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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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近代海洋商业文明和海洋工业文明向海洋生态文明和数字

文明转型的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全球海洋

治理呼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治理观,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秩序.海洋

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时间—空间—自身维度海洋观的三位一体:从时间维度

看,人类迈向深海时代,海洋推动了工业—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扩张,塑造了

海洋型全球化,呼吁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从空间维度看,海洋是大陆和岛屿

天然的联系纽带,是人类命运的载体,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打造陆

海联通的全球伙伴网络;从自身维度看,海洋自身是地球最大生态体系,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涵义可概括为:
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体,人与海洋是命运共同体,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天然纽带.因此,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克服中国传统上的以陆观海、以海

观洋的内陆文明思维,确立以洋观洋、以天下观天下的新海洋观;同时也要

走出西方 “陆权—海权”对抗论,杜绝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陆地灾难在海洋重

演,避免数字海洋时代继续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悲剧.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树立人海合一新文明有助于解决工业文明时代遗留的海洋权益争端、海

洋霸权等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应对数字文明观下的 “数字海洋”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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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 □　

　　在全世界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有１５０个国家的领土直接与海洋相

连,被称为 “沿海国”.①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陆海内外联动,内陆与沿海的

区别不再明显.随着陆地资源日益稀缺,人们开始把目光越来越投向海洋.
海洋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同时,海洋关乎世界和平稳

定与国际秩序的走向.目前,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环境面临 “圈海运动”
“印太战略”等严峻挑战.海洋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调节体,关系

所有国家的命运.因此,海洋治理、海洋秩序何去何从? 这是海洋命运共同

体提出的时代背景.
然而,当前代表性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观是将海洋作为客体看待,从人类

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或者以国际法、国际安全、国际贸易与自然资源的视

角,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做自己熟悉的本专业理解,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简单

运用于海洋,并未区分究竟是人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还是海洋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代表性观点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内涵包括海洋利益共同体、海洋安

全共同体、海洋生态共同体以及海洋和平与和谐共同体;②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目标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海洋世界;③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性话语表达,需要通过 “嵌
入”国际海洋法律规则加以固化,从而实现从共识性话语到制度性安排的转

化.④ 究竟如何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海洋领域的应用吗? 本文试图梳理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提出必须从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

一、是什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涵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传统海洋争端还没有解决,
又面临全球板块化、“印太”版北约的新挑战.分裂对抗思维在陆上阴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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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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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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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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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又在海洋游荡.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

洋,强调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① 提出 “海洋命运共同体”
这一重要理念,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② 倡导更新人类的海洋观,
塑造海洋文明新形态.

他指出,“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

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③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实现了海洋定位

的三位一体,也是时间—空间—自身三个维度海洋观的集大成.
(一)时间维度:海洋生命共同体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表１　人类海洋意识的发展演进

观点 时间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属性

天涯海角

舟楫之便

鱼盐之利

早期
古代沿

海地区居民

海洋是隔绝陆地的屏障, “靠
海吃海”

原始、单一

海洋自由论 １７世纪早期 格劳秀斯
海洋不可占领,向所有国家

开放
简单的海洋自由

闭海论 １７世纪中期 塞尔登
沿海 国 有 权 占 领 其 周 围 的

海洋
封闭、占有

海权论 １９世纪末 马汉 对海洋的控制决定国家兴衰 控制海洋

共有地

悲剧论
２０世纪中叶 哈丁

海洋是共有地,将随着自由

取用而走向衰亡
共有,但前途悲观

人类共同

遗产论
２０世纪中叶 帕多

海洋 是 全 人 类 的 共 同 继 承

遗产

共 同 遗 产、 合 作、
共治

海洋命运

共同体
２１世纪

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

开 放 包 容、 和 平 安

宁、共建共享、人海

和谐

资料来源:参见刘巍:«海洋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载 «亚太安全与

海洋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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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人民网,

http://wwwgovcn/ldhd/２０１３Ｇ０７/３１/content_２４５９００９htm.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７０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习近平系列重要讲

话数据库,人民网,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 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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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类总以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大洋是世界的尽

