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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关系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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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已成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

体系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它区别于人类的陆地文化，是人类与大海在长期的共生共处中产生

的一种文化现象。文章在分别阐述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内涵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二者的关

系，进而提出如何促进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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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人类的文明史上，海洋文化处处散发着夺目的

光彩。虽然中国的个别封建王朝，处于当时特

殊的内外环境，曾一时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中

国从来没有失掉过与海洋的密切联系［１］。党的

“十八大”报告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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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

对海洋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洋文化

的建设与发展，无论对于海洋管理者还是对社

会公众，都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面对海洋管

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管理者，不仅要熟知

海洋自然科学领域知识体系，也要注重对海洋

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与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来指导海洋管理工作的

目的。此外，如果能在社会公众中形成对本国

海洋文化的认同，海洋管理工作将达到更好的

预期效果。

目前关于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关系及其

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在阐述海洋

文化与海洋管理概念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二者之

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如何促进海洋文化与海洋管

理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为丰富海

洋管理内容、提高我国海洋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和

实践参考。

２　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概述

２１　关于海洋文化

《辞源》中文化的定义为：“文化指人类社会

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也特指意识形态。”《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

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总括人

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

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

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

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

和设施”［２］。

众多学者对于海洋文化的概念也给出了不

同的定义。曲金良在《海洋文化概论》中对海洋

文化的定义为：“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

化，特指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

洋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

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徐杰舜

在《海洋文化理论构架散论》中对海洋文化的定

义为：“人类社会历史事件过程中受海洋的影响

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是海洋文

化。”海洋文化是相对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

有人将海洋文化的基本特性总结为“开放性”“外

向性”“冒险性”和“崇商性”［３］。

由此可见，海洋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与海

洋有关的文化，就是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

物。与文化的内涵相似，海洋文化的具体内涵可

分为以下４个层面：① 物质层面，是指人类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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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与海洋有关的物质产物；② 精神层面，是指

与海洋有关的意识形态；③ 社会层面，是指与海

洋有关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与风俗

习惯等；④ 行为层面，是指受海洋环境影响的生

产活动与行为方式［４］。

２２　关于海洋管理

海洋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领域和构成部

分，它是随着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展开和发展而

产生的一种管理活动，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

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

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

制工作。

海洋管理的主要主体是作为公共权力机关

的政府，这是由海洋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

是政府并不是海洋管理的唯一主体，海洋管理的

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非政府组织甚至公众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海洋管理中来。关于海洋管理

的客体，海洋管理尽管最终指向物是海洋，但直

接指向物是涉海活动的参与者，而且是这些参与

者的行为［５］。

海洋管理的目标包括通过法律的、行政的、

经济的手段和宏观调控措施，协调和控制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建立布局合

理、轻重有序的海洋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经济的

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保证国家的管辖海域主

权、权 益 和 对 公 海 共 有 资 源 的 合 理 享 有 和

利用［６］。

海洋管理的基本任务：① 有效保护海洋资源

和海洋环境，使其能够得到永续利用；② 促进和

推动海洋科技和海洋产业的发展，使海洋开发活

动合理有序地进行；③ 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权

益等。

３　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相互关系

从以上对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阐述，可以

简单剖析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海洋文化对海洋管理起到社会文化

基础的作用。海洋文化的生成空间为海洋，因海

洋的广阔性、流动性、无法为私人占有性决定了

海洋管理与其他管理活动相比呈现出更明显的

公共性，即海洋管理活动成功与否会更依赖广大

民众的内在意识。正如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

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

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

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

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

重要的黏合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文

化的成熟与否对于能否实现海洋管理目标起着

社会文化基础的作用。我国虽然是海洋大国，但

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

流文化。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还十分薄弱，海洋

管理的社会文化基础———海洋文化还不是很

发达。

另一方面，海洋管理又对海洋文化起到选择

性的强化或削弱作用。尹蓉在《浅议文化与管理

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一般而言，在一种新的管

理模式的形成时期，管理者对文化的不同成分采

取不同的措施，吸收有利于管理者的因素，排斥

不利于管理者意志执行的因素。”明清以来，管理

者以防范倭寇为名，采取“海禁”政策，“片板不许

下海”“寸货不许入番”，大大地抑制了沿海地区

海洋文化的正常发展。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我国

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海洋已经成为

我国海洋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权益争端也日趋

激烈，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

目标。但是，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还十分薄弱，

海洋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

海洋管理应当肩负起普及全民海洋意识的使命，

起到引导海洋文化发展的作用。

４　如何促进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和谐

发展

　　海洋文化创造过文明与昌盛，人类社会的发

展史深深打上了海洋文化的烙印。如今，人类对

海洋活动赋予新的内涵，高新技术应用于海洋，

现代海洋产业正在改造或替代传统的海洋产业，

这是现代海洋文化的标志。带着传统文化长期

积淀的底蕴和现代文化的创新精神，海洋文化正

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渗入社会生活，使整个社会

经历海洋文化的洗礼———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冲

击威力，也是海洋世纪赋予当今海洋文化的重要

特征。

海洋管理是国家意识和意志的体现，实施海

洋管理就是海洋综合管理。因此，我们应站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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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高度讲海洋管理，大力发展和建设先进的海

