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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对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宽

广的赋予。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检索及分类和归纳总结，对我国海洋的探索

研究的历史做出了详细的回顾，对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进行了历史性回顾，指出了目前我国海洋生态文

明的研究遗漏点和局限性。最后，乐观地展望了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未来，为后续研究指明了切入

点和展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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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ncept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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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been accurately defin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d been broadly 
endowed.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retrieval and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literature 
o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d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history of Ocean explora-
tion in China has been reviewed in detail, and the research o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d 
been reviewed historically. And the missing poin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Ma-
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d been pointed out. In the end,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d been prospected optimistically,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follow-up research o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d been looked forward to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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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SEA)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海洋的中心部分称作洋，边缘部分称作海，彼此沟通组成

统一的水体。地球表面被各大陆地分隔为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称为海洋，其总面积约为 3.6 亿平方公里，

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约是大陆面积的 2.45 倍。 
海洋中有大量的动、植物，有鱼、虾、贝类等富含蛋白质的动物和海藻、海带等植物，这些动、植

物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所以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也是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承载体。 
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相并列，是文明形式类型的一种，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

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其特点在于，

首先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二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 
海洋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

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海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

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广义的角度讲，海洋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是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广义的海洋生态文明包括多层含义。第一，在文化价值上，树立符合自

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使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意识。第

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他人需求为目标，践行可持续消费。第三，在社会结构上，

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明也是海洋生态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

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 1.8 万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祖国悠久的海洋生态文明。 

2. 研究文献归纳 

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资料较多，从文献的查找来看，以“海洋生态文明”为主题或关键词等检索，

在中国知网上能查找到 872 篇文献(截止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16 日)；其中，期刊文献 581 篇，硕博论

文 106 篇，会议论文 34 篇，报道类文献 152 篇，成果 4 项。现将它们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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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irst of induc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documents 
表 1.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文献归纳分析之一 

       涉及主题 
文献类型 

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 
海洋生

态环境 
海洋生 
态保护 

海洋资

源开发 
海洋生 
态经济 

海洋生 
态补偿 

海洋 
开发 

海洋 
强国 

海洋生 
态安全 

文献 55 44 20 13 23 19 12 21 13 

期刊 46 37 13 10 18 13 7 17 10 

硕博论文 16 13 9 10 8 7 5 3 2 

会议 10 3 1 1 0  1 1 1 

报纸报道 2 1 2 2   4 1 1 

所有类型总篇数 155 118 56 47 61 53 42 55 32 

 
从表 1 分析可见，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最为集中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海洋生态环

境及海洋生态保护三个方面，而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研究极少，几乎没有。 
 
Table 2. Second of induc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documents 
表 2.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文献归纳分析之二 

        发表时间(年) 
类型 21 年 20 年 19 年 18 年 17 年 16 年 15 年 14 年 13 年 12 年 11 年 10 年 09 年 

文献 70 65 81 85 82 89 71 44 67 51 24 27 13 

期刊 47 55 52 56 60 69 44 31 45 33 8 14 8 

硕博论文  5 3 6 3 1 1 2 2 1 1 0 1 

会议   3 4 8 5 2 3 5 2 2 2  

报纸报道 17 1 9 9 1 4 11 6 13 12 13 10 4 

学术辑刊 2 1 5 3 4         

 
从表 2 统计归纳分析，可见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较晚，只是在 2005 年开始有人研究我

国海洋生态文明问题，相关文献的数量太少，所以没有统计在表格中，且只是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

后才开始较为踊跃地研究我国海洋生态文明问题，报纸新闻的报道也只是始于 2009 年，证明我国大众心

中的海洋生态文明概念的树立非常晚且淡薄，我国媒体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问题的关注也是非常淡薄

且行动太晚，且只是在 2015 年曾经呼吁了一段时间，2016、2017、2018 逐年提升，而 2019 年开始呈现

缓缓下降的趋势，又趋于冷淡的态度，这种趋势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跟海洋强国战略的热度的下降相

