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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非常道。”今日之 “中国海

警”① 远非昔日之 “中国海警”，相对以往，其有着更加特殊

的时代内涵和发展因由。因此，在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积极

研究和制定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从国

家战略高度对海洋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标志着我国海洋战

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我们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提高海洋

维权执法能力。面对海洋强国的战略呼唤，当前中国海警如何

更好更快地实施战略转型、如何与未来海洋强国地位相称、如

1

① “中国海警”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层面单单指原来公安边
防海警———全称中国公安边防海警部队，隶属于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主要负责近海
海上治安问题，编制列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序列，是由公安部领导管理的
现役部队。广义的层面则是包括公安边防海警在内，以及中国海监、中国渔政、海
关缉私警等四个部门整合而成的国家海洋局执法人员。本书所指的“中国海警”
多是特指新组建后的中国海警队伍。



何更好地契合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国海警的长远

发展与建设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2013年 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批准 《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重组国家海洋局。将原中国海监、中

国渔政、海关缉私和边防海警四支队伍整合，组建中国海警队

伍。其中，原中国海监主要负责对我管辖海域实施巡航监视，

查处侵犯海洋权益、违法使用海域、损害海洋环境与资源、破

坏海上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属参照公务员管理队伍; 原中国

渔政主要负责管辖海域维权巡航、执法检查、渔业管理、代表

国家行使渔政、渔港、渔船检验监督管理权，属参照公务员管

理队伍; 原边防海警主要负责管辖海域维权执法，预防、制

止、侦查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海域治安秩序，属现役警察

队伍; 原海关缉私主要负责海上缉私工作，属公务员警察队

伍。

根据重组方案，上述四支队伍和职责将进行整合，重新组

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主要职责是: 拟定海洋发

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执法、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

护等。目前，在中国海警局①领导下，重组后的中国海警不仅

集中了最精锐的海上执法力量，还在陆续接收大批新装备，实

力正在得以迅速跃升，与推进世界性海洋强国建设相匹配的中

国海岸警卫队雏形初现，正悄然跻身于全球最大的海上执法力

量行列。因此，从海洋强国视角切入，积极研究制定中国海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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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警局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
部制”改革方案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 草案) 》重组的一个新机
构。



发展战略，可谓时不我待，意义重大。

二

“向海而兴，开海而盛; 背海而弱，封海而衰。”这是历

史的发展规律。顺延着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进

化的发展脉络，原始资本的积累一路牵引着疯狂的殖民活动从

陆地追逐到海洋。海权论的兴起，反复印证了大国崛起和对海

洋治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的轨迹一再描摹出这样

的答案: 谁重视海洋，世界就重视谁。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

文化传承下的历史积淀，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

和资源管控进程上的拙缓，从起点就拉开了与其他海洋大国之

间的差距。

从国际和地区形势看，中国周边海洋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

的变化，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是中国周边海

域地处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和战略价

值，受到域内外国家的高度关注，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周边海

域特别是南海，是世界上岛屿主权争端最多、海域划界问题最

尖锐、资源争夺最激烈、地缘政治形势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需要统

筹兼顾多方面利益。二是中国面临着来自海洋方向的战略围堵

和军事威胁。美国加大对中国进行海上侦察和战略围堵的力

度，加紧在中国周边的军力部署和海空一体战准备。日本右倾

化及其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三是

越南、菲律宾等周边海上邻国，纷纷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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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巩固侵占岛礁的设施，加强实际存在。南海问题国际

化、法律化和司法化等发展趋势明显。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

周边国家不断挑战我海洋核心利益和维权底线，对中国的海洋

安全形成明显的威胁，给建设海洋强国带来挑战。

海衰国弱，海兴国强。党的十八大对国家改革发展做出了

全面战略部署，提出了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历史性地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

略任务。在此背景下，全国两会决定整合海上执法力量———组

建中国海警局，这是中国在海洋强国战略中的一项重要顶层设

计，意味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即在

中国海洋管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 “中国海警局”。这充分说

明，我们已经认识到 21 世纪是拥抱海洋的世纪，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三

发展战略是对在特定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发展什么、向何处

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全局性考虑与谋

划。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谋得深才能做得实。如何建立与履行

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警力量，如何在新世纪新

阶段全面推进我国海洋发展战略，如何加速确立我国亚太地区

海洋强国地位，如何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海洋

战略，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中国将错失 21 世纪

太平洋世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并将因此而延缓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有感于此，本书旨在对中国海警发展战略进行初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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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希望能对进一步明确中国海警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做出符

合时代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一些鉴略。

目前对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研究也已初现端倪，但其研究

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中国特色还不够鲜明，现有研究 “套

用”借鉴国外模式较多，较为 “样板化”，对新组建的中国海

警如何适合国情发展还缺少深入探索; 发展路径设计不清晰，

对海洋强国背景下海警长远发展缺少 “路线图”设计，目标

定位、方法规划、建设步骤等路径还不清晰; 缺少理论上的

“支点”，欠缺基于非传统安全观、现代海洋观和科学发展观

的战略理念支撑，发展思维略显 “碎片化”，某些观点仍有

“过气”之嫌; 前瞻与整体研究不足，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叙

述阶段，那种突破现有定性研究范式从顶层体系设计出发，切

合实际研究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仍较少，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亦不多见; 针对性与操作性不强，现有对海警发展研究往往

