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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2019年 4 月 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

提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目前，在东北亚海域，海

洋权益争端复杂且尖锐，海洋安全无长效保障机制，构建东北亚“海

洋命运同体”可谓任重路远，还需我们耐心探索海洋合作路径，精心

搭建海洋合作平台。 

 

一、以中日韩海洋合作为重心 

在东北亚地区国家中，俄罗斯盘踞北极，蒙古深居内陆，域外国

家美国横跨重洋，朝鲜对外封闭。中国、韩国和日本海域相连，经济

关系密切，开展海洋合作有利益需求和基础。中日韩三国尽管分别在

黄海、东海、日本海存在岛礁争端、海洋划界争端、渔业纠纷、油气



纠纷等海洋争端，但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大，有着搁置争议，减少

分歧和增加合作的内在诉求。因此，构建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应

该以中日韩三国的海洋合作为重心，打造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坚

实内核，在中国近海形成海上合作的良好氛围和规范有序的海上行为

模式。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三国的海洋合作必将在东北亚地区产生强大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国家

参与，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二、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合作 

目前，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这些可以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各国战略实现对接，并以此

为契机，大力推动蓝色经济区建设，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海洋科技创新与应用、海洋有序开发利用等领域展开多方

位、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海洋合作平台，推动海洋经济区域合作

机制，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新模式。 

针对东北亚争议海域，中国一贯倡导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

原则，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共同开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在海洋划界问题尚未解决的当下，可以与争议国在争议海域设定共同

开发区域，海上资源保护区。共同开发区域的设定和实施旨在通过创

建共同利益基础、维护海域和平、构建东北亚国家间的新型合作关系。

从发展看，也会有助于未来的海域划界谈判，不影响争议国各自政策

主张。 



三、加强海洋污染的治理合作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开展，海洋污染日渐严重。海洋污染具

有污染源多、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广、防治难、危害大等特点，近年

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19 年 5 月 15 日，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上发表讲话指

出，污染使海洋充满了毒素和垃圾。每年有超过 800万吨有害塑料废

物最终流入海洋。根据研究，塑料垃圾特别是微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

海洋垃圾的热点问题。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区域合作框架

下的应对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国际合作和行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应

发挥地区大国作用，引领区域国家开展海洋污染防治合作，打造东北

亚海洋科技联盟，开展海洋微塑料监测和生态效应评估，制定海洋垃

圾排放规则。中国可首先联合韩日成立中日韩海岸漂浮垃圾处理机制，

共同应对各国普遍关注的塑料垃圾问题。并以海洋环保带动人文交流，

以人员互访促进文化交融。为此，我们可以考虑设立东北亚海上大学、

开办东北亚海洋合作论坛，促进东北亚国家的海洋合作。 

 

四、完善海上危机沟通管控机制 

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的海洋争端一时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

下，完善军舰、军机等海上武装力量的海上危机沟通管控机制，控制

海上危机的升级，维护海洋和平安全，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的利益。

中国和韩国、中国和日本、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例如，中韩之间已于 2008 年建有军事热线；2018年，中日之



间就建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协议，并推动在这一框架下开通

直通热线；中美之间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

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些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双方增进互信，

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维护海上和平稳定，防止因海上意外突发

事件酿成大的武装冲突，以致严重影响相关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五、强化海上执法领域务实合作 

海上执法力量包括海军和海警是贯彻国家主权和国家法律法规

授权的主要力量，除了实施主权执法和依法维权之外，海上执法力量

也是一个促进认同、管控争议的主要力量，所以加强中国与韩日等国

家之间海上执法力量合作，也是一个减少争议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加

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执法力量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区域内海上执

法力量之间的联络、交往与合作。通过本地区海上执法力量间的密切

合作，确保东北亚海域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有效打击海上违法犯罪，

提高海上搜寻与救助能力，保护东北亚海洋环境，做好海洋科学和海

洋环境调查。其中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对维护海洋和平安全秩序

负有重要责任。通过推动东北亚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建设，开展多层

次交流与合作，推动高层人员互访培训，加强东北亚各国海军、海警

对话交流，深化海上合作，实现依法治海。当前首先应建立一个中日

韩海军与海警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海上信息通报、海上搜救机制，切

实开展海上执法力量间的务实合作。 

 



六、拓展中日韩合作的地域空间 

中日韩三国在近海纷争频发，这些涉及历史、法律、现实利益的

海洋问题无法一蹴而就地解决。但值得欣慰的是，中日韩三国特别是

日本已经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合作来稳定三方关系。东北亚边缘海地区

三国矛盾纠纷太多，我们可以借助目前中日韩有意愿合作的良好时机，

寻找三国没有矛盾冲突，或者矛盾冲突很小的第三领域、第三地区或

者是第三区域来实现突破，在那里易于通过合作建立互信，然后再将

这种互信外延到其他领域。例如，在北极地区我们可以尝试从三个方

面进行推动：第一，中日韩可以在北极建立一个“北极科研信息中心”，

在这个中心实现信息共享，推动三方互信；第二，推动建立“北极合

作开发组织”。中日韩发起倡议，邀请其他国家参加，或者三国率先

建立合作开发组织，建立开放合作框架；第三，加强“二轨对话”，

就中日韩合作深度对话提出落实合作的建议。除了科研、航道开发、

资源利用外，还有保护自然和资源的问题，都可以列入合作议程。 

总之，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首先深化中日韩合作，

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打牢共同利益基础，并以此为中心向整个东北

亚地区扩展。从合作领域来看，宜从经济合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

等领域着手，之后逐渐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展。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以互助萌生互信，以互信带动互助，以良性互动推进东北亚海洋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撰写：李雪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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