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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海洋安全治理的机遇、挑战与行动

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在力量对比格局、发展范式选择、利益诉求考

量和高新科技应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与新态势。我

国提出的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引领海洋安全治理的

理念和推动采取行动的指导思想。因此，必须在科学分析全球海洋安

全治理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海洋安全治理的新

举措。

一、海洋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新机遇

第一，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海洋安全治理逐渐包含国

家与组织、人与海洋生物、海洋非生命等多元维度，给予全球海洋安

全治理以多元的意愿支撑、规范构成、结构设计以及路径选择等。

第二，新兴国家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角色和诉求在不断提升。

新兴国家维护和拓展海洋安全利益、拓展海洋安全伙伴的意愿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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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

第三，随着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袭击、海上跨国犯罪、海洋生态

危机以及海上卫生疫病等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骤增，合作安全、共生

安全、共同命运的理念与实践在不断强化。

第四，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发展实践中，规则性竞争已逐渐成

为各方的战略目标，合作式治理已逐渐成为各方的普遍共识，共生性

未来已逐渐成为各方的共同需要。

第五，中国有能力和有意愿提供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所迫切需要的

治理理念、多元模式、公共产品以及有效路径，特别是中国提倡“海

洋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国际海洋理念，对海洋安全治理的制度建

设与规范塑造有着多重助力。

二、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时代，海洋关系着人类生存与发展。海洋安全

治理逐渐包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海洋生命与非生命等

群落。全球各海域之间的联动性愈强，全球化、复杂化、层次化的态

势显著。

第二，海洋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愈发凸显。由

于海缘安全环境、实力发展程度、利益优先诉求以及海洋治理意愿等

诸多差异，海洋安全治理主体在海洋安全观念、制度架构与路径依赖

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

第三，全球层面的海洋安全战略与实践，与以往相比，其战略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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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层面更为复杂，战略投入考量更为多样，战略目标设定更为现实，

战略收益估算更为直观。

第四，国内与国际、多边与单边、区域与全球、近海与远洋、近

期与长期等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考量因素更为复杂，且与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全球性贸易摩擦以及国际格局多维演变等议题之间的联动态

势渐强。

第五，过去几年，海洋“本国优先”的思潮盛行，海洋大国博弈、

利益摩擦、政治对垒以及权属争夺等愈演愈烈。

第六，新兴国家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利益协调与战略信任不足。

受到海洋强国战略博弈的牵扯和影响，新兴国家共同诉求不足、聚合

力不够。

第七，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在安全投入与安全收益之间存在失衡状

态，在海洋公共产品供应和使用上存在“搭便车”和“私物化”倾向。

三、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应当采取的行动

（一）适时调整优化发展观念与治理理念

第一，海洋世界各要素和各主体处于一个共存共生的体系之内，

合作式治理应当成为各方的普遍共识，共生性未来必然成为各方的共

同需要。

第二，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深度开展，各主体需依托于实力发展

现实，切实承担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因果责任和义务责任。

第三，各主体应主动强化海洋伦理观念，特别是海洋治理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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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义务观念，完善海洋领域发展模式，追求海洋可持续发展。

（二）不断强化战略互信与深化安全合作

第一，在战略制定与实践开展过程中，各主体应当建立基本的战

略信任、追求同频共振，在海洋争端问题上保持积极磋商，建立争端

沟通管控机制。

第二，在解决周边海洋争端问题上，应保持冷静态度、避免采取

过激措施。区域性海洋争端应尽可能在区域内部协商以寻求和解与合

作。

第三，努力寻求安全合作，实现协同联动、共寻解决方案、开展

实质有效的共同行动，一道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可持续的国际海

洋安全秩序。

（三）探索更多元联动的发展与治理模式

第一，建立并完善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依据

实际需要适时适当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补充协定，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可建立“世界海洋组织”，对全球海洋安全问题进行整体

性治理。

第二，建立公正、合理、可持续的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既塑造被

海洋发达国家所信任且广泛参与的海洋安全秩序，又建构满足海洋发

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海洋治理格局。

第三，推动大国协调机制的效力提升与动能强化，促进新兴国家

之间意愿整合与利益协调，实现海洋安全事务各主体在海洋治理理念、

模式与状态上紧密联动和协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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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

第一，基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契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需实现海陆统筹、兼顾国内与国际、

做好维稳与维权，实现中国海洋战略与实践的切实发展。

第二，积极发展海洋综合实力，实现海洋硬软实力和话语的全面

提升，追求国家海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及外交的平衡发

展，完善海军+海警全域作战体系，保持充分的战略底气与战略自信。

第三，在国际社会中团结治理理念和安全利益的高度契合者和志

同道合者，最大程度地做大做强全球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广泛推行以

“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国际海洋新规范的治理方案。

第四，坚持底线思维，坚定维护本国正当的海洋安全利益，对任

何威胁中国海洋安全利益的政策和行为进行必要及时的反击。积极采

取有限性竞合策略，灵活运用斗争思维，与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保持斗

而不破的总体态势。

第五，在与国家能力相匹配和发展现实相契合的前提下，尽可能

地提供全球海洋安全治理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彰显中国负责任发展中

海洋大国的风范；不断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国际条

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

（撰写：张景全，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吴昊，在读博士

研究生。本报告为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0 年度委托课题《全

球海洋安全治理：机遇、挑战与行动》要点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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