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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郭　 学　 文

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当前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给国家海洋安全、海洋法治及其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更迫

切的需求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大的挑战ꎮ 海洋“国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国家依法治海是国家主权

应有之义ꎬ国家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ꎮ 本文以“六度”框架(思想高度、认识角度、价值尺度、经验

厚度、问题精度、创新维度)为核心ꎬ系统论述了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与价值导向、经验借鉴

与 ＡＩ 赋能、实施路径与机制创新、长效机制与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国家安全ꎻ海洋法治ꎻ文化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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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 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来的ꎬ旨在科学地定性分析新的国际形势ꎬ
为新时代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国际环

境逻辑依据和国际背景因素依据ꎮ 近年来ꎬ大变

局加速演进ꎬ体现为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加速ꎬ表
现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性、动荡性加剧等

特征ꎮ 这给国家海洋安全、海洋法治及其海洋文

化管理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ꎮ 以下从思想高

度、认识角度、价值尺度、经验厚度、问题精度、创
新维度“六度”方面论述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路径和机制ꎮ

　 　 一、思想高度:从党的创新理论高度认
识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理论价值

　 　 在法治社会中ꎬ海洋文化必然带有法治的印

记ꎮ 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必然是在党的创新理

论———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新时代法治思想的引领

下建设的ꎮ 加强海洋法治建设理论研究ꎬ有利于

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理论支撑ꎮ ２０２５ 年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 ３１ 周年ꎬ正是基于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深入理论研究ꎬ我国在

２００６ 年根据公约的规定ꎬ提交了一项富有远见卓

识的排除性声明ꎬ郑重表示不接受有关海洋划界、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领土争端ꎬ不接受任何国

际司法或仲裁管辖ꎮ 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时ꎬ我国的该

声明在国际社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说理作用ꎮ
当然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研究及其实践ꎬ也有

助于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研究和贯彻力度ꎬ进而有助于深化对党的创新理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

究ꎻ有助于加强海洋法治理论体系研究ꎬ为海洋法

治文化建设理论研究、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撑ꎻ有助于促进交叉融合学科理

论研究的进步ꎬ海洋法治文化研究涉及法学、国家

安全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军事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ꎬ属于新文科中的新兴交叉融合领

域ꎬ甚至是跨文理科的交叉融合领域ꎮ

　 　 二、认识角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

的安全ꎬ涉及的领域和类型十分丰富ꎬ其中就包括

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

全等ꎮ 海洋安全既是国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又事关我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其

他国家安全ꎮ 海洋国土作为蓝色国土ꎬ是我国国

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蓝色国土上的资源和能

源是我国资源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因此海洋

安全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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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意义上来分析ꎬ海洋文化建设实践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第一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

践有助于维护国家海洋主权ꎬ有助于通过加强海

洋执法、司法和立法力度ꎬ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ꎬ
打击海洋违法行为ꎬ维护我国的海上通道安全ꎮ
第二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助于维护国际海

洋秩序和国际海洋和平ꎬ通过加强跨国海洋合作、
沟通和交流ꎬ促进海洋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合理利

用ꎬ共同应对海洋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ꎬ推动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ꎬ维护和

完善国际海洋秩序ꎮ 第三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

践有助于提升公民海洋法治意识ꎬ特别是通过加

强海洋法治文化宣传教育ꎬ普及海洋法治知识ꎬ使
公民提高海洋法治观念、增强海洋法治意识ꎬ使得

依法护海、养海、用海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规

范和自觉行动ꎮ 第四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

助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ꎬ海洋法治

文化建设为海洋经济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ꎬ通过维护海洋生态环

境资源的安全ꎬ预防海洋环境污染ꎬ治理和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ꎬ规范海洋经济活动ꎬ推动海洋经济的