“大而化之”不够接 “地气”，对于指导中国海警发展建设的

针对性与操作性不是很强。

为更好地对中国海警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本书在内容撰写

上共分为以下六章: 第一章 “内涵·意义·思路”主要阐述

了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研究的意义和思路，属于中

国海警发展战略的概述部分; 第二章 “历史·形势·现状”

总结分析了中国海警的历史发展、面临形势和建设现状，是对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描述; 第三章 “性质·职能·

任务”分析介绍了国外海警历史发展、使命任务和基本特征，

明确了中国海警的地位，厘清了中国海警的性质、职能和任

务，是基于中外海警发展实践比较后的论证; 第四章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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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步骤·理念”具体阐述了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目标、战略

步骤和战略理念，是对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 第五章

“人才·装备·体制”具体阐释了中国海警人才培养、装备体

系和海警体制，是中国海警发展战略重点; 第六章 “路径·

模式·举措”探索提出了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路径设计、模

式选择和战略举措，是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基本策略。

“位卑未敢忘忧国。”笔者希望藉此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

一书的撰写，引发相关部门对我国海洋事业、对中国海警建设

的深入和持续的思考，对进一步唤醒国人的海洋忧患意识和进

取意识，为早日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做出绵薄贡献。此外，本书

是在搜集、整理大量国内外政府网站、军事网站和各种公开资

料、文献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书中的许多观点与提法仅限一

家之言。同时，由于国内外海警发展建设变化较快、各型装备

一直处于更新换代中，加之对资料的整理、加工难免有遗漏和

误译，故恳请读者对本书的错误之处予以指正。

作 者

2015年 8月于宁波

6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研究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内涵·意义·思路 ( 1 )……………………………