头;在１６世纪之后,人类才认识到世界大洋之大,但是,对海洋的利用只

局限于海面;到２０世纪之后,人类才认识到大洋之深;到２０世纪晚期,人

类才能进入深海,认识到大洋深部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

回顾历史,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掀起了欧洲人环球探险、开发

勘探海洋的浪潮.１７世纪初,拥有 “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因不满葡萄

牙海洋扩张政策以及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擅自吁请教皇划定海洋势力范围,
将葡萄牙战船作为捕获物扣押,并授权当时颇负盛誉的国际法学者雨果格

劳秀斯 (HugoGrotius)阐明 “海洋自由”的思想,① 为荷兰海洋政策辩护.
格劳秀斯指出,自然孕育万物,给人以理性的启迪.从自然法角度讲, “人
类共有物”可被划分为两类:有形有限与无形无限.这些东西原本是无主

的,都可以为人所有、所用,但由于属性不同而适用于不同原则;前者可以

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其公有性质,而后者系全体人类之共同财产,无法也无须

为个体所占有,适用全人类自由使用原则.据此,格劳秀斯提出,大海不识

主权者.
格劳秀斯的思想引发了一场有关 “海洋自由”的思想大辩论.英国学者

约翰塞尔登 (JohnSelden)提出,上帝将对海洋中鱼群的支配权交给了亚

当,就意味着将海洋本身交给了亚当,英国人作为亚当的后裔自然是其海洋

支配权的继承人.他认为,英国及其历代君王应永享对其周边海域的排他性

主权和管辖权.② 葡萄牙法学家弗莱塔 (SeraphimdeFreitas)则提出了海洋

“有效治理原则”.他认为,海洋与空气一样为人类所共有,但在保留海洋人

类共有属性与地位的同时,应适度引入主权国家对陆地领土的 “有效管辖”

原则,将部分航行与捕鱼权让渡给部分国家,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 “准占

有”和 “有 效 治 理”.③ 苏 格 兰 国 际 法 学 家 威 廉  威 尔 伍 德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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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９年出版的格劳秀斯 «海洋自由论»(MareLiberum)一书,为海权理论奠定了基础,该

书共有十三章、四大部分.参见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宇川、汤茜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

MartineJuliavanIttersum,“DebatingtheFreeSeainLondon,Paris,TheHagueandVenice:

ThePublicationofJohnSelden’sMareClausum (１６３５)andItsDiplomaticRepercussionsin Western
Europe”,HistoryofEuropeanIdeas,Vol４７,No８,２０２１,pp１１９３Ｇ１２１０

参见维拉:«自由的海洋针对封锁的海洋»,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格劳秀斯与国际正

义»,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９~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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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wod)在其 «海洋法概览»中也指出,在远离各国陆地且不受海岸限制

的大洋 (greatocean)上,应实行航行自由,但近海海域不能与大洋相提并

论.① 基于苏格兰东海岸渔民的捕鱼传统,他们理应当拥有对近海１００英里

的捕鱼权.

关于 “海洋自由”的这场思想论战,最终将学者们的视野聚焦到海洋作

为全球公域所具有的 “排他性利益” (exclusiveinterests)与 “包容性利益”
(inclusiveinterests)之间的矛盾上来.塞尔登主张主权国家对海洋行使 “排
他性主权”;弗莱塔主张将海洋的治理权让渡给主权国家,以保障海洋 “包
容性利益”的实现;威尔伍德主张将海洋划分为 “公海”与 “领海”,以对

“排他性利益”与 “包容性利益”做出调和.② 这场辩论促使格劳秀斯在 «战
争与和平法»中对其早期理论进行了反思,正式提出了 “公海自由”与 “近
海主权”的双向原则.③

有关 “海洋自由”的辩论使 “全球公域” (globalCommons)开始进入

学者的理论研究视野.当然,上述学者的海洋思想均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

对外扩张的产物,具有浓重的 “西方中心主义”印记,其目的都是为本国的

海洋权益辩护,或是对海洋所蕴含的 “排他性利益”与 “包容性利益”做出

于己有利的暂时协调,其思想虽为国际海洋法制度做出重要贡献,但在当时

也进一步激起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海洋及类似全球公共领域的欲望.④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
海洋商业文明走向海洋工业文明的大交替,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数字