健康发展ꎮ 第五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

海洋强国、强省、强市事业的发展ꎬ通过保护我国

的海洋国家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有助于“坚持与

时俱进ꎬ开拓创新ꎬ多形式演绎海洋法治文化建设

活话剧” [１]ꎬ为烟台市、山东省和国家的海洋事业

发展创造持久稳定的、规范有序的法治文化环境ꎬ
讲好新时代的海洋法治文化故事ꎬ例如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烟台黄渤海新区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海洋法治文

化宣传活动[２]ꎮ 第六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有

助于在海洋权益保护中发展海洋法治文化ꎬ维护

国家安全ꎮ 由于海洋是国际交通运输的通道、自
然资源的重要产地ꎬ一个海岛的价值远远不止海

岛本身ꎬ还包括围绕在海岛周围 １２ 海里的领海、
１２ 海里的毗连区、二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位

于海面下的大陆架ꎬ仅该范围内的经济价值就是

不可估量的ꎬ这还不算该范围内的军事价值ꎬ因此

海洋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博

弈的新棋枰、新战略战术要地ꎻ海洋权益不仅仅是

普通的权利和利益ꎬ远洋捕捞等海洋权益保护涉

及海外利益保护ꎮ 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

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曾经批判过历史法学

派的观点ꎬ提出所有权利都有被侵犯、被冒犯的危

险ꎬ所有权利都是在斗争中形成和维护的ꎻ无论是

国家的海洋权ꎬ还是我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海洋权益ꎬ都是需要依法维护的ꎬ海洋维权实践

是海洋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ꎻ海洋法治就是在国

家和国人的海洋权益保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ꎮ

　 　 三、价值尺度:通过“守正创新”在海洋
法治环境建设中守护核心价值

　 　 在当前这一新时期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与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ꎮ
海洋法治文化是海洋文化与法治文化的交叉篇ꎬ
海洋法治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

治思想ꎬ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ꎮ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现路径

之一ꎮ “未来研究需要增强问题意识ꎬ关注

具体实践问题研究” [３]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国

当前以及今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全面的、长期

的指导思想ꎬ理所当然地应当贯彻落实到海洋法

治文化建设方面ꎮ 新时代法治思想在海洋法治文

化建设中的落实ꎬ既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 １１ 个核

心要义的落实ꎬ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发

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中的主体

性作用等ꎻ还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科学

方法的落实ꎬ例如正确处理海洋经济发展和安全

生产甚至国家安全的关系、涉外海洋政治军事斗

争和法治斗争的关系、海洋文化建设改革创新和

海洋法治建设的关系等ꎮ
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对于海洋文化建

设的指导作用ꎬ首先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引领ꎮ
加强海洋法治文化建设ꎬ首重构建良好的海洋法

治环境ꎬ通过国内和涉外两方面的“良法”和“善
治”ꎬ在国外、国内确立起维护我国国家海洋主

权、有效进行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维护海洋法律秩

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法治底线和法治红线ꎬ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海洋法治建设的主动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ꎮ 进而ꎬ对外共同守护和平、
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ꎻ对内共同守护文

明、和谐、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四、经验厚度:从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
设的成就中总结科学经验

　 　 我国海洋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ꎬ先后

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ꎬ是改革开放之前

的萌芽阶段ꎮ 海洋法治建设成就ꎬ主要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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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外籍船舶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５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

明»(１９５８ 年)、«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

峡管理规则» (１９６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

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 (１９７４ 年)等ꎬ构建了船

舶管理、领海保护、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制基

础ꎮ 第二ꎬ改革开放之后ꎬ我国比较重要的海洋法

治建设成就ꎬ主要有: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１９８２ 年)、«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１９８３
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１９８３ 年)、«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１９８５ 年)、«渔
业法»(１９８６ 年)等ꎬ大大加强了海洋环境整体保

护和海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法制建设ꎮ 第三ꎬ新
时代开始之前的基本成型阶段ꎮ 这段时间ꎬ改革

