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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习近平海洋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 

古荒 

当代战略思维和实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战略重心

正在发生转移——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学转移到更讲究社

会整体的发展型战略学。这个转移使得战略视野扩展了。以

往的战略更多是一种军事主义战略。其核心在，仗怎么打。

而大战略把军事仅看作是手段之一，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手

段来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的目标。 

大战略体现着当代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就孕育着丰富的大战略思维

和思想。它主要体现了大目标、大手段与大协调三个方面。 

 

一、大目标 

大战略不仅考虑军事目标，而且还考虑经济、政治的目

标；不仅考虑某个领域的目标，而且还考虑国家的整体目标。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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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整体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了实现全国性目

的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是一个总目标；建党

一百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国一百年，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但要实现这个整体目标，就要排出一个目标体系。还

需要政治、经济、生态等各个子目标来支撑。从地缘上讲，

我们不仅要做陆上强国。还要做海上强国。这就把建设海洋

强国的目标纳入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中了。也在十八大

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建立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应该是

首次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 

后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过“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也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海洋

强国的重要举措，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等。他喜欢讲，

战略成熟了，要确定目标；目标确定了，才能明确共识；共

识明确了，才能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如习总书记所说：“建设

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

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大手段 

大战略不仅考虑军事手段，而且还考虑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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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交等手段；不仅考虑实施战略的直接路线，而且更重

视间接路线。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海洋开发在当代国际竞争中

的重要手段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军事手段上的，更是在经

济手段、文化手段、政治手段等多个维度体现出的综合性特

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那样：“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

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

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

也明显上升”。 

在经济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的

陆地型国家的定位发生转变。要走向世界强国，海洋肯定是

绕不过去的。我们需要通过海洋输出资本，输出文化，到最

后要输出价值观。 

另一方面，海洋产业也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体。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海洋产业规划和指导，优化海洋产业

结构，提高海洋经济增长量，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新兴产业，

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从军事方面看，海洋经济同样重大。一方面随着海外经

济的增长，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加强。从正当权益看，我们

的海外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与之伴随着我们

的军事力量也必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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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协调 

大战略的大协调，不仅体现在对大目标体系、大手段体

系的协调上，还体现在大目标与大手段之间的协调上。 

大目标的协调上，建设海洋强国要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手段的协调上，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

度运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各个维度之间的协调

匹配关系，而不能相互掣肘； 

在大目标与大手段之间的协调上，其关键点是手段集合

与目标集合的整体平衡，需要根据自身的能力与恰当的目标，

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发海洋资源，开发不足将是资源浪费，

而过度开发只能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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