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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海洋基本法：对习近平海洋思想的深解 

王翰灵 

十八大报告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并把海洋安全问题视为

我国应高度关注的领域，但没有明确实现的路径，而习总书

记对十八大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更为深入而具体的阐述中反

映的海洋思想，需要通过国家立法使其法律化并加以推行。 

一、海洋基本法：一项紧迫的海洋战略的制度预置 

具体地说，其主要规范应包括海洋的定位，比如海洋是

国土的组成部分，海洋资源的权属，海洋发展、安全与国家

长远发展战略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等；海洋空间法

律地位问题；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维权基本政策；我国对维

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国家管辖外海域，包括国际海底区域、

公海及极地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以及其

他海洋合法权益，还有全球海洋管理问题，等等。海洋基本

法还应包含对国家海洋政策和战略的宣示，反映国家基本海

洋政策和战略；此外，还应规范海上武装力量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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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海洋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预置，是建设海洋

强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过程中避免或减少战略风险的重要

保障。通过立法明确各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的权责，有利于避

免各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及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确立处理和

解决国际海洋争端的原则和办法，有利于海洋维权，也有利

于巩固和改善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二、制定海洋基本法：深度落实习近平的海洋思想 

（一）海洋基本法：弥补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不足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海洋的明确规定，使一些有关的海洋

立法缺乏宪法依据。我国宪法规定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的国家，海洋基本法可以把宪法的这一强国战略目标在海洋

工作中贯彻落实，将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法定化，深入贯彻宪

法的有关规定。现有的海洋专门立法中对许多问题没有或不

宜做出规范，比如海洋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宪法没有明确

规定，单项法律也没有规定；又如，海洋资源环境开发与保

护的问题，海洋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问题都无法在

专项海洋立法中体现出来。对于海洋的基本体制问题，比如

海上执法体制，国家海洋主管部门、外交部门与海军的关系

没有理顺，出现了职能交叉与冲突，有些事情无人管，有些

事情又争着管。我国有近二十项有关海洋的专门立法，但一

些基本制度没有得到规定，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无法解决。制

定海洋基本法就可弥补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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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海洋基本法：全面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有关海洋的国际

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赋予我国诸多国际法权利和义务，

但需转化为国内法，通过国内机制执行。比如，我国有权开

发利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而国际海底管理局要求开发国要

有相应的国内立法，否则就不能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这项权利。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相应的国内立法，而我国现有的海洋立法

远未健全。 

（三）制定海洋基本法：落实习总书记海洋维权思想 

我国面临复杂而严峻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亟需

从立法上确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包括处理和解决海洋争端的

法律原则和方法。日本和越南都在与我海洋争端加剧时颁布

海洋基本法，有针对我国的明显意图。如我无基本法支撑，

一些专项法律，如巡航法就无法律依据，海洋维权会长期被

动，而周边国家会依其既定海洋战略和法律对我稳扎稳打。

我国亟需通过立法，以法律对法律，行动对行动，维护国家

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 

（四）制定海洋基本法：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海洋基本法涉及海洋管理体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

洋经济及国际海洋合作等重要问题，有关法律制度的确立无

疑是有利于习总书记提出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五）制定海洋基本法：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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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海洋基本法，一些重要的基本海洋法律制度没

有确立，长期以来我国众多涉海部门各自为政，有关立法相

互冲突，执法效果不彰或执行难。海洋立法和执法工作一直

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一块短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包括“全

面依法治国”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我们在包

括海洋事业等各行各业工作中贯彻落实。在此形势下，制定

海洋基本法，建立、健全海洋立法和执法，依法治海，就显

得非常重要而紧迫。 

总之，海洋基本法将习近平海洋思想及十八大报告中中

国共产党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意志法律化，变成全国人民的

意志，有利于提高全民海洋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建设海

洋强国。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