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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形态及构建方式

张曼

“混沌之初，世界皆是一片汪洋”。习总书记在今年海

军 70 周年大会上也强调：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被海洋连接

成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处理海洋

问题的理论，显然与旧的海洋发展模式不匹配。因此，运用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海洋问题就需要一种新思维，这种

新思维体现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方面就是寻找新出路

——打造“多维命运共同体”。打造“多维命运共同体”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领导批示：

（批示与采纳情况请反馈）

2019 年 6 月 25 日

（总第 157 期）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一、“海渔资源命运共同体”

此共同体主要是利用海洋生态生物资源。习总书记在海

军 70 周年讲话中指出，要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共

同增进海洋福祉。而要生态地利用海洋资源，就需要打造“海

渔资源命运共同体”。为此建议：第一要推行海钓环保制度。

约束海钓行为，保证海洋生物资源的平衡和海洋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第二从渔业发展角度效仿军事中“珍珠链”做

法。立足本国海岸线，以重要渔业港口为珍珠节点，以渔业

产地为重要环节，发挥仓储物流生产加工制造作用，在海岸

线形成自然渔业产地“珍珠链效应”。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海

洋资源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海洋资源理念、保护海洋资

源，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最终意义所在。

二、“书海命运共同体”

“书海也是一种海”。这是对“海洋命运共同体”思维

的一种延伸——拓展进入海洋知识文化传播圈范围。从知识

的角度来看，海洋不仅包含水的概念，也包含书的概念。书

的海洋与水的海洋都需要生态文明。目前，除部分研究人员

对海洋了解较深以外，普通民众知之甚少，且当前市场里适

合大众阅读的海洋类刊物少之又少。为了让普通大众了解更

多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明文化、保持书本海洋的纯净性，

需要打造“书海命运共同体”，注重“书海”生态问题。为

此，要鼓励专家、学者与相关知识传播行业合作，携手开发

既能被群众接受的海洋知识命题、又符合生态原则的“海洋

书海”，让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一次全民行动。

三、“海洋人才命运共同体”



这是从培养海洋科技法律人才的角度出发形成的新共

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海洋方面人才

的集聚和培养。这种人才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海洋科技

人才，另一个是海洋法律人才。目前，中国的海洋事业发展

已从“海洋自然经济时代”进入了“海洋科技经济时代”。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能否建成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关键要素。所以海洋类大学更需要加强海洋科技类人

才的培养和集聚，以应对海洋科技时代到来形成的挑战。同

时，考虑到我国海洋法律方面人才的匮乏，急需推动高校设

立海洋法律类专业，加大海洋法律人才培养。

四、“海洋地缘命运共同体”

这是从“东海海洋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对琉球问题的

思考。对于舟山而言，推动构建“东海海洋命运共同体”是

一条重要的发展出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的琉球，则

是构建“东海海洋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地理拼图。“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加强各地区的海洋联系，推动海洋

事业发展。如何在未来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版图里巧妙地

拼上这块拼图，需要智慧，也需要时刻关注国际局势和琉球

态势。

五、“和平海洋命运共同体”

这是从提高海军防卫力量的角度出发形成的一个新概

念。目前发展的最大危险与未来战争的主要方向均来自海上

——从近海包括东海、南海、台海再到公海。面对这些难题，

中国又有何应对之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加强海洋

战略防卫，是解题的重要步骤。如今近海防卫基本实现，下



一步是建立一个深蓝的海军。中国要将维护世界和平为己

任，加强与世界各国海军的联系、协调配合海上任务，向世

界提供海上公共和平产品，打造一个和平的蓝色世界。

六、“多维空间命运共同体”

这是探索海洋空间多维性及其资源角度形成的概念。一

般而言，看待世界有四种思维方式，分别是点思维、线思维、

平面思维和立体思维。面对海洋问题，如果从多维空间角度

思考，海洋就不仅是一个平面概念，更是一个深度和广度的

概念。海洋不仅有蓝色、浅蓝，还有白色海洋——北极地区

和南极地区。海洋资源与空间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大的方

向。因此，需要打造“多维空间命运共同体”，深入研究海

洋空间，整合利用海洋资源。

七、“新型海洋法命运共同体”

这是从构建全球海洋治理新模式角度形成的概念。在海

洋时代背景构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包含海，还包

含洋，而旧的国际海洋法公约更多的是对海岛以及领海权利

的划分，无法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国要立足于本国海洋实情，鼓励海洋法研究人员在国际舞

台积极发表中国声音，推动建立以海洋为中心点的新海洋法

公约体系、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的新模式，为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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