文明的大飞跃.
人类的海洋商业文明起源于海岛及海边的国家或地区,典型如古巴比伦

文明中的腓尼基;古希腊文明中的爱琴海、地中海沿岸及岛屿上的诸多城邦

及小国;古罗马文明中的迦太基、罗马、高卢、英伦三岛;历史上的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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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Grotius,TheFreeSea,Translatedby Richard Hakluyt,with William Welwod’s
Critiqueand Grotius’s Reply,editedand withanIntroductionby David Armitsge,Indianapolis:

LibertyFund,２００４,pp７,９,１２,２０,５４Ｇ５９,６０Ｇ９２
RPAnand,OriginandDevelopmentoftheLawoftheSea:HistoryofInternationalLaw

Revisited,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１９８３,p１０５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８８~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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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挪威三个 “北欧海盗”国家.这些国家通过海上商道从事海外贸易,
征服和掠夺其他国家.

人类的海洋工业文明起源于全球化,而凸显于可持续发展时代.随着

“碳中和”目标日益普及,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陆地之外的新疆域.海洋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竞争的新热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内陆文明纷纷走向海洋,可以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２１世纪是人类

开发 “海土”的世纪,人类将进入海洋工业文明的新纪元.
人类重估 “海土”价值,处于 “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的前夕.不同于第

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海洋只是作为商路、殖民扩张的通道,如今海底的价值凸

显出来.人类进入了新海洋时代——— “深海时代”或曰 “海洋时代２０”.海

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AlfredThayerMahan)曾把全球海洋

命名为 “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① 如今,海洋不再只是全

球公域的组成部分,而是在孕育着下一轮全球化的动力.正是看到这一点,
一些国家掀起了与工业革命前期 “圈地运动”类似的 “圈海运动”.“圈海运

动”吹响了海洋商业文明向海洋工业文明迈进的号角.② 与此同时,新一轮

海底光缆、数字海洋建设又在制造新的、更致命的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世

界日益被联通还是被分割? 人类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为了避免工业文明和西方 “分割”的逻辑从陆地搬到海洋,从海面深入

到海底,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观、数字文明观,中国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
(二)空间维度:人与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学家把海分为三类:边缘海、内陆海和地中海.从海洋命运共同体

来看,这种区分不存在,甚至不考虑海洋与大陆的分隔.因为海洋命运共同

体不只是从空间上超越陆权—海权的地缘政治观,而是上升到生产空间—生

活空间—生态空间三位一体的地缘政治观.
生产空间.历史反复昭示,向海而兴,背海则衰.当今世界,随着地球

人口的日益增加,生活环境恶化与水土大量流失,地球上的陆地已不堪重

负,而海洋正在成为人类第二生存空间.海洋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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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１６６０~１７８３年)»,李少彦、董绍峰、徐朵

译,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１页.
王义桅:«海殇? 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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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洋占地球面积的７１％,其中矿物资源是陆地的１０００多倍,食物资源

超过陆地１０００倍.海洋和沿海资源及产业的市场价值每年达３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５％,超过３０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

海的多种生物.① 世界各国通过海洋产业创造的价值接近全球 GDP的１/１０,

若按国家和地区计算,海洋堪称世界第八大经济体.②

生活空间.古代中国对海洋价值的理解概况起来是两句话,即 “兴渔盐

之利,行舟楫之便”.③ 今天,我们更加认识到,海洋对于全人类的生存以及

生活环境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们生存所需的水资源以及舒适的生活气

候,甚至我们呼吸的氧气,从本质上讲都是由海洋提供和调控的.妥善管理

海洋资源,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全球环境污染和温

室效应愈加严重,导致海洋酸化和沿海水域环境持续恶化,这将对全球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

生态空间.海洋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自身也是地球最大的生态体

系.海洋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来源.现在地球上已知物种中超过四分之一

是海生.有些科学家认为,只在海洋可能就有２０００万种生物,不过大部

分尚未被发现.已知的鱼类约有２８７万种,还在不断发现新物种,但同

时也有很多种灭绝.④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蓝鲸,可以长到３３米长、１４０吨

重 (但它不是鱼).海水温度上升１°C~２°C,就可能杀死一整片珊瑚礁的

生物.⑤

海洋命运共同体既超越了中华民族的海洋价值取向,更超越了近代西方

扩张式的海洋文明观,其强调海洋是连接人类命运的天然载体.海洋是各大

陆、岛屿天然的联系纽带,是人类命运的载体.地球表面的７１％被水覆盖,

其中９６５４％的液态水存在于海洋中,⑥ 大气与大洋之间、河流湖泊与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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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事实和数据参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１４: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oceans.
同上.
出自姜子牙治国,确立了 “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参