吻合，也可能跟这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有关，疫情的持续导致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导致研究热情

下降。 
 
Table 3. Third of induc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documents 
表 3.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文献归纳分析之三 

    作者单位 

文献类型 

985 非涉海

性高校 
985 涉海性

高校 
211 非涉海

性高校 
211 涉海性

高校 
一般非涉

海性高校 
一般涉海

性高校 其他单位 

文献 11 63 9 31 28 27 96 

期刊 7 32 8 18 23 12 82 

硕博论文 4 18 4 3 15 7 3 

会议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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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 3 分析可知，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出自于重点大学的研究人员所占据

比例近 50%，特别是硕博论文的比例，从而可见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英阶层，还

没有大众化，没有完全铺开，走向研究的平民化。从专业特性来看，出自于涉海高校的文献占百分之八

十左右，可见研究我国海洋文化的学者还是具有良好的相关专业知识基础，这是好现象，但从另外一方

面来说，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没有全面铺开，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度不大，需要进一步加以宣传

和鼓动。 

3. 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起步极晚，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才开始有我国海洋生态文明

的研究，且成果极少，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开始有所增加，现在从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主

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和总结。 

3.1. 研究方法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的方法众多，有些研究文献采用一种研究方法，有些研究文献采用的是两种

或数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早期的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文献主要采用定义性的研究方法，定义海洋生态文

明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赋予，告诉人们海洋生态文明是什么，它表达的内容有哪些，其有什么特征。

如文献[1]中刘家沂详细阐述了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内容和特征，并呼吁构建海洋生态文明，且提出构

建海洋生态文明的战略及思考了一些具体方法与措施。 
陈述性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将所研究的对象的特征、性质和状态如实性地用陈述性语言加以

描述，并从中得到相应的结论和结果，以供人们参考。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陈述性研究主要是陈述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现状、特征等，如文献[2]中丁德文等对我国沿海县市的海洋生态文明进行调研的基础

上，陈述了其海洋生态文明的现状和特征，并通过青岛胶南市海洋生态建设规划的编制，提出了海洋生

态建设规划的总体目标及技术方法。指出城市海洋生态建设不仅仅是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建设，还

应包含经济和社会的内容，涉及生产方式、管理、观念、宣传、教育、文化、政策、体制、法制、规划

等各方面。陈述了只有通过实施城市海洋生态化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才能达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的发展。 
评论分析方法是对研究对象的某些情况、特性、状态及性质进行评论，分析得到某些结果或结论，

其应用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中，则是我国或某地区的海洋生态文明的具体情况经调研后，详述其

状态、状况、特征和性质及特点等，并加以叙述、评论和分析得出需要的结论以便让人们对我国或某地

区的海洋生态文明现状是否满意、提出建设的依据和建设方法、措施及手段等等。例如文献[3]中李强等

对江苏连云港市海洋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评述，并从生态文明及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及生态治理的内涵

切入，在调查分析了连云港市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反思与实践后，进而依据区域治理的理论对构

建海洋生态治理机制进行探讨，旨在为推进连云港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及实践参考。 
实证分析研究法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一些具体事例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人们所需要的结果或结论，

其应用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中，则从我国或某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的现状、实例、案例进行分析，以

便从分析的结果中得出有利于人们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进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方法和方式等等。

例如边启明等在文献[4]中以海洋生态文明城市——北海市为例，运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

研究成果对其建设评估工作进行示范应用，分析了北海市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优势和不足，并提

出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继续加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成效、进一步规范海洋统计数

字等建议，为北海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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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法是应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该种方法是在具备一定的研究成果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检

索搜集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指出研究的不足、缺陷、存在的问题，提出希望或指明后续研究

方向和切入点等等。应用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陈斯婷等[5]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综

述了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主要成果，指出说目前生态文明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而国外学者很少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只是多是一些相近的概念和思想。强调早在 5000 多年前我

