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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我国蓝色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和地位,文章在概述我

国与全球海洋治理以及蓝色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发展蓝色经济对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意

义,并提出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我国蓝色经济的发展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是全球海洋治理

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应促进其不断创新发展;蓝色经济是以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目

的,寻求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平衡的发展方式;发展蓝色经济对于我国参

与全球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体现我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和贡

献、为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有助于我国合作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以及加

强我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我国蓝色经济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加强

理论和实践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议题、总结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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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blueeconomydevelopmentandimprovethecapacityofglobalocean

governanceinourcountry,thispaperrevieweddifferentconceptsofglobaloceangovernanceand

blueeconomy,analyzedthesignificanceofblueeconomytoparticipateinglobaloceangovernance,and

putforwardtheapproachesofpromotingblueeconomy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ceangov-

ernance.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Chinahasbeenanimportantparticipant,builderand

maintainerofglobaloceangovernance,andinnovativewaysareneededtopromotecapacityof

globaloceangovernance;thepurposeofblueeconomyis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it'sa

wayforseekingthebalancebetweenutilizationofmarineresourcesandprotectionofmarine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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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andenvironment.Blueeconomy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China'scapabilityto

participateinglobaloceangovernance,becauseblueeconomyshowsChina'scontributiontoglobal

oceangovernance,itprovidesnewthoughtandwaystoparticipateinglobaloceangovernance,it

helpstoparticipatorycooperationandsupplyglobalpublicgoods.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

oceangovernance,approachesofpromotingBlueEconomymainlyinclude:strengtheningresear-

chesonblueeconomy,activelyparticipatinginblueeconomyissues,summarizingexperienceof

blueeconomydevelopmentandestablishingblueeconomycooperationmechanism.

Keywords:Globalgovernance,Blueeconomy,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ernationalmarineco-

operation,Communityofcommondestiny

1 我国与全球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密

切和频繁,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吸纳

多元行为主体和涵盖多领域事务协调管理的“全球治

理”应运而生[1]。目前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仍未达成

共识,其中最被广为接受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全球治理

委员会,即全球治理是各种团体和个人处理其共同事

务的总和,通过这一持续的过程,协调相互的冲突和

不同的利益,并采取合作行动[2]。随着全球性问题的

日益增加,加强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成为大势所趋,

其中全球海洋治理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由全球治理的旁观

者转变为参与者。我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治理,全

球治理也离不开我国的贡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以及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建设

“一带一路”等倡议和理念[3],是对全球治理思想和

模式的创新。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丰富了其内容

和经验,而且为其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内在动力。

根据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化

海洋战略,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是全球海

洋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国际海洋

合作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目前我国的海洋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对海洋的重视

程度也日益增强,更加需要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内

积极学习、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各类国际规则,不

断发掘中国智慧和贡献中国力量,促进全球海洋治

理的创新发展[4]。

2 蓝色经济的内涵

蓝色经济理念为沿海国家实现海洋可持续发

展提供新的思路,沿海国家大都希望通过实施蓝色

经济理念以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创造就业以及减

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目前国际对蓝色经济未有

统一和明确的定义,通过分析蓝色经济的理论和实

践,本研究归纳3种代表性理解。

(1)将蓝色经济视为寻求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平衡的发展方式。国际海

洋学院院长阿维尼·贝楠在东亚海大会上提出,蓝

色经济是“人类与海洋共存并得益于海洋、与海洋

形成可持续关系的生活方式”[5];2014年 APEC海

洋与渔业工作组(OFWG)就蓝色经济理念进行探

讨并达成共识,认为蓝色经济是“促进海洋和海岸

带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保护和发展,实现经济增长

的有效途径与方式”[6]。

(2)将蓝色经济视为海洋经济政策和战略。欧盟

委员会认为蓝色经济是“与明智、可持续和包容性的

海洋和海岸带经济和就业增长相关的经济活动”[7];

澳大利亚在《2025年的海洋国家:海洋科学支撑澳大

利亚的蓝色经济》中,从海洋科技创新支撑国际战略

的视角提出蓝色经济,认为蓝色经济是国家海洋科技

发展的战略框架[8];塞舌尔在《蓝色经济概念文件》中

提出,蓝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框架,其核心内容是在

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避免环境和生态的退化[9];我

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海峡西岸蓝色经济试验区

的建设等则将蓝色经济体现为区域经济政策。

(3)将蓝色经济视为可持续的海洋经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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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机构认为蓝色