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联合国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实施计划摘要»,https://unesdoc

unescoorg/ark:/４８２２３/pf００００３７７０８２_chi.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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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大洋与大洋之间相互连通.
小小一枚海贝,竟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在

«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中指出,作为货币的海贝构建出了

一个存在超过两千年、横跨亚非欧大陆的 “在商业和文化上紧密联系的世

界”,即 “贝币世界”.在这个 “贝币世界”中,云南贝币的崩溃和黑奴贸易

的昌盛有着息息相通的隐蔽联系;同时,突破了以往学者的认知,杨斌指

出,海贝虽然流通各地,但并没有成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因为在此 “地方

性”战胜了 “全球性”.① “在全球性和地方性两种势力的相互博弈中,促使

海贝成为了第一种全球性货币.”②

２０１９年,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７０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

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

危与共中国提出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

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

进海洋福祉.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③

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树立海洋权利 (right)观而非海权 (power)观.这

是我们赋予海洋新的使命,四通八达的海洋载的不是大炮去征服别人,载的

是世界各国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三)自身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洋实践

从海洋的国际法地位角度来看,海洋本身是个互联互通的共同体.太

空、极地、深海成为人类尚未充分认知的三大疆域.相比于太空、极地,海

洋中９５％的水域尚未被探索过,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远远不如对火星的认识,
这就为人类探索海洋提供了巨大空间.

海洋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决定了一个海洋生

态系统一旦被破坏,其修复周期长达几百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与陆地

上十年树木、百年树林的生态环境不同,如果把陆上的思维方式搬到海洋,
将造成海洋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海洋的生态,保护人类赖以

生存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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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斌:«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５~２０页.
同上.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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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不仅孕育了生命、蕴藏资源,还是调节全球气候变化的主体.近代

人类中心主义把海洋当客体对待,海洋不断遭到破坏和污染,人类却试图让

海洋自愈.所以现在对待海洋既要考虑发展还要考虑治理,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在发展,且人类越来越要补偿海洋发展,反哺海洋.

海洋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海洋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并塑造我们的世界

观.当前,全球海洋形势严峻,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海平面上

升、海洋垃圾等问题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社会和海洋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

课题.

１９８８年,在巴黎召开的 “面向２１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

会上,７５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 “２１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展开讨论,得

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汲取中国传统儒家先贤之智

慧.① 可持续发展,从生态环境领域到人类文明高度,需要呼唤东方智慧.
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古罗马哲人塞涅卡 (Seneca)说过,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② 水循

环的一切都将重归海洋.浮游藻类制造了大气中８０％的氧气,没有藻类就没

有生命.③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JosephToynbee)在 «人
类与大地母亲»中写道,可以把大地母亲发展到海洋母亲的高度,她是孕育

你的海洋母亲,她不是你征服的奴婢,这就是我们现在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一个很重要的认识.④

海洋本身是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某些活动破坏了海洋生态体系.海洋其

中一部分的变化会给整个海洋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影响.保护海洋是人

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为了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保护海洋.
总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命运共同体从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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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lbertHFriedlander,“Facingthe２１stCentury:ThreatsandPromises”,EuropeanJudaism:A
JournalfortheNewEurope,Vol２１,No２,１９８８,pp３Ｇ６

转引自习近平: «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

日报»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２日,第１版,(原标题 «习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国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实施计划摘要».
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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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阐释了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的关系,为全球海洋使用发展明确了方

向”.①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旨在实现时间—空间—自身维度海洋观的三

位一体:从时间维度看,海洋推动了工业—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扩张,塑造海

洋型全球化,如今迈向深海时代,我们呼吁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从空间维度

看,海洋是各大陆、岛屿天然的联系纽带,是人类命运的载体, “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正在打造陆海联通的全球伙伴网络;从自身维度看,海洋自身

是地球最大的生态体系,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三大涵义可概括为———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体,人与海洋是命运

共同体,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纽带.

