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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海洋圈的构想与实践 

东北亚海洋圈的构建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迫切的现实需求，也

是东北亚地区在国际变局时代生存发展的选择。我们从概念谈起，分

析东北亚海洋圈的战略意义、构建基础与未来走向，力争为东北亚海

洋世界的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一、东北亚海洋圈的概念及战略意义 

东北亚海洋圈是我们根据东北亚地区海洋事务发展的历史和现

实提出的，明确东北亚海洋圈的概念与意义，可为我们分析其未来发

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东北亚海洋圈的概念界定 

东北亚海洋圈是指东北亚国家以濒海地区为核心、以共同利益和

地区认同为基础，以实现海洋物质与精神诉求为目标，全面开展区域

海洋治理、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海洋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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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海洋圈是开放的，不具有排他性，域内任何内陆国家和地

区都可以参与其中，目前朝鲜区域融合度不高，可以缓慢推动。蒙古

国是内陆国家，不便参与海洋事务，但内陆国家也有参与海洋事务的

权利和方法，可通过利用国际性江河、取得沿海邻国的过境权、获得

通往海洋的领土走廊等方式参与，蒙古国如有意愿可随时加入。 

东北亚海洋圈是包容的，不针对任何域外国家，其目的不是遏制

和防范其他国家，而是要合作解决域内海洋事务。如果相邻域外国家

和地区有意愿参与，我们也可以扩大圈子范围。 

（二）东北亚海洋圈的战略意义 

首先，推动东北亚“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选择。“一带一路”

能否在东北亚地区有效落实，首先要看道路能否联通。选择海路联通

有更大自由度，朝鲜有参与意愿可以参与进来，不参与也不影响其他

国家。而且海路不需要庞大的工程和漫长的基础建设周期，中日韩都

是造船大国、俄罗斯破冰船制造技术领先世界，各国政策畅通、合作

深入，能够实现海上联通。所以，在东北亚地区应优先推动海上合作。 

第二，打造两洋联动新战略格局的关键一环。东北亚海洋圈一旦

构建成功，中日韩俄的合作范围就可以从太平洋拓展至俄罗斯远东北

部海域，继而与北冰洋联通起来。可以建构串联北冰洋与太平洋的海

上联通网络，大大拓展了东北亚国家海洋活动空间，提升经济增长活

力和战略格局。 

第三，形成以中日韩俄相邻海域为中心的东亚交通枢纽。这是东

南亚国家通往北极地区、北极国家南下东南亚的必经之路，也是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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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太平洋海陆联通的枢纽，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东北亚海洋圈

一旦形成，我们就可以打造出一个“东方新加坡”。 

 

二、构建东北亚海洋圈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构建东北亚海洋圈有着厚重的历史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是我

们根据历史和现实等多维度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充分

缘由。 

（一）东北亚海洋圈的历史发展及综合海权观的形成 

古代环日本海交流圈和环黄海、东海交流圈将东北亚地区连成一

体。远古时期，人类的海洋活动主要是利用浮筏漂流。受地理环境、

千岛寒流和对马暖流、季风分布情况影响，环日本海的北部交流圈最

早形成。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环黄海沿岸航路、跨黄海、

东海航路相继开通，逐步形成环黄海、东海交流圈。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人们较早形成了海洋是贸易通道的观念，认识到海洋所蕴

含的“海运力”。 

近代日俄争霸和殖民把东北亚国家捆绑在一起。海洋既是贸易通

道，也是入侵的通道和争霸的战场。在马汉“海权论”问世后，日本

将其引入国内大加宣扬，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大肆发展海军，并发动了

中日、日俄海战，最终将中国和朝鲜半岛都沦为日本殖民统治势力之

下。这一时期，受到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东北亚国家认为海权主要

包括“海军力”和“海运力”。 

冷战时期海上封锁切断了东北亚国家海上联系。二战后，美国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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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三大岛链从海上封锁中国和苏联。但在冷战格局之下，东北亚地

区却掀起了一股海洋开发热潮。鉴于东北亚海域是冷战对峙的前沿阵

地，海洋资源开发未形成合作的格局，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尽管

如此，人们对海权观的发展却没有停止。1976 年，苏联海军司令苏

谢·格·戈尔什科夫出版了《国家的海上威力》（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指出海权是包括“海运力”“海军力”“海洋考察和开发力”

