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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知识、制度和行动

杨 剑1

( 1．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要: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

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

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

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

“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

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

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

础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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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

利于打破旧有的海洋地缘政治束缚，有利于应

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有利于促进国际

海洋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海

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

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

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推动“海洋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要着力进行知识体系的建设、
制度体系的建设、公共产品提供系统的建设，国

际上志同道合的队伍建设。
第一，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具

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就是

力量，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

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知识体系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性和系统性，它是治理方

案和治理制度的根基。有了根基，然后才有主

干，才有枝叶，根深才会叶茂。例如海洋自然保

护区的治理体系就是基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生态规律而建立的知识体系，随后才会有基

于此的海洋治理方案和机制。再如，海洋治理

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海洋空间规划。只有对海

面、水体、海底以及海底之下的资源和生态系统

有了科学系统地掌握，才可能对相关海域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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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地利用和保护。如果没有这

些知识的储备，人们将无法对海洋进行空间规

划? 海洋是全球系统的重要部分，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就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

界应当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起，积累知

识，汇集智慧，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知识贡献。
围绕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学界无

论是涉海洋的自然科学还是关于海洋的社会科

学都要努力完成知识储备，建立基于事实发现

和逻辑推理的多学科多领域相互联系的知识体

系，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责任。发展“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下的知识体系，需要从自然科学知

识积累到中国哲学思维的概括，是一个从粗浅、
模糊的认识，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知识

系统。
第二，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下大

力气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

度、海事和渔业等方面的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

体系。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度建设和

提高现代治理能力的精神，应当思考在全球海

洋治理问题上，如何通过“海洋命运共同体”建

设获得制度性收益，如何通过制度建设统筹国

内外两方面的海洋治理资源。“海洋命运共同

体”所展现的全球治理意义还在于它的制度建

设，体现的是现代海洋治理能力的提升。共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将基于规则的治理与基于

目标治理最佳结合的方式。全球关于气候变化

的治理就是一个目标治理和规则治理有机结合

的机制，它要在 21 世纪末把气候变化控制在一

个限度之内。
第三，加强海洋治理公共产品提供系统的

建设，推动公共产品的整合、开放、共享，提升中

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在“海洋命运

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想赢得全球伙伴的尊

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
合理、可 持 续 的 海 洋 秩 序 做 出 贡 献，并 做 出

表率。
海洋治理一方面要解决主权、安全以及资

源归属与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地球生

态承载能力所面临的“增长极限”问题。中国作

为一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发展中大国，已经

展现出其核心技术创新潜力、庞大统一的市场

容量、超大系统性的技术基础设施的综合实力。
我们中国学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梳理未来 5
至 10 年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各个部门

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大国外交的支撑、技
术装备能力的支撑和庞大的经济潜力的支撑来

实现一个海洋治理大国的抱负。
第四，拓 展 国 际 参 与 渠 道，寻 找 合 作 伙

伴，吸引国际上志同道合的力量加入“海洋命

运共同体”建设中来。“海洋命运共同体”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

现，中国要 吸 引 不 同 领 域 的 志 同 道 合 者 在 不

同议题上一起发声。
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理念和利益的

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

基础的治理方案。争取坚强有力的国际支持是

共同体建设的紧迫任务。从理念上，中国应当

同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科学家组织、环境

保护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保持协调，形成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共

同推进海洋的国际治理。从立场上讲，中国一

直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者。中

国政府在开展国际海洋治理合作中，重视“一带

一路”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在区域性海洋治

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重视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下，努力使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得到更加

广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主要

发达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会受到国际地缘政

治的干扰。美国以霸权政治和盟国体系为工具

对中国的海洋事业以及中国在海洋治理中日益

上升的作用开始实施遏制政策时，中国更应当

加强与全球各种行为体的合作，运用外交体系、
法律体系、环境治理机制、技术和市场的全球联

系来抵消霸权政治的阻碍。中国应当围绕“海

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整合国际上与此目

标相一致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有

效地规划和推进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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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洋命运共同体”除了是一个很重

要的理念外，它还是一项社会工程; 需要设计和

建构，需要面对不同制度和方案的竞争。“海洋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 21 世纪一项全球社会工

程，应把海洋、陆地、极地、外空综合加以考虑;

还要把气候变化、生物技术、数字技术运用整合

在一起。要建一个工程，一定要有目标设计和

施工过程，要动用社会资源和人力。中国的学

界和相关部门要考虑，谁是“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共同建造者? 建设的资源在哪里? 公共产品

的服务是哪些部门提供? 围绕这一目标，“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第一阶段工程怎么做? 围绕这

个社会工程，中国如何确定目标、优化系统、任

务分解、集体行动。随后要不断地评估和修正，

把有限的资源最有效地运用到“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建设之中。

编辑 贡 杨

Building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nowledge，Institution，and Action

YANG Jian1

( 1．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maritime issu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commu-
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project． The objective laws reflected by knowledge can
form the soft power to persuade other 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future－oriented ocean
governance calls for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to propose governance solutions． Meanwhile，we ne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build regional institution and domain institution，and
form a sound mechanism． With the aim to gain the respect of global partners，China should provide corre-
sponding public product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shaping a just，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marine ord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t is the common goal of all humanity to
build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 is supposed to cooperate with stakeholders sharing
similar ideals and belief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governance programs based on the ethics
of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nowledg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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