经济“必须强调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及其在各方面

经济中发挥的作用”[10];《韩国先驱报》提出蓝色经

济是以海洋为基础,同时注重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性经济[11];澳大利亚在《Rio+20和蓝色经济》

的国家报告中提出,蓝色经济的发展方式是海洋生

态系统为人类带来的高效、平等和可持续的经济和

社会利益[12]。

综上所述,目前对蓝色经济的理解可概括为:

以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寻求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平衡的发展方式;发

展蓝色经济即通过科学的决策和治理,在追求海洋

经济公平性和包容性增长的同时,维持海洋资源、

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

3 发展蓝色经济对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

理的意义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方

面仍存在经验不够丰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

有限以及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欠缺等问题。

因此,我国应结合国家利益,在进一步学习相关国

际规则的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重新定位,在努力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

置方面的话语权[1]。

蓝色经济理念强调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

与我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发

展蓝色经济将在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3.1 体现我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和贡献

蓝色经济理念被视为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工具[6],对于沿海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蕴含的包

容性思想符合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同

时,蓝色经济理念具有综合性,涵盖对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粮食安全和海洋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深刻思考,

发展蓝色经济可以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因此,发展蓝色经济可服务于我国在全球打造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体现我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和贡献,对我国自身

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3.2 为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

途径

从长远来看,全球海洋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

现全球范围内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发展,促进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13],而发展蓝色经济正是实现

该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张

建立的不是强权统治下的旧秩序,而是以全球共治

为主要内容的新秩序,而发展蓝色经济也是对全球

共治新秩序的追求,即主张发展、公平、合作和保

护,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健全和发展一系列维

护全人类的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

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4]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协同

性。此外,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和治理方法的选

择和确定上,发展蓝色经济的操作性更强,为我国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可行途径,是我国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

3.3 有助于我国合作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

和平发展、协调合作和推动国际机制制度化的理

念。在全球治理中,联合国无疑是提出议程、制定

规则和协调行动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体系[15]。发展

蓝色经济有利于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即“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的工作”(目

标8)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4)[16]。发展蓝色经济和推动

蓝色经济合作,体现我国对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

秩序所采取的认同、融入、维护和建设的基本态度,

有助于我国合作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彰显负责任

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3.4 加强我国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加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

最有效措施之一[3],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

途径之一。蓝色经济所倡导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模式,即探索既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又因地制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海洋可持续发

展之路,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蓝色经济是引

领人类发展理念和价值的新的全球公共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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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实质上是实现海洋合作共赢,以促进全球

海洋问题的解决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4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我国蓝色经济的发

展途径

4.1 加强蓝色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蓝色经济的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蓝色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尚在探索和讨论

中。因此,我国应在深入把握全球海洋治理发展趋势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实际,不断加强对蓝色

经济内涵和外延以及蓝色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新问题

的研究,确立我国在蓝色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先优势。

4.2 积极参与蓝色经济国际议题

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著名学者与会对

话,寻找各参与方的利益交汇点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

践方式,形成蓝色经济研究的权威成果,不断深化蓝

色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全球治理改革和

国际秩序重塑的过程中,推广我国蓝色经济发展的经

验,以蓝色经济为抓手,提高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

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和APEC等国际组织中积极参

与蓝色经济议题,并在议程设置和议题安排方面进行

有针对性的整体规划,提出蓝色经济发展和合作的主

张,并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和寻求广泛支持。

4.3 总结蓝色经济发展经验

目前我国在蓝色经济发展领域已具有较高的

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环印度洋联盟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等积极邀请我国开展蓝

色经济合作,并共同主办蓝色经济论坛等活动,许

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在发展蓝色经济方面得到我

国的指引和帮助。我国有必要系统提炼和归纳具

有中国特色和原创性的、能够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

蓝色经济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并将其转化为解决

全球海洋问题的具体方案。

4.4 建立蓝色经济合作机制

全球治理面临的是全球规模的问题,问题的解

决需要依靠几乎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合作。在全球

海洋治理的背景下推动蓝色经济发展,须加强信息

共享和合作交流,促进各国广泛协商、明确目标和

统一认识。制定合作规则和建立合作制度,搭建蓝

色经济合作的系统框架。统筹并充分发挥现有双

边和多边国际海洋合作机制,拓展与世界各国和地

区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渠道,构建由政府、科研

机构、涉海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蓝色

经济多元化合作平台和网络,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

系的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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