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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发展“海洋新闻学”

林上军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海洋

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从“建设海洋强国”

到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再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首先成为海洋强国。

大力推进海洋新闻报道，加强对经略海洋的宣传，引导

全国人民进一步聚焦海洋、关心海洋、宣传海洋，共同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应成为我国宣传系统的一项重要工程，并成

为海洋强国战略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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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海洋新闻？我们姑且把它定义为：涉及海洋、海

岛、沿海区域相对专业的新闻。

一、现阶段我国海洋新闻报道存在很多短板

（一）涉海专业媒体偏少。2018 年，我国诞生了国家海

洋电视台，但入户率、收视率有待提升。国家级主要通讯社，

在采集发送海洋新闻方面，也需要加大力度。就纸媒而言，

《中国海洋报》从 2020 年起并入《中国自然资源报》。在

海洋大省山东，有一家齐鲁海洋电视台，但这类“海”字号

媒体在地方上凤毛麟角。

（二）热爱海洋新闻记者偏少。海岛交通不便（船班少、

有时船票紧张），行程因气象因素（遇大雾天、台风天、大

浪天）变数多，路途辛苦，出海危险，造成往海边跑的记者

偏少，造成海岛区域媒体机构招人难。

（三）海洋新闻素材来源不够丰富。海洋新闻有部分必

然是发生在悬水海岛上、海面上、海中央的新闻，如船只起

火、渔民落海、钻井平台事故、海上邮轮（游艇）等，一旦

有突发新闻，很多时候连救援人员也不可能第一时间抵达。

（四）媒体编辑普遍缺乏海洋新闻专业知识。笔者曾经

在一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报道中看到“驼铃声”这样的

字眼，显然，该记者把陆上丝绸之路跟海上丝绸之路搞混淆

了。还有其它关于海洋的一些基本知识，都需要补补课。

（五）海洋新闻立场相对单一。2018 年 1 月 6 日北京时

间 19 时 50 分，巴拿马籍油船“桑吉”轮满载凝析油与中国

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并于 1



月 14 日 12 时左右突然发生爆燃，16 时 45 分沉入大海。船

上 3 名人员死亡、29 名人员失踪。“桑吉”轮上的失踪船员

均为外籍船员。船只沉没后，相关国家表示，中国救援不力。

但事实恰好相反，我国媒体对此却鲜有反应。

（六）媒体传播发现海洋问题能力有待提升。这些年，

中国海洋事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却仍存在如海洋管理改革推进困难、海洋法规体系有待健全

等问题。但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来看，对这些关注度还不够。

二、提升我国海洋新闻报道水平，为经略海洋建设提供

软实力支撑

（一）有意识地培养海洋新闻专业人才。现有新闻院校

的新闻传媒及相关专业，有意识渗透海洋知识课程，可邀请

那些沿海熟悉海洋的新闻传媒人士、海洋研究专家授课，讲

解海洋新闻报道特点和传播规律、海洋专业知识等，激发学

生对海洋新闻的兴趣，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海洋新闻报道、关

注（研究）海洋新闻。同时，新闻媒体单位在招收采编人员

时，有意识地从海洋院校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中招人。

（二）在考核机制上向海洋新闻倾斜。前些年，我国海

洋大省的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曾有这样一条规定：去边

远海岛（山区），每篇稿件出来，考核分加三倍。于是，去

偏远海岛采访的人员增加，稿件数量增多。当然，媒体在版

面时段安排上，也要优先，甚至设置专栏专版专题。

（三）要多一些海洋专业媒体、研究机构。国家级的海

洋专业媒体，可以扩大阵容，如开通海洋卫视、开设海洋频



道，现有涉海类报纸进行扩版增刊；根据海洋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各地新开办一些涉海类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有

条件的部委和媒体，开发涉海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沿海

大专院校、新闻单位，根据各自特点和专业特长，建立海洋

新闻研究机构。对于上述海洋媒体和海洋新闻研究机构，国

家每年要有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

（四）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涉海（区域）单位通讯员队伍。

依靠群众、开门办媒体，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尤其

需要在海洋新闻界发扬光大。

（五）齐全配备相应的出海设备、交通工具。涉海媒体

的记者，需要经常出海，需要有自己（指定）的海上交通工

具，如船只、直升机。当然，涉海媒体也要善于利用海洋智

慧网络现代工具，运用大数据及海上 5G 网络采集新闻。

（六）设立专业的海洋传媒新闻奖。在此建议，要在中

国新闻奖内单设（或独设）中国海洋新闻奖，保证一定数量、

比例。中国记协不妨定期评比海洋新闻突出贡献奖，对于优

秀涉海采编人员进行表彰，激励更多有志者投身海洋新闻领

域。当然，也可以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涉海类新闻作品奖、新

闻论文奖。

(作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舟山群岛新区分社副总编辑）

总编：黄建钢 终审：耿相魁 责任编辑：张曼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大南路 1 号文理楼 224-2 室

邮编：316022 电话：0580—2267345；15088876277

电子邮箱：czzc2011@126.com 网址：http://czzc.zjo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