国就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陈述了当前国内学术界在引进国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同

时，立足中国国情，从生态文明理论、实践路径、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技术即指标体系方面作了一些有价

值的探索。 
原因分析研究法，这种方法是对事物的某一方面详尽的剖析，分析出发生该事件的机理、原由，以

及其避免或预防的对策、措施及方法等等。该研究方法应用于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海洋生

态环境或海洋生态系统恶化的原因分析，例如文献[6]中刘明分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

指出我国海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 5 个问题，包括海洋资源退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海洋权

益形势严峻、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不足、海洋产业布局缺乏系统性。它们是中长期内制约我国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又如文献[7]中包特力根白乙分析了辽宁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态势，指

出其主要体现在过度捕捞导致的海洋生物资源衰退、陆源污染、养殖污染和油类污染导致的海洋水体环

境污染以及填海造地和海岸侵蚀等导致的海岸生态系统弱化。 
数据挖掘研究法，是应用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技术将已有的相关研究对象某些方面的数据，通过各种

计算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推演演算，得出某些人们所需要的结论。这种方法较为特殊，需

要应用到较为先进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技术和数值计算方法，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海洋生态文明领

域的某个方面的问题或某一特征属性，如王印红[8]利用该种研究方法估算了中国海洋环境拐点，以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运用回归分析发现：(1) 从衡量海洋环境质量的个体指标而言，如生态

系统亚健康占比、劣于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与人均 GDP 之间呈现明显的“倒 U”形态，且具有良好的显著

性，同时，印证了海洋环境拐点发生的区间为人均 GDP 6000～8000 美元。(2) 衡量海洋环境质量的个体

指标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亦呈现明显的 EKC 形态，但其相关性相比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而

言，强度上并不具有显著性。 
预测研究方法是指对研究对象的一些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和发展动态可能性进行一定性具有某种发展

趋势和依据性的预测和憧憬的研究方法，其应用于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主要体现在海洋生态承载能力的预

测，或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状况的预测等，例如文献[9]中朱念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利用灰色定权聚类法对广

西北部湾与珠三角的海洋经济生态文明程度进行预测性评价，得出广西北部湾海洋经济生态文明为达标，

珠三角海洋经济生态文明为良好的结论，从而提出调整北部湾海洋经济结构、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力度、

完善海洋灾害预警与保障机制、提高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对比比较研究方法，该种方法是通过对所要研究对象的整体或某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或性质或状态

或过程等等，并从对比分析中得出某些结论或结果。对比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中

一般体现在我国不同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状况水平的好坏、优劣、高低等的比较分析或定性判

断方面。例如文献[10]中孙剑锋等从海洋资源禀赋、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

制度管理五个层面选取 29 项具体指标，建立沿海城市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 BP 神经网

络模型，对 2016 年中国沿海 53 个地级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依据评价值大小分为高水平、

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 5 个等级，并对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对比比较分析。 
此外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也常用到，例如李岚[11]通过对新加坡、日本以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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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等国在生态城镇建设、生态治理方面的建设成果显著，注意到这些国家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其规划、发

展以及管理的各个层面。且通过对一些典型成功的生态文明建设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进而探讨了对横琴

新区示范区建设的借鉴和启示。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中也有应用，但不典型且不

多，故本文不再介绍。 

3.2. 研究内容 

3.2.1. 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及内涵研究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的内容较多，首先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赋予，海洋生态文明

的概念的界定和其内涵的赋予是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是一个动态过程，花了较长的时间才给予清晰

地界定。海洋生态文明有模糊如文献[12]中金娟在其硕士论文中没有很清晰完整地界定海洋生态文明的概

念，不过其提及到开放型海洋生态文明和封闭型海洋生态文明的两个海洋生态文明类型。鹿心在其博士

论文[13]中对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进行较为准确全面的界定，将海洋生态文明归属于海洋文明的五个方面

