面推动各领域

务实高效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

中海蓝色经济通道、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

经济通道和北冰洋-欧洲蓝色经济通道,实现沿线

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

洋,延伸至欧洲;以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

洋”,根据“一带一路”走向,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

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4]。

从“一带一路”重点方向可以看出,对我国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洋和非洲地区是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而位于印度洋西岸的

东非沿海地区是我国进入非洲内陆的门户,又是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料产地和潜在市场,因此,东

非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长远战略中具有

重要意义[5]。肯尼亚作为东非地区工业最发达的国

家,国内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是“一带一路”蓝色经

济通道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发展中-肯海洋合作,

建设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非洲据点,将积极推

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开展。

2 开启中-肯海洋合作新篇章

2.1 中-肯海洋合作的机遇

中国和肯尼亚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

历史。早在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

船队七下西洋时就不止一次到过肯尼亚,推动了两

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肯两国于1963年建

交,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发展,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

不断,在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文化、教育、旅

游、新闻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十分活跃。中国是

肯尼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来源

国[6]。“一带一路”倡仪实施以来,中肯两国合作势

头良好,中国公司在肯尼亚承建的第一个港口项

目———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蒙巴萨港第19号泊

位于2013年8月正式启用,极大地提升了东非第一

港———蒙巴萨港的货物吞吐能力;“一带一路”倡仪

首个非洲项目———连接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和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于2017年5月

31日正式投入试运行,完成了肯尼亚的“百年工

程”。

近年来,肯尼亚提出以加强与中国、日本、印度

等亚洲国家合作为重点的“向东看”战略,其目的就

是要加强与亚太国家在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等各

个领域的合作,而深化同中国的关系是该政策的核

心内容之一[7]。习近平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时

表示“中肯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两国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提议“将中肯关系定位提

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也表示肯尼亚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同

中国经贸、投资、能源、旅游、基础设施等合作[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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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海洋合作迎来了最好的时机。

2.2 肯尼亚在海洋领域的优势

肯尼亚东邻索马里,南接坦桑尼亚,西连乌干

达,北与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交界,东南濒临印度

洋,海岸线长536km[6],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肯尼

亚十分重视对本国海洋环境、渔业资源等的研究和

保护,1999年颁布了“环境管理与协调法案”(Envi-

ronmental Managementand Co-ordination Act,

EMCA)(1999)①,用于协调全国的环境管理和保

护。肯尼亚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原环境与矿产资源

部)是主管全国环境管理和保护及自然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政府主管部门,该部发起意在唤起肯尼亚人

民环保意识的“国家环境教育倡议”。该部下属的

国家环境管理局是负责肯尼亚海洋环境管理与保

护、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保护、海岸带及湿地修复

等规划制定和实施的专门机构;另有该部下属的气

象局负责为民间及军方提供气象预报服务、海上航

线预报和气象学及其他领域的培训。除此之外,肯

尼亚还拥有从事海水及淡水养殖、海洋及渔业研究

的专门机构———肯尼亚海洋渔业研究所。这些优

势资源奠定了肯尼亚在海洋研究领域的雄厚基础。

2.2.1 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

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②(TheNationalEnvi-

ronmentManagementAuthority,NEMA)隶属于

肯尼亚环境与自然资源部,是一个半自治的政府机

构。国家环境管理局成立于2002年7月1日,位于

蒙巴萨市,是肯尼亚政府环境政策的主要执行机

构,负责全面监督并协调全国环境政策的实施,确

保在肯尼亚建立一个干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

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包括环境教育与信息

公众参与部、法律服务部、环境规划与研究协调部、

执法部、财务与行政部和海洋与淡水分部6个部门。

2.2.2 肯尼亚气象局

肯尼亚气象局③隶属肯尼亚环境与自然资源

部,包括气象培训与区域培训中心、培训部、研究部

3个部门。其职能主要包括:为农业、林业、水资源

管理、民用航空和私营部门提供气象预报和气候研

究服务,以更好地开发利用国家自然资源;为西印

度洋航线船舶提供气象预报服务,保障过往船只航

行安全;为肯尼亚空军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肯尼亚

空军飞机飞行安全,保卫国防;组织并管理地面和

上层气象观测,发布气象资料;组织气象学与气候

学研究,加强与其他机构在应用气象研究各个领域

的合作,管理国家气象图书馆的运行;在气象和其

他与肯尼亚发展相关的领域开发合适的培训项目。

气象培训与区域培训中心成立于1964年,1965
年成为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心,全球仅有23个