开放加快发展ꎮ 海洋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ꎬ主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 １９９２
年)ꎻ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１９９６ 年)ꎻ发
布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 ( １９９６
年)ꎻ制定了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 １９９８
年)、«海岛保护法»(２００９ 年)、«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１９９９ 年)等ꎬ基本上构建了海洋法律制度

方面的四梁八柱ꎮ 第四ꎬ是新时代开始之后至今

的全面、快速发展阶段ꎮ 新时代以来我国开始了

海洋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ꎬ自“改革开放以来

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ꎮ[４]海洋法治建设成就ꎬ主要有:加入了«北太

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 (２０１４ 年批

准)ꎻ制定了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
(２０１６ 年)、«海警法»(２０２１ 年)ꎻ发布了«南海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声明» (２０１６ 年)ꎬ公布了黄岩

岛领海基线(２０２４ 年)ꎻ在南海进行生态环境执

法、在东海进行钓鱼岛巡航等ꎮ 这些均属于海洋

法治建设和实施范畴的成就ꎮ
以上成就的取得ꎬ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ꎬ我国海洋法治建设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进入新时代之后更有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指导ꎮ 第二ꎬ海洋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

得当ꎬ海洋方面法的制定的科学化、法的实施的严

格公正、法的监督和保障的有力ꎮ 第三ꎬ广大公民

对海洋法律制度遵法守规的意识明显增强ꎬ民众

海洋法治信仰正在逐步形成等ꎻ而民众的海洋法

治信仰ꎬ又能动地反推着海洋法治建设的发展ꎮ
这些科学经验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ꎮ

　 　 五、问题精度:“以问题为中心”进一步
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根据我国当前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和问题ꎬ我们应“以问题为中心”ꎬ积极拓宽海洋

法制文化建设路径ꎮ
首先ꎬ应当积极应对海洋国土安全挑战ꎬ早日

制定“海洋基本法”ꎮ 当前ꎬ我国的海洋国土安全

仍然面临挑战ꎮ 在海洋国土安全方面ꎬ面临南海

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岛礁蛮横无理、无
中生有的所谓权益挑战ꎻ南海区域某些国家将破

旧军舰在我国岛礁非法坐滩所带来的对海洋生物

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ꎻ某些对中国不友好

的国家或国家团伙军舰、飞机在南海挑起的所谓

航行自由问题ꎻ某些国家渔民的非法行为对中国

在南海诸岛休渔制度带来的挑战等ꎮ 建议我国借

鉴加拿大的«海洋法»(１９９７ 年)、美国的«海洋法

案»(２０００ 年)、日本的«海洋基本法» (２００７ 年)、
越南的«海洋法»(２０１２ 年)、印度尼西亚的«海洋

法»(２０１４ 年)ꎬ制定自己基本性的、综合性的 “海
洋基本法”ꎮ

其次ꎬ应当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ꎬ建议完善

海洋环境保护协同执法ꎮ 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ꎮ 挑战主要有:某些周边国家军舰非

法“坐滩”对我国南海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ꎻ某些周边国家进行核废水排海所带来的

核污染问题ꎻ某些周边国家对我国钓鱼岛等岛屿

主权及其领海主权的侵犯等ꎮ 海洋协同执法机制

的建设任务ꎬ包括完善常态化多部门海洋协同执

法机制、完善海洋法治监督和保障法律规范体系、
完善海洋法治宣传教育平台和机制等ꎮ 建议我国

完善海警、海事、海综、边检、打私等部门的协同执

法、协同监督机制ꎬ进一步破解“九龙治海”所带

来的、实效上的难题ꎮ 这些问题和任务ꎬ必将随着

中国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等协同执法、协同监督

机制的完备ꎬ而得到解决和完成ꎮ
最后ꎬ积极拓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内涵和目

标维度ꎮ 当前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带来了很多问题ꎬ其中就包括海洋安全问题ꎮ 海

