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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南海法律高端论坛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通讯员范佳琪 记者汪书丞）2019年12月21-23日，第七届南

海法律高端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与海南

大学联合主办，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口海事法院、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承

办。 

　　与会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略海洋的系列重要讲话和论述为指导，就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发言与交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新凤发言 主办方提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新凤作了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基

本目标及实现路径”的报告。她提出四点认识：第一，习主席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 重要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实践和体现。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为加强全球海洋治理、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提供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二，海洋命运共同体也是对我国多年来倡导的“和谐海洋”理念的

继承和发展；第三，海洋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与海洋命运与共、人海和谐；第四，海洋命

运共同体倡导新型海洋安全观，即倡导海洋共同安全、确保海洋综合安全、推动海洋合作

安全、实现海洋可持续安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是共建和平、合作、包容、和谐

之海，实现海洋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对话协商，才能建设和平之海；只有

坚持互惠互利，才能建设合作之海；只有坚持共建共享，才能建设包容之海；只有保护海

洋生态，才能建设和谐之海。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合力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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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王校轩发言 主办方提供

　　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王校轩从军事安全合作的角度阐述了海洋命运共同体内

涵。他指出，军事安全是构成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最基本

的要求就是安全与稳定。习主席强调“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海洋和平安宁和良

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提倡各国海军以及其他的海上武装力量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维护海洋秩序，保障海洋事业的和平与安全。历史实践也反复证明，海军除了被帝国

主义和霸权主义者作为侵略和掠夺工具外，在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安全中做出了重要贡

献。从这种意义上讲，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军在维护世界共同

利益和安全上发挥作用。其次，他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提出了自己的

想法。他认为，目前我国在应对海洋领域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时，还存在亟须解决的

问题，如岛屿主权争端、海域划界分歧和资源争夺等愈益尖锐复杂；海洋霸权威胁犹在，

如美国依仗超强的海上军事实力，横行于世界大洋；海上军备竞赛激烈，由此引发的海洋

安全威胁不断增大；海洋自然灾害如海啸、台风、赤潮、海浪、海冰等威胁巨大，并且难

以抗拒；海洋环境破坏严重，海洋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越来越吞噬着人类本身。而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军事安全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海洋军事安全合作机制；

二是降低海洋武器装备竞争强度；三是在现有武装冲突法的基础上制定海上武装使用限制

原则；四是建立世界海洋应急联合力量，重点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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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南海法律高端论坛综述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发言 主办方提供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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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一带

一路”内涵的深化。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理念，又是一项长期实践，同时也是

中国联通海洋的重要目标，能够更好地促进海洋的有序发展，维护海洋的和平与稳定。海

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知识系统，因此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过

程是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海事和渔业等方面制度体系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全

球海洋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具体行动。但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又面临一些挑战。一是中

国的人均占有海洋资源量偏少，中国享有资源主权的海域人均占有面积只有世界人均的十

分之一；二是沿海各国海洋产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海洋资源状况差异较大；三是中国在海

洋治理和海洋装备方面均落后于发达国家；四是面临着地区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障碍，以及

一些发达国家的制衡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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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晏瑲发言 主办方提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晏瑲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有着深厚的法律基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益方面，

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载体；二是价值方面，是善治理念之意蕴；三是责任方面，是应对

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反思。我国作为海洋大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并逐渐带动海洋小国。

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追求全球海洋治理一致的目标，以实现海洋的善治，达到人类与海

洋的共生和持续发展。 

　  我国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可以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维度着手。在空间维度

上，可以开展“点-线-面”三维地域合作模式：首先是国家间双边海洋治理合作，深化与

海洋大国的合作；其次是区域海洋治理合作，区域合作能让海洋治理变得更为具体和富有

可操作性；最后是全球海洋治理，构建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时间维度上，可

以开展“短-中-长”三期整体规划。在短期规划中，我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开展海洋环境保

护合作。在中长期规划中，应以共同开发海洋资源为主，渐进式开展长期规划，逐步解决

与周边国家在重叠海域划界等领域的问题，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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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白佳玉发言 主办方提供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白佳玉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角下的海洋小变局角度，重点

阐述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路。随着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和技术水平提升，海洋大国对

海洋控制的势头再次兴起，“公地悲剧”一再上演。旧制度存在缺陷，新制度尚未形成，

海洋领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之治在于发展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法律规则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既继承传统国际法原则、又从现代国际法原则

中推陈出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是针对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不但尊重已有共识，并能更好反映后

起者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中国在新时代促进海洋可持续利用与发展中提升中国话语权。并

且全球海洋治理新领域的国际法治实践可以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机遇。最重要的

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了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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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政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杨华发言 主办方提供 

　　上海政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杨华则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语境角度重点分析了从海

权到海洋法权的变化历程。他指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二者关于海洋治理

的价值取向不同：平权与霸权；其次，海洋治理的途径不同：规则与强权；再次，海洋权

利和义务的对等性不同：对等与支配；最后，二者发挥的作用的空间不同：安全与传统安

全。 

　　海洋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法理意蕴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权利

和义务的平等性、法律创制的广泛参与性、纠纷解决的和平性、法治需求等法理内涵。 

　　中国海洋治理的法治化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过度注重海洋维权，且国内法

治体系还不完善。法治思维应成为实现海洋治理的逻辑起点；第二，陆海统筹战略的法律

体系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肢解了中央立法。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实现海洋治

理的基础和前提；第三，法律实施体系严重不足，海洋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实现海洋治

理能力的体现；第四，海洋法治基础理论需要继续深化成为海洋治理的理论支撑。 

　　加强海洋法治建设是实现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必要路径，首先要完善海洋立法体系；其

次要整合海洋执法的关键领域如：资源与生态、海事与海洋；第三，提升海洋司法的质量

和运用场景，如“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建设，同时要拓宽国际海洋治理的多元参与路

径，重视国际海洋组织的海洋造法能力和行为动向，争取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国际释法话

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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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想）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全永波发言 主办方提供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全永波认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具

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主体具有多元性。海洋环境问题的出现是由多个主体、多种因素造成

的，由此海洋环境的治理需要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积极合作。第二是海洋生态系统

具有特殊性。海洋本身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海洋水体自身的流动性、跨行政区域性以及

跨国性；第三是治理行为具有公共性。海洋在平面空间上难以准确划定治理边界，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级政府所能够解决的。目前海洋环境治理形成了全球治

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等五个层级，这些层级的治理在各层面形

成了相应的政策和治理机制，支持相应的治理领域的治理。不同的海洋生态系统形成不同

的“区域海洋”。然而区域治理在海洋领域的相应机制只能通过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方式完

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因此要树立多层级海洋治理理念，完善全

球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推进“全球性与区域性融合”的海洋治理规则，形成能够参与区域

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首 页  上 一 页  1  2  3  下 一 页  尾 页  跳转到： 3  前 往

作者简介

姓名：范佳琪 汪书丞 工作单位：

相关文章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1912/t20191230_5066841.shtml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1912/t20191230_5066841_1.shtml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1912/t20191230_5066841.shtml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1912/t20191230_5066841_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