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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

2019 年度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科研项目公开申报目录

1.东北亚海洋合作战略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深入剖析东北亚在经济、环保、文化、

科研等方面开展区域性海洋合作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和面临

的现实困境，在深刻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北亚海洋合

作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东北亚区域的形势发展，充分挖

掘东北亚区域海洋合作潜力，提出进一步充分利用中日韩贸

易区、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中俄朝日韩蒙六国合作等机制

与平台，深化东北亚海洋合作的战略构想和对策建议。

2.“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东海问题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在深入剖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基本内

涵、原则、目标以及实现路径的基础上，跟踪日本海洋战略

和政策走向，研判东海形势及其未来走向。从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维护和平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东海问题

的新思路，从而扩大中日海洋利益交汇点、有效管控海洋分

歧和危机、增强理解互信。

3.中美关系背景下南海战略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在美国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全



方位博弈的背景下，结合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倾

向、战略安全取向，分析我国南海问题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

题。从国际战略视野和国际战略博弈的高度重新审视南海问

题，思考将南海问题从被动应对的战略问题转化为可以主动

出击战略支点，实现中国南海全方位突破的战略设计。

4.“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

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深入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内

涵，确定文化遗产构成，开展文化遗产的特性研究；梳理“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从构建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申报世界遗

产、设立保护区、开展旅游教育活动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提出

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5.我国海洋领域军民融合问题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着眼统筹海洋

领域安全与发展，从权益维护、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环境

保护等方面全面梳理和总结目前我国海洋领域军民融合发

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美、英、日等国家海洋

领域军民融合的模式、特点及经验，从实施重大战略性工程、

构建全局性政策机制、探索示范性任务等方面提出具有实践

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推进我国海洋领域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代表性（典型）海洋大国

的实施问题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分析代表性世界海洋大国，如法国、澳

大利亚、英国、俄罗斯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订过程

中所持立场及其背后意图，剖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代

表性世界海洋大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

国家的海洋法实践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的影响和挑

战，并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的发展趋势，提出对

我国海洋法体系建设完善以及提升参加国际规则制定能力

的启示与借鉴。

7.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海洋法发展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分析“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

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探讨以《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

洋法律秩序的完善空间，在国际海洋法运行语境下对海洋人

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阐释，剖析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对推进国

际海洋法体系发展蕴含独特价值和作用。探讨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各具体领域的融入与实践，以及推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由国际倡议、国际共识向国际法律制度转化

的主要途径。

8.海洋大国海洋问题跟踪研究

重点研究内容：全面跟踪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

印度等主要海洋国家海洋安全、经济、科技、教育、法律等



方面的海洋战略政策调整，跟踪评析近年来其海洋领域的重

点、焦点问题，宏观把握国际海洋形势发展变化趋势，为我

国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主动参与塑造

国际海洋新秩序提供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