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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sea territor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ategic role in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arine cau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rasp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marine strategy. On October 31, 2019,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The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
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 which China's strengths for its system and governance in the 
13 areas were clarif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ea-related words in the communiqué were sorted 
out and further analyzed, with the purpose of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marine strategy. 
Results showed that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nd and sea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ma-
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ere the key points to be concerned in the next step.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was further clarified. We believe that our results will be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sea-related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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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作为我国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在海洋事业推进过程中，把握
时代脉搏，了解战略方向至关重要。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
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更好地理解国家海洋战略，文章对决定

中的涉海词汇进行了整理分析，并进一步阐释了部分词汇的内涵。结果表明，海洋环保制度、陆海统筹、

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是值得关注的下一步工作重点。研究成果对今后的涉海研究和管理具有一定参考

意义。 
 
关键词 

海洋，环境保护，陆海统筹，顶层设计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此关键历史时期，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之治”的 13 项制度原

则，从战略层面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里

程碑意义。海洋是重要的国土资源。围绕海洋管理体制的改革已于 2018 年集中开始并成功实施，意味着

国家海洋事业向综合协调型管理过渡[1]。在已完成的政府机构改革中，生态环境部承担原国家海洋局的

海洋环境保护职责，其他职责划归自然资源部[2]。 
广义上，海洋具备明显的国土属性外，其内涵还包括海权、海上交通，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和

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及公益性事业等[3]。当前，人们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原始属性，即回归到对海洋

本身所具有资源的开发利用上[4]。本文中，将海洋的内涵限定为强调海洋国土及其自然资源属性。基于

《决定》的文本表述，分析其对涉海工作的启示。全会公报中，与海洋相关词汇出现 5 次，分别是“统

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完善主

体功能区制度”、“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完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和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和“禁止围填海”各 1 次，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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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十个“坚持和完善”论述“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这些词

汇以点带面，指明了涉海工作的着力点。 
本次《决定》传递出了清晰有力的涉海顶层设计信号，从海洋维度对其加以梳理，可为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找准未来海洋科学研究定位，服务建设现代海洋强国提供路径参考。 

2. 海洋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生态

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盼温饱”到现在“盼环保”、从过去“求

生存”到现在“求生态”，热切期盼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食品更安全、环境更优美。但是，

海洋环境仍然存在水质未见明显提升，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海洋生态灾害与突发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5]，
如何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海洋环境的热切渴望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又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有步骤、

分阶段的建设建成海洋生态文明，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刚性的制度约束至关重要。建

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就是为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立最低阈值和生态红线，做到“在生态

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013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主持十

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6]。首先，需

完成《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商法》《海岛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海洋基本法、大洋矿产资

源勘探开发管理法和南极管理法等法律的制修订；其次强化从严从紧的政策导向，加快建立源头严防、

过程严管、后果严究的新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湾(滩)长制”、海上排污许可等制度建设。其中，强化生

态监管是重中之重，需加强海洋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区的监管；再次，

强化党委政府督察，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督察力度，将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尤其是围填海工程)、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内容纳入督察范围。 

3. 陆海统筹在开展涉海工作中的战略引领作用 

“陆海统筹”概念及相关理论由我国学者于 2004 年首创[7]。其中，“陆”即陆地，是指我国主权

范围内的陆域国土；“海”的主体包括我国具有完全主权的“蓝色国土”—内海和领海，我国拥有主

权的岛礁、拥有主权权利和专属管辖权、具有“准国土”性质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拓展为国际

“公土”但对我国具有战略利益的公海、国际海底和南北极区域[8]。杨荫凯等将陆海统筹内涵提炼为：

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立足陆地、海洋资源环境特点，各级政府综合运用规划、计划和政策手段，

对海洋和陆地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及综合管理等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发挥陆地、

海洋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并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

与自然的健康和谐[9]。陆海统筹，既是一种思想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坚持陆海统筹的终极目标，就

是通过把握陆海统筹的科学内涵、加强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培育陆海统筹的文化观念、强化陆海统

筹的军事实力、健全陆海统筹的维权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强劲发展、中国与世界共赢的国际环

境[10]。 
需要明确，不能将陆海统筹简化为海岸线问题。从方法和实践两个维度，陆海统筹至少包括三个层

次[11]：1) 沿海区域层次，即围绕沿海省市的陆海管理，需坚守生态红线，严控围填海；2) 国家内陆与

沿海整体战略上，做到空间布局、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管理体

制机制等六个方面的统筹[12]；3) 国际海洋权益层面，针对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应以《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为基本原则，捍卫全球治理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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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大有可为 

我国有着 300 万 km2的海洋国土，其中 20 m 等深线以内浅海面积 0.16 亿 hm2，40 m 等深线以内海

域面积 0.53 hm2，大陆海岸线绵延长达 1.8 万 km [13]。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不断显现。当前，我国海洋环境存在近岸海域污染依然严重，海

洋生态系统的健康不容乐观，滨海湿地损失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传统的“赤潮”灾害以及新出现的“绿

潮”、“褐潮”、“金潮”等灾害爆发趋于常态等主要问题[14]。同时，因海洋开发强度提升招致的生态

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系统扰动及自然环境破坏，如侵占海洋生物栖息地、初级生产力不足、生物多样

性下降等，直接造成了海洋经济潜力的发挥，制约着海洋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已在战

略层面明确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总体目标。“十三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进一步确立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2018 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保持在 9%以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4%，海洋经济规模再上新台阶。但应当意识到，海洋

环境产业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以近海为突出区域的生态和环境技术体系仍是海洋开发所急需，需国家

政策及财政的大力扶持。有学者提出，海洋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海洋污染防治技术、近海生态环境修

复技术是当前应重点关注的海洋环境产业[15]。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以污染防治攻坚为点带动的环境状况

全面改善，是适应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亟须解决的突出实践问题。 
海洋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适当的人工措施的辅助作用下，使受损的生态系

统恢复到原有或与原来相近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不断恢复[16]。简言之，生态修

复的过程就是海洋环境中种群数量由少到多，群落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生态系统功能由单一到多元且能良

性运转的过程。因此，生态修复并非是针对单一物种的简单修复，而是与环境的本底特征、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物种多样性和持续性等多维度的修复。一般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越高，营养层级越复杂，

其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生态修复过程往往围绕土著种，通过人为干扰措施，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恢

复能力，以达到各营养层级稳定、良好、有序运转的状态。目前，已有报道显示基于大型海藻富营养化水

体营养盐吸收[17]，金属硫蛋白基因工程吸收转化重金属离子[18]，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等湿地生态系

统消纳近岸海域污染物[19] [20] [21]等技术，国内外已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实例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 

5. 结语 

海洋在资源供给、交通运输、调节气候、文化旅游、国防等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明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构想，且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并正式写入“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始终努力奋斗、稳步前行。从“十二五”期间提出发

展海洋经济，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的海洋政策在各项顶层设

计文件中一以贯之地稳步推进落实。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任务，更加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好新时代“海洋强国”之

路。《决定》中提及的涉海词汇，内容涵盖科技、环保、法制、空间治理等多个领域，为开发利用海洋

指明了具体方向。不断创新是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第一动力。把握海洋时代脉

搏，借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迎接“十四五”规划，

实现中华民族的海洋强国梦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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