二、为什么:为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社会再

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 是封闭脱钩还是开

放合作? 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 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

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

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②

传统上,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内陆文明特质.海洋文明能否展现、如何

展现和合共生的逻辑?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观为此指明了方向.
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涵义和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入的

过程.③

(一)为海洋强国梦正名

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 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 首先是

回应外界对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和相处的关切,回答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不是赶超美国,也不是回到汉唐,而是在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

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党章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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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起 “蓝色力量”»,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５月３日,第３版.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

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７日,第２版.
王义桅:«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页.



　□ 当代亚太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海洋强国梦的理念阐释.中国传统海洋观是

天下观的延伸.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明成祖给了他一封敕书,让他

带给西洋各国头目和番王.书中说道:“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
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

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顺天道,恪守朕言,循

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搪诚来

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①

这与西方扩张型海洋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中国传统海洋观折射内

陆型文明的局限,即以陆观海、以海观洋,而不是以洋观洋、以天下观

天下.
梁启超先生在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指出, “海也者,能发人进

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

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于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

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

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②

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克服传统中国以陆观海、以海观洋的内陆文明

思维,确立以洋观洋、以天下观天下的新海洋观.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同

时也要走出西方 “陆权—海权对抗”论,防止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陆地灾难

在海洋重演,避免进入深海时代、数字海洋时代继续 “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的悲剧.中国的海洋强国梦不是重复西方列强崛起于海洋的殖民扩张逻

辑,而是共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二)为全球海洋治理正道

其次是回答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 “中国方案”,
及时回应了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

题,即通过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古代,欧洲流行罗马帝国皇帝恺撒的名言是 “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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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６页.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１９０２年),载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９４３~９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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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e,Isee,Iconquer).① 近代,欧洲殖民者也奉行恺撒的名言,在世

界进行大肆掠夺.西方自然观导致海洋成为殖民、扩张的工具.如今,海洋

发展面临不可承受之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呼唤所有国家将海洋视为

生命起源之地、连接大陆的天然纽带,呼唤探索新的全球海洋治理观.

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在联合国首届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上正式提出蓝色伙

伴关系 (BluePartnership)的倡议,旨在推动 “珍爱共有海洋、守护蓝色家

园”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非传统的海洋危机问题,重点经营中国—欧盟

蓝色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中国—太平洋岛国蓝色伙伴关

系、中国—北极国家蓝色伙伴关系、中国—南美国家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

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

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

目标纲要»指出,“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

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积极发展蓝

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

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③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提示我们全球海洋治理不能只思考谁来治理、

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等问题.中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

命运共同体为海洋治理正道,中国倡导共商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④ 习近平主席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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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原文:Veni,vidi,vici,参见王义桅:«海殇? 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７５页.
«综述:联合国聚焦海洋可持续发展　中国倡导推动蓝色经济»,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７Ｇ０６/０８/c_１１２１１０９９９０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 员 会 官 网,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２０２１０３/t２０２１０３２３_１２７０１２４
html?code＝&state＝１２３.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１６日,http://wwwnewscn/２０２１Ｇ１１/１６/c_１１２８０６９７０６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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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导人通话时一再强调,“新冠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是人间正道”.①

(三)为全球海洋秩序正法

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经略海洋,而是倡导海洋与人类不可分割的命运

观.“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

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②

具体来说,中国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三大使命.
一是要解决陆海地理环境造成的天然不平等的发展问题.海洋推动了资

本的全球扩张,塑造了海洋型全球化———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创的全

球化,是基督教文明殖民世界,塑造了西方中心论,海上的物流主要集中在

大西洋之间.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欧洲人开创的全球

化本质上是海洋型全球化,主要依靠贸易,而９０％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进行

的,产业链于是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内陆国家普遍落后.世界

上６７％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４００公里范围内,全球 GDP的６１％来自海洋

和距离海岸线１００公里之内的沿海地区.③ 海洋作为载体造成了天然的不公

平,虽然依靠目前技术,如海铁联运正在逐步在缩小差距,但远远不够,因

为这个问题是海洋载体本身自带的优势造成的.海底通信已经成为信息时代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９９％以上的国际数据通过海底光缆进行传输,每天经它

们完成的交易额高达１０万亿美元.④ 毫不夸张地说,掌握了海底光缆,也就

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信息、财富的流动渠道.海底光缆是联通世界还

是分割世界? 强者联接在一起,弱者被边缘化? 数字海洋建设,要充分发挥

“数据使用而非占有、数据越用越值钱”的特点,破除全球板块化之 “不通

则痛”.我们自古讲 “利当计天下利”.走出近代,实现陆海联通,推动全球

化朝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二是构建和谐海洋,促进人与海洋和谐发展.古代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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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电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第１版.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１９页.
«“世界海洋城市联盟”成立»,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０日,http://

wwwpeoplecomcn/２４hour/n/２０１３/０６１０/c２５４０８Ｇ２１８０７１４３html.

