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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在一个被蓝色海洋包围的“地球村”里，海洋

孕育了生命，也延续了生命，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海洋。今年

4 月 23 日，习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的大会上，

首次提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

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海洋这

一蓝色纽带，将大大小小的区域连成一片，进一步拉近了人

类与大海的距离，也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这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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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时代背景下，浙江海洋大学于 6 月 15 日举办了第五届

习近平关于海洋论述学术论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思想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上，来自各地高校研究海洋问

题和习近平海洋论述的专家均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以独

特的视角发表了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见解。

概括起来，共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理解。

一、升华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谓之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联结。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地理角度聚焦的结果，是人类不得不

面对的问题。从人与海的角度来看，海洋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是连接陆地与大气的一个重要中介，为全人类所共有。习总

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升华，也是习总书记关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促进共同发展在海洋问题上的体现，更标志着习总书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的愈发成熟。

二、确定版的和谐“海洋社会”

任何事物的本质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事物未来的

发展轨迹以及未来方向。一方面，“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海权理论”创新发展的产物，不同于传

统的以争夺“海上霸权”为目标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从环

绕人类的海洋角度出发，探讨人类共同的发展问题。另一方

面，海洋问题，从产权角度而言，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海洋

属性的问题。



1、海洋具有公共性，是人类的公共池塘

“海洋命运共同体”涉及所有的小海和大洋，为全人类

所共享。“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价值引

领，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基础。故准确理解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

2、“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包含如下几点

第一，平等。中国要想在海洋方面真正崛起、实现海洋

强国，就必须遵循国际相关海洋公约，与其他国家建立一种

平等的合作关系。第二，尊重。中国在发展海洋事业过程中

要学会尊重别国，强烈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第三，保护。发

展海洋经济只关注 GDP 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关注海洋资源保

护，协调人与海洋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第四，自由。自由又

包括交通自由和人才自由。交通自由是海洋发展的硬性条

件，人才自由尤其是对一切人才的包容性是影响海洋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第五，创新。创新是一切事物永续发展的源

泉，用包容的态度鼓励多方面自由创新，是我国海洋事业蓬

勃发展的动力。传达好“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平等、尊重、

保护、自由和创新理念，是推动实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目标的关键之步，也是推动建立自由、开放、包容的海洋社

会的必经之路。

三、构想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从多维入口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洋强国之路的入口，是中

国在大国崛起中、突破传统西方大国对海洋争夺霸权冲出的

一条路，里面贯穿了地球主权、海洋范权等一系列问题。构



想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

涉及多主体、多主题、多因素、多维度的问题，具有复杂性、

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全面统筹，协调推进。当前“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切入点来打破困境，

而这个切入点就是要打造一个“多维命运共同体”。

四、构建“一路”和“太平洋”“命运共同体”是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下一个构想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也从“大西洋时代”进入了“太

平洋时代”。习总书记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覆

盖全球海洋的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之路。这就需要探讨一个构

建“一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问题。面对太平洋时代，构建

“太平洋命运共同体”又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一种

崭新思路。构建“太平洋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要构建一个“东

海海洋命运共同体”。东海面积广阔，情况复杂，这更需要

把“东海海洋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一个“东海海洋社会”。

在新的太平洋时代里，构想和构建“一路海洋命运共同体”

和“太平洋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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