“水产力”等的综合性概念。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东

北亚国家的海上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对海权观内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地球宪章》和

《21 世纪议程》等一系列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相继出台，大大提升了

世界各国的海洋保护意识。1993年，美国海洋学者路克·卡佛士（Luc 

Curvers）在其《海权：环球之旅》（Sea Power：A Global Journey）

中提出，海权不仅是“海军力”和“海运力”等利用和控制海洋的能

力，还应该是保存和保护海洋的综合能力，中日韩等国结合自己海洋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普遍接受这一观念。目前东北亚国家正

逐步从传统海权观向综合海权观转变，形成包括海运力、海军力、海

洋开发力、海洋环保力、海洋治理力等在内的综合海权观。 

（二）海上贸易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推动 

根据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新华（青岛）海洋经济指数研究院整合

有关高校、专业调查服务机构等全球资源编制撰写的《东亚海上贸易

互通指数报告》，互通最紧密的是中日、中韩；贸易互通方面，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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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最多。这可引导各国优势资源流动，推动东亚东盟地区贸易转型升

级，这就为东北亚海洋经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东北亚地区极端天气、气候转暖、核泄漏、石油泄漏、赤潮、

生物多样性危机等频发，东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共同

威胁和挑战日渐增多。近些年，东北亚国家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海

洋灾害防治、海上运输、海洋科考、海洋监测与观测、海上执法等海

洋事务各领域进行了深入沟通与合作，取得了诸多建设性成果。 

（三）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 

东北亚地区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主要经历了朝贡秩序、殖民秩

序、冷战秩序、冷战后秩序。在朝贡秩序下，中国是东北亚地区秩序

的主导者；在殖民秩序下，日本是东北亚秩序的主导者。在冷战秩序

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东北亚地区出现了势力均衡，双方相互敌对，

后冷战秩序仍存留冷战时期的问题。东北亚向新国际秩序的转变是大

趋势，但进程艰难。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构建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东

北亚地区各方对合作的期待增强。重要的是，增加合力，构建合作性

区域机制。海洋是东北亚国家共生资源和环境，可在多层面上推动东

北亚国家海洋合作，有利于东北亚海洋圈的形成。 

 

三、东北亚海洋圈的构建路径 

东北亚海洋圈需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近期国际形

势的变化和区域情势的现实，尊重各国发展的基本诉求，提升合作的

意愿和积极性，努力扩大利益契合点，探求更为切实有效的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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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模式 

目前，东北亚国家间发展与合作需多提共同利益，少说利益差异，

推动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单边要做强，要有各自特色；保持双边合作

顺畅，形成良性互动；中日韩三边合作需相互补充，避免不必要竞争；

推动“中日韩+X”模式，为区域内外共同发展打下基础，进一步推动

东北亚海洋圈的深度发展。 

（二）虚实结合 

在构建东北亚海洋圈的过程中，直观的经济效益是推动域内国家

合作的重要基础。但经济领域是存在竞争的，单凭经济合作并不足以

绑定东北亚各国。还需从周期长、见效慢但却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

气候、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入手，并加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虚实结合，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三）制度安排 

构建东北亚海洋圈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共同价值观，即前面提

到的东北亚国家已经形成的综合海权观。二是制度安排。与东南亚地

区制度拥堵不同，东北亚地区制度严重缺失。目前，迫切需要建立的

是海洋金融制度，需要设立一个海洋银行，着力于东北亚海洋圈的海

洋开发、海洋环保等相关事宜。东北亚区域有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如

果再解决金融问题，无疑会提高中日韩俄相互依赖度，增强东北亚海

洋圈可行性。 

（四）深化合作 

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在争议海域开展合作。目前，海上合作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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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已经超过对抗带来的获益。可以在争议海域建立共同保护区、共同

捕鱼区、共同科学考察区等等。而且，可以建立海洋科技信息中心、

建立健全海洋信息交流合作机制，就即时性和长期性的海洋发展问题

进行多边磋商和深入合作，共同提升东北亚海洋圈的发展动能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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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