FrancescoBechis,“UnderseaCables:TheGreatDataRaceBeneaththeOceans”,May３１,

２０２１,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underseaＧcablesＧgreatＧdataＧraceＧbeneathＧoceansＧ３０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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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海平面,对海底世界基本上处于未知状态.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７１％,公海占世界海洋水域的６１％,① 属于能够挖掘、开发、利用的公共海

域.２１世纪的海洋观倡导人海合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公

海不再重复海洋圈地运动的悲剧.这正是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冠名 “２１
世纪”的深远意义.

虽然目前我们对海洋还是处于探索阶段,但陆地日益有限的资源已经枯

竭,所以现在很多新资源的开发方向转向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同时应重视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不仅要把海洋作为资源,而且要考虑海洋的可持续发

展,实现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三是命运共同体努力为各国谋取共同安全发展.过去的霸权国借助海

洋,将自身的规则推向了全球.所以今天的国际贸易等制度,基本都建立在

曾经的海洋文明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扩张式的文化,海洋成为霸权国扩张

便利的载体.

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反对海上霸权,是要统筹安全与发展海

洋,开发和保护海洋,构建新型海洋伙伴关系和海洋秩序.中国还特别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前者坚持发展优先、共同发展、可持续

发展观;后者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与西方国家的共同

发展观和共同安全观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为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

提供了重要理念和思想引领.两项倡议都提出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

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对

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

治和阵营对抗.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着眼于传统海洋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可

持续,强调各国各地区命运与共,都有机会且都有能力经略海洋、治理海

洋、维护海洋秩序,为全球海洋秩序正法.

三、怎么办: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道

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实现陆海联通,开拓深海时代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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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实施计划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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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已成为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来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能只思考谁来治理、
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等问题.因

此,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首先,各国要从我做起,避免自身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走和平发展道

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通过构建蓝色伙伴关系,肩负起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的责任.
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

密,中国提出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

洋福祉.中国从同周边邻国积极探讨开展海上渔业合作和资源共同开发、
设立多个亚洲合作基金为地区海上合作提供动力,到提出共建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积极促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融合发展;从支持配

合国际社会打击各种非法渔业活动、有效实施伏季休渔政策,到与多个国

家在海洋环保、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蓝碳、海洋酸化、海洋垃圾治

理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始终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打造和平海洋、合作海

洋、美丽海洋.
习近平主席指出:“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

同维护,倍加珍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

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平安

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

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

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①

中国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养护和修复.全国近

３０％的近岸海域和３７％的大陆岸线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累计建立各

级海洋保护区２７０余处、面积１２００多万公顷,② “蓝色海湾” “南红北柳”
“生态岛礁”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推进.中国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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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
«携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命运与共)»,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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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海洋政策与管理等多方面国际合作,同葡萄牙、
欧盟、塞舌尔等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成立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中国—东盟

海洋合作中心等区域性平台,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自

主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技术.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推动各方共护海洋

和平、共筑海洋秩序、共促海洋繁荣的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坚决维护和支

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威和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实现海洋环

境共同维护、海上安全共同保护、海上争端和平解决.在南海问题上,中国

与东盟国家积极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 “南海行

为准则”磋商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始终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建设者、海洋可

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国际海洋秩序的维护者,愿同各国一道,本着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精神,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践行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要超越传统海洋文明观,树立生态文明海

洋观.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 «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提出, “天地间独

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 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通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的大学问,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这一大学问的神秘而

熟悉的个案.
黑格尔在其 «历史哲学»绪论 “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刻画了海洋文

明的哲学画卷.他这样描述:“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

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

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
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

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
就算他们自己也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

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②

黑格尔描述的海洋文明超越了征服和掠夺,体现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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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 «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第１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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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文明精髓———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开阔的是人的心胸.