(海洋物质文明、海洋精神文明、海洋制度文明、海洋政治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之一，也是生态文明局限

于海洋范围内的一个概念，在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为海洋生态文明为遵循人、海洋和社

会的和谐发展规律，保护海洋资源环境，促进人海和谐，形成和谐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在海洋和谐发展

上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她认为：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崭新的、和谐

的文明形态，是较之工业文明更为复合自然规律的文明形态，体现的是协调的生态观、平等的文明观和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对海洋世纪的积极回应和奉献。习总书记的海洋强国战略中提出的海洋生态

文明的概念界定得非常全面，其内涵的赋予也非常宽泛和内容丰富，如文献[14]中王越芬引用的那样。 

3.2.2. 海洋生态文明的具体内容研究 
海洋生态文明内容的研究是对我国海洋生态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在该方面的研究我国科

研工作者也是不断推进和完善的，海洋生态文明的内容提出和丰富同期于海洋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经

过不同时期诸多学者[15]-[20]的努力，至今基本确定海洋生态文明的内容包括：1) 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2) 海洋生态文明行为；3) 海洋生态文明经济产业；4) 海洋生态文明道德；5) 海洋生态文明制度；6) 海
洋生态文化。党的十九大习总书记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将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的内容

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被提升到海洋权益、海洋生态环保、海洋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海洋区域社会和谐发展、强国梦、强军梦、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和

谐发展的认识高度上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特色理论的一部分[21] [22] [23] [24] [25]。 

3.2.3.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史研究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历史状况和现状的研究及发展历史是海洋生态文明研究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我

国海洋生态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属于海洋文明的发展历史中，它与我国历史的发展相适应，海洋文明史伴

随有海洋文化发展历史，中国的海洋文明史、海洋文化史，海洋生态文明史有个起落、高潮和低潮、发

展和滞后、领先和落后的发展过程，曾经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创建有辉煌的海洋文明史、海洋文

化史，在唐、宋、明某一时期达到那个时代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期间也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在明末年

间因为海禁而大大落后于西欧一些海洋强国，到清末和民国则是出于世界低落水平状态，而对于海洋生

态文明则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只是当中国改革开放，过度发展经济，没有节制地开发滥用资源造成了生

态危机，造成了海洋生态危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制约和危及之后，中国国民才开始醒悟过来，

才有所提及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文献[26] [27] [28] [29]在某些方面阐述了这一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艰

辛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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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研究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和内涵的赋予，及研究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我国

海洋生态文明的发展历史、历程，其最终为了建设好我国海洋生态文明，为了发展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使之沿着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使之能始终处于健康发展的状况。故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研

究才是研究者们最应该和实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内容又主要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 
从文献[30] [31]的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有：(1) 陆地资源的匮乏和环境

污染的加剧，让人们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的视野转向于海洋，海洋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要点和

热点及争论点以及资源的抢夺区域。(2) 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遇到很多问题，发展过度，经济过热，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生态失衡，环境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遇到挑战和威胁，经济发展目光和触角已经

伸向于海洋，对海洋短时期的过度索取引发了系列的海洋生态问题，问题一时突现，引发危机感。(3) 中
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的强国梦、强军梦、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等一些新的

发展理论的提出和改革开放发展数十年的反思，提出了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2)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从文献[31] [32] [33]的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有：(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

洋思想；(2)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3) 可持续发展理论；(4) 建设和谐社会理论；(5)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强海、强军和强国战略思想。但我们还应该大胆加入目前文献所没有提及的

三点理论：(1)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2) 道教思想天人合一理论；(3) 佛教因果报应理论。 
3)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从文献[34] [35] [36]的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有：(1)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

海洋生态意识，构建全体民众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教育体系；(2) 推动海洋生态文化建设；(3) 加强全民

