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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变迁表明，海洋话语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

我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对海洋话语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海洋话语

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基本界定，以探究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明确

中国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 

 

一、海洋话语的概念以及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海洋话语的概念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进行界定，狭义的是指

涉及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文化的叙事呈现与影响，广义的是指

涉及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商业以及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

文化呈现与影响。海洋话语转变是指涉及上述涉海因素的影响，内涵

以及叙述主体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把海洋话语进一步细分，可分为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洋

商业等海洋硬话语，海洋政治、海洋战略、海洋文化等海洋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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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硬话语可通过具体数据加以说明，更加偏向物质，是有形话语，

更具强制性，是影响力话语。海洋软话语可通过具体文字加以表述，

更加偏向理念，是无形话语，更具引导性，是吸引力话语。在人类历

史进程中，海洋硬话语在海洋霸权争夺的起始阶段更为重要，是一国

海洋权力和优势的重要依托，为一国海洋权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加以强化和提升，以强制性影响力得到他国的

承认与服从，进而建构本国所主导的话语格局和国际秩序。海洋软话

语在海洋霸权格局的稳定阶段更为需要，是一国海洋影响和优势的重

要凭借，为一国海洋威望奠定充足的意愿氛围，通过具体的政策文件

来加以框定和完善，以引导性吸引力得到他国的认可与跟随，进而维

系本国所主导的话语格局和国际秩序。 

我们结合国际关系的演进，就会发现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

虽然并非完全同步，但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

海洋话语的发展特别是海洋硬话语是以一国的国家实力特别是硬实

力为基础和前提的，海洋硬话语的增强可提升其强制性影响力，进而

建立他国承认和服从的海洋霸权，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其国家发展意愿

和原则，建构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国海洋话语的衰落则是一国国家

实力下降的体现，特别是一国维护海洋秩序稳定的意愿下降和实践活

动的减少，是其国内发展问题多发或发展动力不足的集中体现。随着

全球海洋事务的发展，各国意图通过原则、规范、规则和制度等具有

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来拓展本国的海洋优势、追求制度性权力，各国之

间的海洋诉求差异明显和海洋合作需求上升在并行发展。随着全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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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多维变迁，海洋软话语的建构力度和竞争强度在逐步提升，构建

海洋软话语的空间和格局在进一步拓展。 

 

二、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互动阶段 

目前来看依据国际关系实践，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的转变互动可

分为两个阶段，既欧洲主导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时期，美国主导海洋

话语与国际秩序时期。划分依据是，该阶段的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主

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即由哪些国家或区域占据国际海洋话语和国际

秩序的权势。 

第一阶段是欧洲海洋话语与欧洲主导国际秩序阶段。 

由地理大发现开始，近代第一次出现了欧洲海洋军事、海洋科技、

海洋商业等海洋硬话语，与欧洲海洋理论、欧洲海洋文化等海洋软话

语。欧洲的霸权是以其海上力量的技术优势、完善的火炮、社会组织

以及整个的经济优势为基础的。欧洲海洋硬话语以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英国等传统欧洲海洋强国的交替崛起为代表。葡萄牙、西班牙

的海洋霸权属于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荷兰的海洋霸权属于商

业资本扩张，英国的海洋霸权则属于工业资本扩张。一国拥有强于同

时期其他国家的海权和海洋话语，便可以拥有建构国际秩序的优先权

和主动权，海洋话语是国际秩序转变的助推力和风向标。欧洲海洋软

话语以荷兰对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英国重商主义为代表。西方国家追求海洋霸权的根本出发

点其实是为了争夺海洋中的无限资源和利益，西方海洋文化是一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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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掠夺和殖民为一体的侵略性文化，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开

始，到英国均是如此。欧洲海洋话语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两者并非

完全同步，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关联。 

第二阶段是美国海洋话语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阶段。 

从 20 世纪初延续到今天，出现了美国海军、海洋商业、海洋科

技等海洋硬话语与美国海洋理论等软话语。作为美国海洋硬话语比较

集中的体现，1922 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

意大利五个海军强国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确立五国海军比例

为 5.25:5.25:3.15:1.75:1.75，美国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军实力

地位，美国海洋硬话语被国际社会所承认。随后历经一战、二战以及

冷战，美国海洋硬话语持续稳定的增长，至今无人匹敌。美国海洋软

话语主要以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的提出，到 20 世纪中叶尼古拉斯·斯皮克

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到了 21世纪初“空

海一体战”等为代表。可见美国海洋话语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之间尽

管并非同步，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 

 

三、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的新阶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文化多样性不可逆转。海洋话语作为国际秩序转变的风向标，

是否也在经历新的态势变迁呢？是否出现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互

动的第三个阶段？我们需对此有一个系统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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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话语主体多极化趋势凸显。 

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明显下降，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

明显走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拓展海洋话语的意愿和积极

性不断提升，对于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改善的诉求和努力也会增

强。国际事务主体间呈现出“多中心”甚至是“去中心”趋势，延续

许久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体系正

在发生重大转变。海洋话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背景下，无限制的拓展

本国海洋话语权势、不考虑他国正当话语诉求和格局需求愈发显得不

切实际、不可实行。 

（二）海洋话语议题多样化趋势凸显。 

军事因素在海洋话语中的分量在下降，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比

重在逐渐提升，高新技术、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手段在海洋领域的

作用在加强，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价值凸显。海洋话语争夺已经逐

渐延伸至深海，深海大规模探索及开发日益进入各海洋大国的发展与

科技议程。外交折冲和法理斗争正成为获取权力、利益和话语权的主

要形式以及国际海洋政治的主要内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BBNJ）国际协定”谈判，以及

“国际海底资源开发规章”制定等重要国际海洋立法稳步推进。海洋

制度性话语权在不断强化，各国在海洋治理领域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

方面的重视度和参与度不断加强，规则竞争的态势会持续增强。 

（三）中国海洋话语产出与实践逐步增强。 

目前海洋军事、海洋科技、海洋商业构成的海洋硬话语正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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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有利于中国的转化趋势。比如说中国的海洋商业开始遍布全球，

航母和舰艇的数量在持续增长，海洋的科技投入与产出目前也可圈可

点。2018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 3684万人，海洋经济总值 83415亿元，

比上年增长 6.7%，占国内生产总值 9.3%。我们的海洋软话语呈现出

一种增长趋势，例如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了丝路基金

和亚投行，“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与实践，“蓝色伙伴关系”的

全球性建构等等。但是构建丰富的海洋软话语，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空

间，任重而道远。 

（四）国际海洋新秩序阻力颇多，前景美好。 

美国主导的海洋话语和国际秩序业已延续至今，美国并没有通过

有效的、常规的利益动态调整机制来协调秩序内部存在的矛盾或纠纷，

在面对新的利益诉求时存在反应的滞后性和调整的惰性，这不利于秩

序内部关系的协调、矛盾的缓和以及安全的建构，会导致国际海洋秩

序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如何协调新兴国家海洋话语诉求和传统国家之

间的关系平衡，如何更好的处理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都

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全球海洋善治是符合各方最大利益需求

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中国智慧与责任

担当，是一种超越国家海洋利益的关切；指明和平、合作、和谐、共

赢的海上国际关系是发展趋向，推动全球海洋合作事务的广泛开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发展前景的，国际共建是必然趋势，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将是各方的共同追求。 

（撰写：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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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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