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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
地区实践与政策创新》书评

  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明确提

出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党的二十大

报告亦做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是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依托和实施

路径,其概念源于挪威咨询机构梅农经济以及挪威

船级社和德国劳氏船级社联合发布的《全球领先的

海事之都》研究报告,发展至今,其内涵已由单纯的

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拓展为涵盖经济、科技、生态等

复合功能的新型城市。结合国际海洋都市评价标

准及全球主要海洋城市建设规划,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内涵特征具体体现在港航设施基础强、海洋经

济规模大、海洋科技水平高、海洋综合服务强、城市

治理水平高、海洋生态环境优6个方面。推进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是顺应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大

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海洋强国建设大局的重要举

措,是发挥城市的支撑和辐射作用、带动陆海统筹

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标、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我国主要沿海城市推进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起

步较晚,与新加坡、汉堡、鹿特丹等全球顶尖海洋中

心城市相比仍存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海洋

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2017年5月,《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提出“推进深

圳、上海 等 城 市 建 设 成 为 全 球 海 洋 中 心 城 市”;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

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截至2022年,

全国已有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宁波、舟山、大连、

青岛8个城市正式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

略部署。然而遗憾的是,现有关于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仍显匮乏,有关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的演进规律、空间特征、产业特色、制度设

计等科学问题尚未得到解答,难以为各地方推进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宁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谢慧明教授课题组先

后完成多项涉海项目研究,2021年其承担了浙江省

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推进宁波舟山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NDYD059Z),围绕

主要海洋中心城市开展了广泛调研,在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专著《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地区实践与政策创新》(谢

慧明、周彬、余杨等著)是课题组在充分调研和深入

研究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成果。该书立足于全球视

野,从国际港口发展历程出发对海洋中心城市进行

溯源,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厘清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内涵价值,并基于产业特色及政策体系、硬核

强港建设与服务提升、科技创新与人才集聚、数字

赋能与制度重塑、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资源保障

及可持续性、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多个维

度深入剖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模式机制与

实践路径。该书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总结,既有

规范分析又有经验考证,既体现全球视野又结合中

国实践,系统回答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功能定

位、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生态发展、制度设计等科

学问题,对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际滨海大都市建设、

基于城市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该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基于历史逻辑,从国际港口城市兴衰演替

的角度溯源海洋中心城市的形成。立足于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地区的海外扩张历史

背景,系统梳理和比较国际港口城市的兴衰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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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2个角度出发,探讨海洋

中心城市的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相关经

验教训,以此为我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提供

科学指导。书中开篇的历史溯源分析很好地填补

了当前有关传统港口城市与海洋中心城市关联关

系的研究空白。

(2)结合时代特征,拓展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

内涵范畴。与港口城市相比,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

内涵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功能更为多样;结合

我国实际,其建设还面临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以及协同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等新任务

和新要求。该书在梳理国内外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宏观战略背景,将

产业数字化、发展绿色化、管理制度化、治理现代化

等新时代发展要求融入其中,丰富并拓展了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的内涵特征和研究内容,真正实现放眼

国际国内、服务国家战略。

(3)面向“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明确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重点及功能

定位。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有助于打造国际国内海

上支点、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加快海洋国际合

作发展,是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该书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

来“五位一体”发展理念,明确未来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建设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影响为首要因

素、文化生活为开放平台、社会治理为重要保障、生

态文明为核心关键,探索形成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建设的“五位一体”新格局,为我国各地方推进海洋

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了战略指引和路径指导。(作者

刘大海,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

海岸带科学与综合管理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