洋安全是国家安全在海洋方面的体现ꎬ一般来说ꎬ
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国家

安全的内容ꎬ在海洋安全中都有所包括ꎮ 对我国

目前而言ꎬ国家海洋安全主要体现为:海洋国土安

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安全、海洋核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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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ꎮ 这些主要方面就是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

的重点内涵和目标ꎮ 我国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

值意蕴是坚持贯彻新时代文化思想和法治思想ꎬ
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

至上、坚持系统化构建相关法治体系、坚持绿色发

展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我国海洋权益、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等ꎮ 良好的法律制度

不会像植物的种子自己发芽一样产生ꎬ而需要优

秀的立法工作者予以立、改、废ꎻ好的法律制度产

生之后ꎬ也不会像所谓的永动机一样自己运行ꎬ而
需要公正的执法者、司法者予以奉法而行ꎻ有了良

好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司法机制之后ꎬ还需要广大

人民群众具有良好的守法意识ꎬ形成稳定的守法

习惯ꎮ 我国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ꎬ因此加强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弘扬中

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等ꎮ

　 　 六、创新维度:以适应理念和“动态系
统理论”完善海洋法治建设机制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重在以“适应理念”、根据

“动态系统理论”完善海洋法治主体的行为ꎮ “适
应理念通过修正落后且明显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约束不合时宜的利益主张ꎬ以符合人类理性在新

情势下的新判断ꎬ催生具有进步性的规则” [５]ꎮ
(一)完善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体系为核心

的管理模式

在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方面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

价值取向ꎬ价值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行为规范体

系ꎮ 海洋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海洋的全部文

化财富的总和ꎮ 其中ꎬ海港、码头、船舶等属于海洋

物质文化范畴ꎻ起源于我国宋代、至今具有重要世

界影响的妈祖信仰等属于海洋精神文化范畴ꎻ当代

作家赵德发的«大海风»等属于海洋文学范畴ꎻ尊
重海洋法律制度、维护海洋法律制度权威的行为属

于海洋法治行为文化范畴ꎮ 总之ꎬ海洋法治文化内

涵的丰富ꎬ包括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和思

维、法治规范及其实施、法治监督和保障等核心要

素ꎮ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ꎬ是完善其所包含的

法治价值观体系和价值规范体系ꎮ 海洋法治文化

建设的关键ꎬ在于以法治手段保护和约束海洋行

为、维护海洋国土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制止海

洋违法行为、维护海洋秩序、推动海洋经济的工作

发展ꎮ 新时代海洋法治价值体系ꎬ是通过完善的海

洋行为规范体系表现和归纳总结出来的ꎬ主要体现

为:第一ꎬ新时代文化和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ꎻ第二ꎬ文明和谐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ꎻ第三ꎬ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ꎻ
第四ꎬ自中国古代和近代流传下来的“海上丝绸之

路”的和平性ꎬ向近海求富的民生性、向远洋求学的

开放性、依法护海保国的爱国性等海洋文化特色ꎮ
新时代海洋行为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良法”———
及时地、科学地立法的制定模式ꎻ“善治”———严格

地、文明地执法ꎬ依法护岛、护礁、护海、用海、维护

海洋生态环境等法的实施模式等ꎮ
(二)完善“良法”“善治”相结合的海洋法治

规范体系

法治文化建设创新的过程ꎬ就是为了应对时

代提出的新挑战、新任务ꎬ而制定新法规ꎻ采取新

方式、新方法、新平台、新的应对策略ꎻ及其长效机

制建设ꎮ 这种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方面的适度

的调整ꎬ应当是一个常态的、无休止的过程ꎬ直到

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为止ꎬ这就是达到经济学

上所说的“帕累托最优” [６]ꎻ而且这个过程应当是

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的、非线性的过程———也就是

应当具有物理学和生物学上所说的“耗散结构”
功能[７]ꎬ以及协同的、引进先进生产力的过程ꎮ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在海洋方面的体现ꎬ习近平