洋文化，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海洋管理工作，

将海洋文化和海洋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二者

的和谐发展。

４１　提高全民海洋意识

海洋意识是海洋文化的核心内容，属于海洋

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容。我国虽然是海洋大国，但

在漫长的中华传统文明中海洋文化始终处于从

属地位。远古时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土地肥

沃、气候适宜，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于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在漫长的封建

社会成为最基本的国策被长期贯彻执行，“黄土

文明”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文化。而近海地区虽

然拥有自己的海洋文化传统，但由于生产力发展

的限制，在与农业文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表现出相对于陆地传统的从属性等特征。公元

１５—１７世纪，世界进入了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大

航海时代，海洋国家迅速崛起。但正是在这个时

期，中国明清封建王朝却执行了封闭的、逆历史

潮流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

对待海洋存在很多问题，如轻视经略海洋、航海

经济效益低下、视大海为“天然屏障”、视海上通

道为他人之路等。受到这种历史文化的影响，我

国的国民海洋意识目前仍然比较淡薄。多数国

民不知道我国还有近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主张管辖海

域。党和国家已经意识到提高国民海洋意识的

重要性，相关部门和机构也已经开始重视对国民

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中宣部在２０１４年印发了

《关于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国家海洋局更是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工作和努

力，例如，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组织

多种宣传活动、开展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

活动，推动海洋“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工作，

拍摄“走向海洋”大型海洋体裁纪录片等。但是

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全

民海洋意识的提升需要通过相关海洋管理部门

的努力，采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循序渐进

地去培养。

４２　增强海权观念，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一个沿海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往往与这个国

家是否拥有海权有关。海权属于海洋政治文化

的范畴，我们研究的海权理论就是大海洋政治文

化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属于海洋文化社会

层面方面的内容。目前我国的海上领土和权益

正面临严重威胁，有几十个岛礁被多个海上邻国

非法占领，每年有数百万吨的海底石油被其他国

家非法开采，大量渔业资源被非法掠夺。郑和说

过：“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

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海洋是人类共有的财

产，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是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建

设和谐世界，中国的海权和海洋政治文化的新理

念，也符合这一原则。因此，我们要树立具有时

代特征的海洋政治文化理念，增强海权意识，扩

大我国在国际海洋领域的政治、外交发言权，制

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和

平的海洋大国形象促进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和

创新，以增强综合国力。

４３　依法保护海洋文化遗产

海洋文化遗产是海洋文化物质层面内容的

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过程

中留下了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体现了沿海人民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我国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们不仅是中国海陆共生文明的历史见

证，是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人文历史依托，也是

人们进行现代精神文化艺术创造与享受的历史

文化底蕴［７］。我们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

国，事实上就是强化中国海陆互补共生的文化与

文明，因此，充分认识保护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海洋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说来，需要

进行的工作主要有：对海洋文化遗产进行总体分

析、评价和研究，阐明其特性和价值；对海滨海岸

和近海工程开发破坏及海洋文化遗产的现状进

行调查，总结形成调查研究报告；对海洋文化遗

产的破坏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保护的建议性对

策、措施等。

４４　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

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生态

环境的关系，是海洋文化中的行为层面的重要内

容。人类对于自然，既要开发利用，又要保护爱

惜，二者应相依相存，和谐发展。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也是一种

文化，而且是很高境界的文化。



７２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之所以说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一个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陆地上资源已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

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而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

源还未被开发利用，包括丰富的石油资源、矿产

资源、生物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等。但是人

类在不断向海洋索取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正在

遭受越来越大的破坏。海洋管理部门应制定好

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的各种法律法

规，从生态角度出发，在适度、合理、有序开发海

洋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５　结束语

作为孕育地球生命的摇篮，海洋越来越成为

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依托。海洋文化建设承担着

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前沿沟通的使命。

中国的和平崛起、海洋强国的建设，需要中国的

海洋文化在当今世界重放光芒。本文简要分析

了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的关系，提出了促进我国

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对策

与建议。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应当顺应时代潮流，

共同开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新纪元，充分展现

海洋文化大气、创新、包容等优秀元素，让海洋文

化乘风破浪的斗志，敬业献身的精神、和平宽容

的品质，在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发扬光大，并

和谐地运用到我国的海洋管理活动中，提高管理

质量，加速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阔步前进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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