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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的需求是科学发展的首要动力,海洋已成为21世纪科学发展和技术开发最重要的领域

之一,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联系更加紧密,涉及的问题也更加地突出,海洋学科建设也应该与时俱进。文章结合国内

海洋学科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蓝色国土”教育,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统筹安排学

科设置及涉海高校个性化发展;涉海各界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及战略研究;增设海洋相关学科之间

的通识认知与交流;加大海洋公共平台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建议。

关键词:海洋强国;海洋学科;海洋人才;海洋公共平台建设;清华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3;P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0)03-0027-04

CurrentSituationandSuggestionsofMarineDisciplineDevelopment
undertheStrategicBackgroundofMarinePowerConstruction

WANGJiang,GAOManyu,LIQiang,LIAORan

(GraduateSchoolatShenzhen,TsinghuaUniversity,Shenzhen518055,China)

Abstract:Thedemandofsocietyistheprimarymotiveforceforscientificdevelopment.Oceanhas

becomeoneofthemostimportantfieldsofscientificdevelopment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

inthe21stcentury.TheoceanisanimportantwindowforChina'sopeninguptotheoutsideworld

andanimportantpartofthestrategiclayoutofthecountry.Theoceanismorecloselyrelatedto

national sovereignty,security,developmentinterests,and involves more problems.The

constructionofmarinedisciplineshouldalsokeeppacewiththetimes.Basedonthecurrentsitua-

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oceanographyinChina,thispaper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

theconstructionofoceanography,includingstrengtheningthepropagandaofmarinepowerscon-

struction,enhancingtheattractionandconstructionofoutstandingteachersandstudents,making
overallarrangementsfortheestablishmentofmarinesciencedisciplinesandthepersonalizedde-

velopmentofmaritimeuniversities,maritimedepartments,universities,researchinstitutes,and

enterprisesjointlydevelopmarinetechnologyresearchondevelopmentstrategies,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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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betweendomesticmarinerelatedinstitutions;increas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

technologyinfrastructureandmarinepublicplatforms,and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exchanges

andcooperation.ThepaperfinallyintroducedthecurrentstatusoftheconstructionoftheDepart-

mentofOceanographyofTsinghuaUniversity.

Keywords:Marinepowerconstruction,Marinediscipline,Marinetalents,Constructionofmarine

publicplatforms,TsinghuaUniversity

1 海洋学科专业概述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规定印发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

(学位〔2009〕10号),我国与海洋领域直接相关的一

级学科分别是“海洋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和“水
产”[1]。

海洋科学是研究海洋的自然现象、性质及其变

化规律,以及与开发利用海洋有关的知识体系,下
设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化

学4个二级学科,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许多新学科,

如环境海洋学、海洋工程学、空间海洋学等。总体

来说,海洋科学是海洋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2]。船

舶与海洋工程主要包括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

造、轮机工程、水声工程3个二级学科。水产包括水

产养殖、捕捞学、渔业资源等二级学科。

从应用的层次上来说,海洋学科包括以下3个

层次:海洋基础科学是研究海洋现象和过程的基本

原理;海洋技术是指在海洋开发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经验、技巧和使用的设备等;海洋开发与管理是如

何利用掌握的科学与技术有效地利用海洋[3]。

总之,海洋学科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
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海洋开发利用的研究

不断深入,是人类长期对海洋进行理论认识和实践

所总结形成的知识体系,它是我们研究海洋的自然

现象、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是我们开展海洋

经济、海洋事业的窗口。

2 国内海洋学科研究现状

我国海洋学科建设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随着

国家对海洋领域设置的一系列重大科技任务,我国

海洋科技创新得到了极大的增强[4]。

目前,我国内地开展海洋教育的高等院校有将

近200所,优势院校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

学、同济大学和中山大学等[5]。根据《中国海洋统计

年鉴(2013)》,共设有博士点131个,硕士点327个,

本科专业点211个,专科专业点464个,还有近20个

专门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机构[6]。我国海洋科学专

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海洋科学专业研究生

培养规模迅速扩大,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支撑[7-8]。但是还应该清醒认

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海洋研究,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海洋经济科技贡献率已达到70%~80%,

而我国只有30%左右[6]。我国的海洋科技整体水

平还较为落后,在重大涉海国际问题上缺少话语

权,虽然涉海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高关注度、

高质量的前沿研究比例还比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图1)[9]。我国在国防安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海洋科学与科技创新