所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国家安全类型中

的绝大多数ꎬ在海洋安全中都多多少少有所包括ꎮ
对我国目前而言ꎬ国家海洋安全主要体现为:海洋

国土安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安全、海
洋核安全等ꎮ 这些主要方面就是我国海洋法治建

设的重点内涵和目标ꎮ 海洋法治建设的核心ꎬ是
完善其所包含的法治价值观体系和行为规范体

系ꎮ 海洋法治建设的关键ꎬ在于以法治手段保护

和约束海洋行为、维护海洋国土安全、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制止海洋违法行为、维护海洋秩序ꎮ 通过

完善法的立、改、废的科学化ꎬ以及严格公正、执法

司法的实践ꎬ为全社会提供制度化海洋法治供给ꎻ
积极参加“国际海洋造法”ꎮ 坚持国内法治和涉

外法治相协调ꎬ其中“涉外法治的主体工程是涉

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８]ꎮ
(三)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海洋法治建设

主体机制

第一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海洋法治建设ꎮ 坚

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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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ꎬ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人民至

上”ꎬ做到海洋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ꎬ依法

维护人民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海洋权

益ꎮ 第二ꎬ加强人才队伍领域的长效机制建设ꎮ 培

育海洋法治建设队伍ꎬ为推动海洋法治建设提供人

才保障ꎮ 法治建设归根到底要靠人来落实ꎬ优秀的

法治建设队伍是海洋法治建设成功的人才队伍保

障ꎮ 第三ꎬ加强关键主体方面的长效机制建设ꎮ 发

挥法律制度和以案说法的教育作用ꎬ教育、引导、影
响公民遵法守法ꎬ特别是要抓住领导干部和青少年

这两个关键群体ꎬ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用海洋法治体

系校准自己的理念、校正自己的行动ꎮ
(四)完善“数智赋能”“弘扬”与“借鉴”相结

合的守正创新机制

第一ꎬ应当加强“数智赋能”的海洋法治宣传

普及工作ꎮ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科学方

法ꎬ在数字化时代建设完善海洋法治网络平台ꎬ为
推动海洋法治建设提供“新基建”支持ꎬ遵循数字

时代全民守法习惯养成的科学规律ꎬ定期举办各

种线上线下海洋法治活动ꎬ带动公众提高海洋法

治建设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效果ꎮ 第二ꎬ坚
持海洋法治建设中的“两个结合”ꎮ 既坚持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是海洋文化和法治

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ꎬ新时代海洋法治文化建设

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航” [９]ꎻ又实行“第
二个结合”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海洋文化传统ꎬ
弘扬民族自信精神、文化自信精神ꎬ发掘中国古代

的法治文化传统ꎬ“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１０]ꎮ 第三ꎬ坚持

海洋法治建设中基于自主的借鉴ꎮ 注意借鉴其他

国家海洋法治建设的智慧结晶和成功经验ꎬ坚持

自主基础上的创新实践借鉴ꎮ 海洋权力与海洋法

治建设是密切相关的ꎬ很多国家的海洋法治史均

能证明这一点ꎮ 例如ꎬ美国的海洋法律制度较为

丰富ꎬ值得我们借鉴ꎻ美国国会于 １８６５ 年通过的

«鸟粪岛法»本意是为了获取无主小海岛上的鸟

粪资源ꎬ却同时使得美国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海洋

领土ꎬ而且引发了英国、法国等世界强国的海权争

夺与海法发展ꎮ 正是由于我国近年来非常注意在

海洋权益保护中加强法治建设ꎬ使我国在海洋维

权中才能更加有法可依、游刃有余ꎮ
(五)完善“ＡＩ＋”赋能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机制

