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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国际海洋合作,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文章概述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建双

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已与亚

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建立6个双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成效显著,但仍存在配套资金

支持不足等问题;应制订发展规划、推进低敏感领域合作、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和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保障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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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internationalmaritimecooperation,giveimpetustothebuildingof

the21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thispaperbrieflyintroducedthebasicsituationofthebilat-

eralmarinejointresearchcenterbetweenChinaandotherdevelopingcountries,analyzedproblems

initsdevelopingprocessandproposedmethodsforimprovement.Accordingtotheresearch,China

hasestablished6BilateralMarineJointResearchCentersandmadeoutstandingachievementin

theirbuildingandoperationexceptthatthereisstillprobleminfundsinsufficiency.Inordertoad-

dresstheseproblemsandensur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JointResearchCenter,

formulatingdevelopmentplanning,promotingcooperationinlow-sensitivearea,buildingplatform

forinformationsharingwithdedicatedstaffareusefulmethodsthatcanbe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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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加强海上合

作和实现互利共赢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关切

和期盼。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海上合作提出中国方案,

即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开展全方位、

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平

台,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铸造可持续发

展的“蓝色引擎”。

2019年4月23日,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

军活动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强
调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

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

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

福祉。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是开展国际海洋合作的重

要平台,是为满足我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的海洋科技发展需求而建设的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海洋科技合作基地[1]。联合海

洋研究中心以国际海洋合作项目为纽带,充分发挥

主动谋划和总体协调的功能,有效促进海洋人才培

养和海洋规律认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海洋科技支撑。

1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建的双边联合海洋

研究中心

根据政府间合作协议和海洋科研机构合作谅

解备忘录,通过实施《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

框架计划(2011—2015)》,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海上合作,其中包括共建联合

海洋研究中心。目前我国已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

中国家建立6个双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即中国-
巴基斯坦联合海洋研究中心(中巴中心)、中国-印

度尼西亚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中印尼中心)、

中国-泰国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泰

实验室)、中国-马来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联合研

究中心(中马中心)、中国-柬埔寨联合海洋研究中

心(中柬中心)以及中国-桑给巴尔联合海洋研究

中心(中桑中心)。其中,中印尼中心和中巴中心已

分别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升级为国家级合作中心。

在双边政府和海洋科研机构的支持下,在全体

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各联合海洋研究中心自成立以

来,在协调双边海洋科技合作和促进蓝色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项目实施、人才培养、人

员互访和课题研讨等多种形式,逐步拓展合作领域

和提高合作层级,建设和运行成效显著。尤其是我

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双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在
《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

2015)》的指引下以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等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

洋环境预报和减灾、海洋濒危物种研究以及海洋科

技人才交流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合作成果;我国与泰

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建设一批海

洋观测站,共同实施多个联合调查航次,积极探索

建设地区性和全球性海洋观测网的可行性;在此基

础上,我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广泛的海洋合作伙伴关

系,有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周边地区稳定以

及增进双边政治互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较大贡献。

2 存在的问题

目前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已取得

一定进展,但总体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主要存

在4个方面的问题。

2.1 配套资金支持不足

配套资金支持不足是国际海洋合作中长期存

在的问题[2]。有些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在成立多年后

仍主要开展简单的互访交流活动,尽管已通过双边

会议制订合作规划和确定重点研究领域,但因缺少

配套资金支持,无法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3]。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一方

面,国际海洋合作项目通常难以申请,且资金来源

不稳定;另一方面,联合实施航次调查和观测站建

设等常规项目至少需要上百万元,且项目实施具有

连续性。因此,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无法保障多

个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同时建设和运行。此外,目前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资金主要来自我

国,共建对方主要以基建设施等方式投入,而在资

金投入方面力度不足,不利于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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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稳定发展。

2.2 国际关系和政治环境制约

随着世界各海洋国家对海洋的日益重视,海洋

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对国际外交关系和国际海

洋合作产生直接影响,海洋权益争端制约联合海洋

研究中心的发展。

与此同时,目前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环

境仍不稳定,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不利于联合海洋

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甚至严重威胁我国派出人

员的人身安全。

2.3 专职工作人员缺乏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通常为兼职。
由于兼职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且难以具备

强烈的工作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工作效率较

低。此外,目前我国尚无针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派

出人员的管理政策,不利于提高派出人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也不利于派出人员全面和深入了解当地

国情、语言、文化和涉海机构等。

2.4 信息共享平台不完善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通常依托某

个海洋科研机构,但由于信息共享平台不完善,关
键信息由个别工作人员集中掌握,对中心工作的开

展带来极大的不便。

作为国际海洋合作的平台,联合海洋研究中心

不应为少数人员或某个机构服务,而应公平面向共

建双方的所有科研人员和机构。因此,应鼓励和吸

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和机构参与中心建设和运

行工作,而其前提即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只

有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才能使科研人员和机构

及时和全面掌握相关政策,从而为国际海洋合作提

供有价值的依据。

3 建议

以制度保障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
避免“散兵游勇”的低效发展模式,从而建立联动机

制和提高工作效率[4-5]。中国科学院在“一带一路”
建设框架下建立的9个海外科研机构均运行良好和

成绩显著,与其健全的顶层设计、配套的专项资金

和完善的管理机制等密不可分。

3.1 制订发展规划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应对双边合

作基础和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开

展重点领域研究,围绕共建双方的长远利益、迫切

需求和实际情况,制订长期和近期发展规划,并根

据规划扎实推进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常态化和实

体化建设和运行,使其真正发挥国际海洋合作平台

的作用。同时,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为原则,突

出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特色。

在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制定

配套资金政策,科学布局资助体系和加大投资力

度。同时,主动与国内潜在资金来源对接,通过宣

传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重要性、建设和运行进展以

及存在的困难,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此外,努力

提高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共建对方的平等互利意识,

即由双方共同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3.2 推进低敏感领域合作

由于海洋问题具有敏感性和复杂性,海洋公共外

交必须坚持和平路径[6]。通过共建联合海洋研究中

心,在低敏感领域开展海洋科技合作是服务海洋公共

外交的有效手段之一。当前各海洋国家有众多共同

关心和亟待解决的海洋科学问题,联合海洋研究中心

在低敏感领域积极推进国际海洋合作,从而增进了解

和互信,有助于自身发展,也有助于缓和矛盾。

在我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趋

稳向好,将为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创造更加稳定的发

展环境。

3.3 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在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初期,设置

专职领导岗位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可借鉴中泰实

验室的模式,由专职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再根据需

求逐步配备其他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一

般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对于联合海

洋研究中心的常态化和实体化建设和运行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我国正积极探索针对联合海洋研究中心

派出人员的相关政策,以提高派出人员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可参照驻外使领馆人员在工资、生活和休

假等方面的管理办法,或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为

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人才保障。

(以下内容转至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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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进行评价。该保护

区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随季节变化不明显,其中

秋季较好,主要原因是海水盐度较低。目前红树林

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标准尚有不确定性,未来的研

究将重点建立评价指标与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之

间的定量化表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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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向联合海洋研究中心

共建双方的科研人员和机构主动公开和动态更新

相关信息,推动国际海洋合作的高效和良性循环。

一方面,相关管理部门应全面掌握和有效整合信

息,建立包括政策动向、合作需求、项目进展和研究

成果等信息的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会议或简报等

形式发布和共享;另一方面,相关科研人员和机构

应无私分享研究成果,不断充实相关信息。

在完善政策、资金、人才和管理等机制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具有代表性和较成熟的联合海洋研究

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并以其为示范逐步推广,为国

际海洋合作搭建坚固桥梁,从而切实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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