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从分割到联通、从征服对抗到和合共生、从

合法思维到合情合理合法思维方式的升华.一是分割思维到联通思维,从排

他性历史观走向共享历史观.近代国际海洋法带来了海洋新秩序,也遭遇时

空体系混乱.被誉为 “海洋宪章”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存在缺陷,有

关历史性权利、岛屿与岩礁制度、群岛制度、直线基线、大陆架外部界限、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足.① 再比

如,我们强调南海诸岛自古是中国领土,这种纵向合情合理的思维遭遇横向

合法性的质疑,呼吁我们建立南海共享历史观和未来观.习近平主席指出: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

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二是和合共生思维超越征服对抗思维.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序言写道:“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有必要

作为 一 个 整 体 来 加 以 考 虑.”③ 这 就 要 从 罗 马 帝 国 “我 们 的 海”(Mare
Nostrum)上升到最大的我们,即人类.三是合情合理合法思维超越合法思

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如果太空代表诗与远方,那么海洋则代表故乡

与留恋.从逻辑上看,法律服务资本、保护既得利益,从而难以制约强者,

如自由航行,对于内陆国家有多大意义? 中国要树立大爱思维,共同开发海

洋资源,共享海洋文明成果.通过陆海联通,消除自然不平等,阻止后天不

平等的传递和强化.

处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的国际法,当然不同于 “后威斯特伐利亚会

议时代”的传统国际法,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日益独立于主权国

家及其相互之间的 “个体”利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应当予

以优先保护的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 “国际公共利益优先保护” “可
持续发展”等原则上升为国际法不同领域的基本原则.国际法的精神和价

值追求也发生相应变化,从 “二战”之前追求国际社会和平,到 “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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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泽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要缺陷及其完善”,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

５７页.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https://legal

unorg/avl/pdf/ha/uncls/uncls_ph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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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更加重视对国际共同和

整体利益的保护,国际法也随之从 “共存国际法”,历经 “合作国际法”
走向 “共享国际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性转型,不仅要求国际法理论深

度创新,而且对网络、数据、外空、海洋、极地等领域的共商、共建、共

享机制提出了新的使命.①

从人类文明史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开创 “天人合一” “人海合一”
的人类新文明.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希腊雅典出席中希海洋合

作论坛并发表了题为 «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

国新型 “海洋观”,得到了欧洲各方的积极响应.② 一是建设 “和平”之海.
中国倡导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遵循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

准则,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海上争端,谋取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反对海上

霸权,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以及海盗、海上恐怖主

义、特大海洋自然灾害和环境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寻求基于和平的多种

途径和手段,维护周边和全球海洋和平稳定.二是建设 “合作”之海.中国

积极与沿海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

上参与国际海洋合作,共同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源、
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实现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其中,共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建设 “合作”之海的建设性之锹.三是建设

“和谐”之海.中国始终强调尊重海洋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在求同存异

中谋发展,协力构建多种海洋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海洋,从而维护海洋健

康,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持续利用、海洋经济科学发展,促进

人与海洋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中国希望与作为 “海上

霸主”的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提出２１世纪海洋合作新理

念,创新航运、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权、共建共享港口等方

式,推进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在 “２１世

纪”———中国既不走西方列强对海洋掠夺、殖民,导致冲突不断的老路,也

不走与美国海洋霸权对抗的邪路,而是寻求有效规避传统全球化风险,开创

—１２—

①

②

梁开银:“中国特色国际法学的三重意蕴”,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第４版.
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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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合一、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海洋文明.不仅如此, “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主张开放、包容,不去挑战现有海洋秩序,而是推动海洋秩序

朝向包容、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再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推行切实可行、包容有序的国际合作

机制.
首要的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
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① 人类命运与共、休戚

相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一贯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贫富一律平等.中国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

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

享.各国携手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２０１７年,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 “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

议,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其中. “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

的应有之义.”③ 全球海洋治理,要改变强者来治理,为强者治理的逻辑,探

讨切实可行机制,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目标.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捍

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坚持

尊重各方合理的海洋利益诉求,通过对话弥合分歧,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深化各领域海洋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行稳