在数字化程度日新月异的新时代ꎬ应当加强

“ＡＩ(人工智能)＋”的海洋法治宣传普及工作ꎮ 包

括: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ꎬ在数字

化时代建设完善海洋法治网络平台ꎬ为推动海洋

法治建设提供“新基建”支持ꎬ遵循数字时代全民

守法习惯养成的科学规律ꎬ定期举办各种线上线

下海洋法治活动ꎬ带动公众提高海洋法治建设参

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效果等ꎮ 海权海防宣传是

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ꎬ从东边来看ꎬ我国背靠高原

大陆面向茫茫大海ꎻ从近代来看ꎬ海洋是我国国土

防御的重中之重ꎻ从新时代来看ꎬ海洋经济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ꎻ从近海防御来看ꎬ我国的

海界在哪里ꎬ海权也就在哪里ꎻ从渔业发展来看ꎬ
渔权也就是海权ꎮ 海权与海洋法治文化建设具有

密切的关系ꎬ一方面海权的维护当然需要海洋法

治文化的保障ꎬ另一方面海洋法治文化的发展也

有赖于国家对海权的重视程度和实践状况ꎮ 在

ＡＩ(人工智能)时代ꎬ海洋法律知识的普及、海洋

法治(包括但不限于海权保护和海权行使)意识

能力的培养ꎬ都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做到“ＡＩ(人工

智能)＋”:例如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宣传海洋法

律制度体系ꎻ展示海洋法治实践成果ꎻ增强人们对

海洋法治文化的情感认同ꎻ利用 ＡＲ(虚拟现实)
技术展示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的动态发展ꎻ利用 ＡＩ(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ꎬ分析国际海洋冲突风险等ꎮ
(六)完善“ＡＩ＋”驱动的海洋人才培养机制

第一ꎬ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归根到底要靠

海洋法治人才来完成ꎬＡＩ(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法

治人才建设可谓大有可为ꎮ 传统的海洋法治人才

培养体系很难为学生创造沉浸式的学习和体验环

境ꎬ而自从有了 Ａ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ꎬ海洋法

治人才培养模式从此就重新构建了海洋法律知识

图谱ꎻ增加了海洋法治智能问答程序模型、ＡＲ(虚
拟现实)案例分析呈现模式、智能化法律诊所训练

系统等新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方法ꎻ增加了海洋法治

人才培养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便利ꎮ 第二ꎬ应当建立

健全 ＡＩ (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机制ꎬ构建复合型人才能力矩阵ꎬ增加数字化技

术赋能模块ꎬ“产学协同”培养精通“数字化素养＋
涉外法治＋海洋科学＋外国语言＋区域国别学专业

知识”的复合型人才ꎬ提高涉外海洋法治人才的跨

境法律问题处置能力、参与全球海洋法律治理的能

力ꎬ为我国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参与全球海洋法律

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ꎬ使未来的涉外海洋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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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才成为熟练掌握海洋国际法和我国涉外海洋

法制体系ꎬ能够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海洋资源开发

等国家利益的法律卫士ꎮ 第三ꎬ新型的海洋法治人

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健全ꎬ有利于对其所带来的挑战

的正确认识和及时的对策供给ꎮ

“以问题为中心”ꎬ从思想高度、认识角度、价
值尺度、经验厚度、问题精度、创新维度“六度”方
面ꎬ论述了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海洋法治文化建设

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价值尺度、科学经验、问题

挑战、建设路径和长效机制ꎮ 在拓宽海洋法治文

化建设内涵和目标维度、以适应理念和“动态系

统理论”推动完善海洋法治建设长效机制等方

面ꎬ提出了独到的见解ꎮ 由于海洋法治的专业性

较强ꎬ对某些内地省份的人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

距离感ꎬ因此这方面的普法宣传难度较大、亟待加

强ꎮ 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ꎬ海洋法治文化

建设应当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其实践价值ꎬ以
适应理念和动态系统理论推动在海洋法治文化建

设中守正创新ꎬ推进海洋法治文化管理长效机制

的完善ꎬ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我国海洋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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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ｎｓｅｅｎ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ｎｅ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ꎬ ｍｏｒ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ｂｙ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ꎻ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　 陇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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