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3 国内海洋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 国 海 洋 人 才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我国各类海洋人才需求量巨

大[7],国家大力发展海洋事业,许多涉及海洋科学专

业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跟风成立海洋学院,研究生规

模扩大较为迅速,但很多新建海洋科学的学校是立

足原有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等基础成立的,主要还

是依靠原有的教师教学,整体的办学模式、人才培

养方案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变化,这就使得部分新办

海洋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10]。

我国海洋学科在布局上较为分散,专业的开设

存在共性有余,扎堆明显,通用性、传统性比较多,

但国家急需的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特色方向,如海洋

材料、海洋能源、海洋法、海洋信息等方向,则是少

有布局或尚未明确布局[1]。由此导致了我国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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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创新力量分散重复、效率不高、能力不强,新

兴领域缺少相应的专业人才培养。另外海洋领域

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单位之间交流合作也有待

加强。

4 建议

4.1 加强“蓝色国土”教育,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我国应加强“蓝色国土”教育,加强对海洋发展

现状及前景的认知;加强对海洋强国战略重要性的

宣传,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激发社会各界人士对海

洋的兴趣,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海洋研究中。

师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

实力,是高校建设的着力点,也是影响科技创新的

重要因素。建设一流的学科,首先需要一流的教师

队伍,需要以人才作为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11],根

据不同的培养定位搭建相应的教师队伍。对于创

新性高校,组建以带头人为核心、中青年学术人员

为骨干的创新团队,以带动学科发展,推进教育

创新。

4.2 统筹安排学科设置及涉海高校个性化发展

根据国家战略统筹安排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

方向设置,避免盲目地扩大规模,不切实际地追逐

热点。

涉海高校个性化发展中需完善特色学科与产

业的共同发展,结合地区特征及优势[12],提高学科

的运用价值及影响力,以促进高校的发展,增加学

生的竞争力。

应加强对前沿领域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建立系

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分

层次地准确定位各自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层次,

明确并强化自己的发展特色、发展方向,才能实现

院校的真正进步,才能符合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

需求。

4.3 涉海各界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及战略研究

明确中国海洋学科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的

实现途径,结合现实社会产业需要,保证海洋知识

生产与再生产的主动性与效率性[5]。企业家们由于

与产业结合的紧密,所以对社会发展的现状需求会

有更深刻的认识,科学家则除了短期利益外还需考

虑未来世界的竞争力所在,做好布局。社会各界参

与制定的规划才可以更全面地结合我国的现状与

挑战,更加地切实可行。

4.4 增设海洋相关学科之间的通识认知与交流

随着国际竞争格局、国家战略布局和国民生活

的提高,前沿科技领域、科研领域也产生了变化,面
临新的挑战。海洋学科自身就包含着多学科交叉

的意义[13],在探索海洋的过程中,以海洋科学为基

础背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结合,产生了各种新

的理论、发明以及高度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增加海洋通识课程,通过促进海洋不同学科之

间的交流,可以拓展研究工作者对于海洋领域的认

识,从学科的角度、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产生新的

思想,是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途径。

4.5 加大海洋公共平台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相对于其他学科,海洋科学的发展更有赖于技

术的进步。例如:因为发现了回声声呐,水下目标

和环境的检测才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卫星遥感的应

用,才有了对中尺度涡旋的认知[14]。所以加大海洋

科技的基础设施及海洋公共平台建设,才能为我国

的海洋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同时以此为基础与

国际同行合作,增加以我国为主的航测频率,提高

我国的影响力。

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开放办

学,加强与国外海洋领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交

流。通过国际合作等项目积极吸引国际海洋创新

力量和资源,集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协同创新,深
入落实各项合作计划。条件允许时,开展与国内外

著名涉海高校和研究所的联合培养工作,增加学生

的出国和出海经历。通过博采众长,培养出懂海洋

的新一代中国国际化海洋人。

5 结语

21世纪,全球海洋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国家给

予海洋极大的重视与支持。我们应正视问题,集中

社会各界的力量调研国内海洋领域现状及问题,提
出切实的建议,改革现有的学科建设体制,制定正

确的发展战略与布局,更好地建设海洋学科,为我

国海洋事业能够兴盛发展打造重要支撑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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