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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海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方面

辛向阳 

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其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 

一、探索海洋事业：用规律的思想 

发展海洋事业必须探索海洋建设的一般性规律和中国海

洋建设的特殊性规律。就中国而言，海洋事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繁

荣海洋文化正在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设海洋社会：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重要目标，

中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宽带中国，

我们更应当提出建设海洋中国。海洋中国意味着：第一，海

洋经济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在国家经济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全民的海洋思维已经形成，“向海而兴、背海而亡”的

价值理念深入人心，人人关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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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海洋事业：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践定了调子，指明了方向。要想改变目前海洋经济的现状

就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和信心大胆改革海洋经济发展中

不合理的制度机制，由市场来调节海洋经济的发展，破除旧

有体制机制的束缚，焕发海洋经济发展的活力。大胆解放思

想，破除固有思想的束缚和限制，勇于突破创新，不断破除

束缚海洋经济发展的障碍。 

四、建设海洋法律体系：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 

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必须坚持依法治海。首先是立法，

立法既包括国内立法，也包括国际立法。要积极参与国际海

洋法的研究和制定，争取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制定

和完善有关的海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培养各类法律人才，

特别是国际海洋法人才。其次是执法，要做到执法必然，加

强海洋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加强海洋执法队伍和各种装备

的建设。最后是司法，要严格海洋司法，作为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违法必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海洋的权益、保护海洋

安全是非常积极有效的措施，要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在海洋建

设中的作用。 

五、保护海洋生态：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保护海洋生态首先要提高国民海洋意识，在广大民众中

普及海洋知识和教育，形成保护海洋，保护生态的观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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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众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要加强

法律制度建设，把海洋保护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以此

约束企业、个人行为，形成自觉保护海洋的良好氛围。下大

气力减少、杜绝污物排放。第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充分

发挥科技在保护生态、治理污染中的重要作用。 

六、发展海洋科技：用科技创新的思想 

海洋科技的发展需要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入开

展海洋科技基础研究，提高人类对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

洋地质、海洋生物等基础领域的规律和特征的认识，为人类

利用海洋提供科学指导。二是重视海洋应用技术的自主创新，

提高海洋调查特别是深海、极地探测和开发技术的水平，提

高海底石油、天然气等传统海洋能源的开发效率，提高海洋

潮汐、波浪、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提高高新技术

在涉海军事、设备、管理、经济等领域的应用力度，加强海

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海洋科技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

动力，极大促进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七、建设和平、友谊之海：用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思想 

 海洋建设所走的道路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海洋领土问题上，习

近平强调：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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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统筹维稳和维

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

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要坚持用和平方式、

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做好应对各种复

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

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