此类培训中心,非洲有8个。主要开展气象学、水文

学、应用气象学及地质学方面的培训。

2.2.3 肯尼亚海洋渔业研究所

肯尼亚海洋渔业研究所④(KenyaMarineand
FisheriesResearchInstitute,KMFRI)成立于“肯尼

亚科学技术(修正案)法案”颁布后的1979年,是一

家国有研究机构,负责海洋水体系统和淡水水体系

统两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与

近海渔业、海洋学与水文学、内陆渔业、淡水生物

学、淡水水产养殖、海水养殖及跨领域社会经济研

究。目前拥有5个中心、4个科研工作站和1个驻

内罗毕办公室,共有员工802人,其中研究人员

122名、工程师200名、行政人员480名。该所由理

事会负责管理,理事会成员由负责农畜渔业的内阁

大臣任命。研究所所长是理事会秘书长。在行政

分工上,所长是首席执行官,其下配有3名副所长,

分别负责海洋与海岸带部、淡水系统部和财务及行

政部。水产养殖部部长目前由1名高级助理主任担

任。各部门的负责人协助副所长的工作。

3 中肯海洋合作展望

目前中肯两国在海洋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通过开展海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可促进中肯

双方合作共赢。中国与肯尼亚在海洋领域已经开

①

②

③

④

EMCA1999综合了肯尼亚78个政府部门环境相关的法

律,目的是改善肯尼亚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减轻社会经济不平等

现象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介绍 资 料 从 肯 尼 亚 国 家 环 境 管 理 局 网 站 (http://

www.nema.go.ke/)翻译整理而来。
介 绍 资 料 从 肯 尼 亚 气 象 局 网 站 (http://

www.meteo.go.ke/)翻译整理而来。
介绍 资 料 从 肯 尼 亚 海 洋 渔 业 研 究 所 网 站 (http://

www.kmfri.co.ke/)翻译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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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初步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陈连增曾率团于2012年8月访问肯尼亚环境与矿

产资源部(现为环境与自然资源部)、气象局、国家

环境管理局,期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与肯

尼亚气象局共同签署了《中国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与肯尼亚气象局海洋科学合作意向书》,双

方就加强海洋领域合作,推动在海洋科学研究、环

境保护、海洋观测、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等领域的务实

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框架下,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肯尼亚“愿景2030”①进行

战略对接,结合肯尼亚的海洋资源特点,充分发挥

我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先进优势,在现有合作的基

础上,重点推进双方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

(1)推动双方海洋科研院所之间建立合作机

制。根据各机构的业务职责,加强双方海洋机构的

业务对接,推进两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系

统监测等领域的合作,联合开展红树林、珊瑚礁等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监测、健康评估与保护修复,为

肯尼亚在应对海洋灾害、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

洋生态系统退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共享共建海

洋观测监测网和海洋环境综合调查测量成果。

(2)建设中肯海洋渔业联合研究中心。与肯尼

亚海洋渔业研究所合作,在肯尼亚成立“中肯海洋

渔业联合研究中心”,发挥我国渔业养殖、渔业资源

保护等领域的研究特长,将我国先进的渔业养殖技

术、渔业资源管理及保护技术传入肯尼亚,提升肯

尼亚养殖水平,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增加

渔民收入,促进蓝色经济发展,缓解贫困现状。

(3)资助联合研究项目的开展。肯尼亚科研机

构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是科研经费的短缺,针对目

前双方普遍关注的海洋环境问题,借助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支持,鼓励双方科学家联

合发起重大海上合作项目。

(4)加强双方人员交流,扩大青年科学家培训

规模。鼓励双方科学家就共同关注的领域联合召

开学术研讨会,加强人员交流,促进知识共享。与

肯尼亚气象局气象培训与区域培训中心合作,充分

利用中国海洋奖学金计划,扩大肯方青年科学家来

华研修与培训的规模,传授我国先进的海洋科技知

识,提高肯方科学家业务素质。

(5)加强双方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通过加强双方海上执法部门的交流合作,双方建立

起海上联合执法网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维护索

马里海域海上安全,为海上安全航行提供保障。

4 结语

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海洋

领域对外合作的重要纲领。中肯海洋合作将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指引,充分发挥各自比较

优势,深入开展在海洋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起“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3],进一步推

动双方蓝色经济发展,共享蓝色经济发展成果,助

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和肯尼亚“2030年愿景”建设,

共同打造一片和平、安全、和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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