的海洋生态文明行为的规范；(4) 发展相应的海洋生态文明经济产业；(5) 培育相关海洋生态文明道德准

则；(6) 加强相关海洋生态文明法制建设；(7) 加强海洋生态文化遗传的保护与传承。 
4)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原则 
从文献[37] [38]的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为：开放性、整体性、协调性和

持续性。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为：以人为本；海陆统筹；政府主导，民间策应；循序渐进，

有序推进。但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太少，较为片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加强。 
5)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从文献[39] [40]的研究归纳总结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在于：(1) 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部分且为关键的环节；(2) 是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必要保障和重

要途径之一；(3) 是人海和谐，海洋资源合理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和必然结果；(4) 是我国海洋绿

色发展的根本出路；(5) 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利支持。 

3.2.5.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 
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也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我国海洋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更

是如此，习总书记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观的历史演进、理论意蕴及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和精准的阐述。

习总书记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独到的见解，在其从政和管理历程中逐渐建立起了博大精深的海洋生态文明

观理论。 
我国很多学者[41] [42] [43] [44] [45]对习总书记的海洋生态文明观进行了解释和宣传，习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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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习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完整

理论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生态文明观，其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战略地位观、海洋生态系统治理观、

海洋生态绿色发展观、海洋生态法治建设观及海洋生态全球合作观五维理论意蕴，从根本立场、实践方

法和价值目标三个角度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41]。马红认为[42]：习近平海洋生态文

明观吸取了其以往地方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其海洋生态文明观理论，习近平海洋生态文

明观主要包括人海和谐共生、海陆统筹发展、全球海洋生态文明观建设和增进民生福祉共享碧海蓝天等。

深刻把握习近平海洋生态文明观对于发展海洋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善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翟勇[44]提出，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生态环境法

从以规范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向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

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适应国家生态、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

这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方世南[45]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海洋

生态文明观，对于我们增强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价值的认识，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

国建设不断取得更大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2.6.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 
示范区的建设是一种工作社会实践的最典型的表现，示范区的建设是党和政府的伟大作业，我国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是秉承党和政府对习总书记海洋生态文明观理论体系的完善及实践指导的延续，

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沿海一些海滨城市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秉承习总

书记的海洋生态文明观理论和实践指导精神，纷纷建立起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并取得相应的成果。一

些学者[46] [47] [48] [49] [50]对我国近年来建设各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和建设意义及建设

作用等等进行了陈述、论断和分析及思考与建议。章红等[46]认为：我们应该以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来促进蓝色经济发展；学者张一[47]研究倡导应将“系统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到发展日程上，

构建以制定建设规划为主体推动建设内容调整，以创新制度体系为主体推动约束激励机制完善，以营造

海洋生态文化为主体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建设框架，以期给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带来新的

活力。张丽婷等[48]认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海洋环境保护或海洋经济发展，而

应该是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共建，其目的是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成效如何是需要评估的，建设过程中有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是需要进

行反思和思考的，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增强实效。欧玲等[49]研究采用国家海洋局发布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指标体系，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的整体现状进行评估，所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计算公式值得

参考。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是分等级分步骤的，示范区的等级不同，要求不同，当然投入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也是不同，不同等级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作用也不同，层次越高，作用越大，牵

涉面越广，战略地位越高，党和政府越重视。郇庆治等[50]研究强调：自 2013 年初正式开始的“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评选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与引领角色，尽管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及

其建设”作为学术理论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的完备性以及它的现实实践的成效还不宜做过高估计。 

4. 结语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虽太晚，成果较少，这与我们经济建设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资源开发利用可持续理念的构建太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随着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切，特别是以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伟大的海洋强国、强军、强国梦的战略布局与实施，让我

们后来者居上，迅速填补了许多空白，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后来研究者大胆提及和探索及呼吁。

具体表现在，传统文化的缺失对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一个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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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在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不能只是停留在政府层面，应该普

及化大众化社区教育化；第三，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方法方面缺乏一个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总

之，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还存在空白之处，需要广大科研工作者努力探索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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