致远,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复苏,推动设立 “联合国海洋十年规划”金砖国

家协调中心,协调金砖五国共同参与 “联合国海洋十年规划”,并酝酿合作

发起 “金砖国家海洋与气候预测”旗舰项目.
最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妥善应对诸多挑战.
一是如何处理现存的海洋主权争端? 解决海洋主权争端的依据是国际

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发挥什么作用? 国际上一些国家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２２—

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２２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第２版.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１７页.
«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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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中国放弃南海岛屿主权和主权权益,将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主权对立起

来,将理念与法律运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对此,习近平主席指

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

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加

强区域安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① 二是如何处理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与美国海上霸权关系.就以南海为例,美西方以所谓的 “南海航行自

由”攻击中国的岛礁计划 “威胁”其海上军事霸权体系.中国与东盟谈判的

南海行为准则 (COC)如何约束美国? 如何应对 “印太战略”对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抵制? 三是如何处理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关系以及海洋强

国与弱国的关系.“向海而兴、背海而衰”.如何应对离海洋远近对国家造成

的不平等? 如中日有东海海洋权益划分之争,涉及大陆架自然延伸与中间线

的冲突.法国是世界第二大海洋大国,因为殖民遗产声称自己是太平洋国

家、“印太”国家 (有太平洋属地、留尼汪等海外领地、领土),派军舰来南

海 “维护航行自由”,中国如何应对? 后发国家、海洋弱国的主权权益如何

维护?

日本学者高坂正尧援引英国人观点宣称, (西式的)民主国家才是海洋

国家.② 这一论述将专制—自由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移植到海洋,暗含的

逻辑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只是 (西式的)民主国家的,再次暴露其西方殖民

体系塑造的国际法、国际话语体系的殖民性和掠夺性,根本无法企及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也反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原世界多样性的意义.

美国提出的 “印太战略 ”再次印证了这一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这些挑战,

既具有一般领域的普遍性,又具有海洋的特殊性.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之道见表２.

表２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道

出发点 问题 理念

时间维度

生命起源于海洋

全球化成于海洋 (海洋型全球化)
生态海洋、数字海洋

视海洋为客体

海洋霸权

壁垒、鸿沟

人海合一

—３２—

①

②

习近平:«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
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日本中央公论新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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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度

生活空间:人与海洋生命共同体

生产空间:可持续发展

生态空间:人海和谐

海洋权益争端

国际海洋法

海洋生态恶化

构 建 蓝 色 伙 伴

关系

自身维度 海洋可持续发展 不公正不合理的海洋秩序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新型全球治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　语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又超越

西方扩张式逻辑,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还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支柱———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世界目标———的自然组成部分,更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应有之义.“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之绿水,自然也包括海洋.海洋命运

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

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

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① 或者

说,生态文明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思维基础.与此同时,海洋又是数字

文明时代的重要载体,数字文明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又一重要思想基

础.例如,海底光缆的铺设、走向塑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安全,制造数

字壁垒和信息鸿沟等.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海洋意识的集大成者,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个案,是构建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世界的先导,不仅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指明了方向,推动传统中华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拓展到人海合一的新境界,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思想升

华,同时还是塑造生态文明观、超越西方近代文明的文明担当,更是塑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海洋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汲取从海洋与人类文明兴衰到全

球化的海洋文明扩张的教训,回到人类可持续发展主题,是融古今中外、东

—４２—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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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北智慧的提炼.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海洋实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写照,既面临传统海洋治理、海洋秩序的旧矛盾,又面临数字文明观

下 “数字海洋”的新挑战.第七十五届联大主席博兹克尔 (VolkanBozkir)
呼吁:“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必须改变.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经济是我们时代最

重要的任务和最大的机遇之一.”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执行秘书弗拉基米尔拉宾宁 (VladimirRyabinin)认为,保护海洋

不仅关乎海洋,还关乎人类.各国应积极寻求全球海洋绿色发展的解决路

径.② 要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文件,尤其是对接联合国 “海洋十

年”(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后者的愿景是 “构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打造我们所希

望的海洋”,旨在 “推动形成变革性的科学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连

接人类和海洋”,是联合国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议和未来十年最重

要的全球性海洋科学倡议,③ 将对海洋科学发展和全球海洋治理产生深远影

响,这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完全形成共振、共鸣、共情.

—５２—

①

②

③

«携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命运与共)»,载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第３版.
同上.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