第一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 1 )……………

一、“战略”与 “发展战略”释义 ( 1 )………………

二、“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界定 ( 5 )…………………

三、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 ( 7 )………………

第二节 研究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意义 ( 10 )……………

一、在宏观层面———适应国家发展 ( 10 )………………

二、在微观层面———推动海警建设 ( 13 )………………

第三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研究思路 ( 15 )……………

一、研究切入注重 “两个接轨” ( 15 )…………………

二、研究思维兼顾 “两种逻辑” ( 18 )…………………

三、研究意向凸显 “两类空间” ( 19 )…………………

第二章 历史·形势·现状 ( 21 )……………………………

第一节 中国海警的历史发展 ( 21 )………………………

一、“海警整合”前的历史回顾 ( 22 )……………………

二、“海警整合”后的建设情况 ( 30 )……………………

三、对 “海警整合”的一些反思 ( 33 )…………………

第二节 中国海警面临的形势 ( 37 )………………………

1



一、海洋国土安全面临威胁 ( 38 )………………………

二、海洋综合管理形势严峻 ( 41 )………………………

三、海上行政执法面临挑战 ( 46 )………………………

四、建设海洋强国时机成熟 ( 50 )………………………

第三节 中国海警建设的现状 ( 53 )………………………

一、体制模式问题 ( 53 )…………………………………

二、队伍建设问题 ( 56 )…………………………………

三、职能发挥问题 ( 58 )…………………………………

四、组织筹划问题 ( 61 )…………………………………

第三章 性质·职能·任务 ( 63 )……………………………

第一节 国外海警的发展历史与使命 ( 63 )………………

一、“自由之盾”———美国海岸警卫队 ( 64 )……………

二、“岛争先锋”———日本海上保安厅 ( 77 )……………

三、“神勇海雕”———韩国海洋警察厅 ( 80 )……………

四、“红叶卫士”———加拿大海岸警卫队 ( 83 )…………

五、“重装骑兵”———俄罗斯海岸警卫队 ( 86 )…………

六、“后起之秀”———印度海岸警卫队 ( 87 )……………

第二节 国外海警普遍具备的特征 ( 89 )…………………

一、政府主导，职权法定 ( 89 )…………………………

二、任务综合，范围广泛 ( 90 )…………………………

三、队伍精干，装备精良 ( 91 )…………………………

四、注重合作，交流频繁 ( 91 )…………………………

五、平战一体，军警协同 ( 92 )…………………………

第三节 基于中外海警比较后的论证 ( 93 )………………

一、中国海警的地位 ( 94 )………………………………

2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研究



二、中国海警的性质 ( 98 )………………………………

三、中国海警的职能 ( 101)………………………………

四、中国海警的任务 ( 105)………………………………

第四章 目标·步骤·理念 ( 113)……………………………

第一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目标 ( 113)……………………

一、目标确立依据 ( 113)…………………………………

二、明确目标思路 ( 115)…………………………………

三、2050年前目标 ( 117)…………………………………

第二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步骤 ( 119)……………………

一、确立战略步骤意义 ( 119)……………………………

二、确立战略步骤思路 ( 122)……………………………

三、阶段性目标与任务 ( 126)……………………………

第三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理念 ( 128)……………………

一、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 128)…………………………

二、以战斗力为唯一标准 ( 129)…………………………

三、以 “三化”为发展方向 ( 130)………………………

第五章 人才·装备·体制 ( 132)……………………………

第一节 中国海警的人才培养 ( 132)………………………

一、人才素质特征 ( 132)…………………………………

二、人才队伍结构 ( 135)…………………………………

三、培养路线设计 ( 139)…………………………………

四、教育训练体系 ( 147)…………………………………

第二节 中国海警的装备建设 ( 154)………………………

一、能力需求 ( 154)………………………………………

二、建设差距 ( 156)………………………………………

3

目 录



三、发展思路 ( 160)………………………………………

四、基本策略 ( 164)………………………………………

第三节 中国海警的结构体制 ( 169)………………………

一、数量规模 ( 169)………………………………………

二、力量体系 ( 174)………………………………………

三、编制体制 ( 176)………………………………………

四、兵力部署 ( 180)………………………………………

第六章 路径·模式·举措 ( 185)……………………………

第一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路径 ( 185)……………………

一、中国海警局的执法主体定位 ( 185)…………………

二、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管理领导机构定位 ( 188)………

三、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议事协调机构定位 ( 190)………

四、海事与海警 “二龙先行”的阶段定位 ( 191)………

五、以现役海警部队为主的武装执法定位 ( 193)………

六、海洋和海警院校的发展定位 ( 198)…………………

第二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模式 ( 201)……………………

一、远近分级的发展战略 ( 201)…………………………

二、灵活合作的发展战略 ( 204)…………………………

三、和平共赢的发展战略 ( 208)…………………………

四、软硬并重的发展战略 ( 211)…………………………

第三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举措 ( 212)……………………

一、海洋强国———培树国民海洋意识理念 ( 212)………

二、职权法定———完善海洋管理法律法规 ( 217)………

三、统一领导———制定国家海洋发展规划 ( 223)………

四、学军建队———积极提升海上执法能力 ( 227)………

4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实战锤炼———在海上执法实践中壮大 ( 229)………

六、岸海合一———组建中国海岸警卫队 ( 232)…………

参考文献 ( 242)…………………………………………………

后 记 ( 244)……………………………………………………

5

目 录



书书书

第一章 内涵·意义·思路

知乃行之始。发展战略是对在特定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发展
什么、向何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全局

性考虑与谋划。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是对整个海警队伍发展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方略，是描绘中国海警现今和未来一段时期

内科学、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蓝图。为使对中国海警发

展战略的研究形成初步共识，本章在分析了中国海警发展战略

内涵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研究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意义，同

时，介绍了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节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概念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发展战略是战略理论的分支
和具体应用。因而，研究中国海警发展战略，就有必要对与之

相关联的有关概念及内涵进行剖析。

一、“战略”与 “发展战略”释义

( 一) 何谓 “战略”

“战略” ( strategy) 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最先出

1



现和应用在军事领域，而后才逐步应用到社会、经济等其他领

域。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在西方，“strategy”一词

源于希腊语 “strategos”，意为军事将领、地方行政长官。后

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在中

国， “战略”一词历史久远， “战”指战争，略指 “谋略”。

春秋时期孙武的 《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

全局筹划的著作。

在很长的时间内，战略始终作为军事领域的一个专用术语

而存在，人们对战略这一概念的含义也并无争议。然而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战略用语逐渐向战争之外的其他领域

渗透，其用意也逐渐游离了对战争的筹划。在现代， “战略”

一词已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

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

在我国，战略的泛化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战略

这一概念为其他领域广泛借用，泛指对某领域、某行业全局性

重大、宏观和长远问题的运筹。如战略全局、战略眼光、战略

高度、战略问题、战略层面、战略意识……新的战略学科也如

雨后春笋，如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安全战略、经济战略、外

交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企业战略、生存战略、竞争战略、地

缘战略、开发战略、发展战略、文化战略，等等。战略概念的

泛化，反映了战略范畴的扩展和变化，但战略的全局性、长远

性、基础性、谋略性等基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

此，一般而言，战略是泛指对事物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

性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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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的概念，从字面理解是 “发展”与 “战略”

两个概念的结合体。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

物。发展是指事物前进性的变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发展是硬道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有关发展的研究

和战略的研究，都没有将 “发展”与 “战略”两词联系起来。

但随着发展研究和战略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

展实践的推进与理论的深入，“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逐渐被广

泛使用。把 “发展”与 “战略”联系起来而构成 “发展战

略”复合词组的，起始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A． Q． 赫希曼。

赫希曼在 《经济发展战略》中最早将军事上的 “战略”概念

移植到发展经济学中，提出了 “发展战略”概念，并对经济

发展战略给予了理论的阐述①。此后，“发展战略”概念被广

泛使用，对发展战略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专门讨论发展战略的

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战略理论体

系。

对发展战略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不同研究者

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发展战略是针对发展过程中全局性的重

大问题的一系列基本对策。”② “发展战略是一个综合范畴。它

是以维护和促进发展为基本取向的具有系统性、长远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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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艾伯特． 赫希曼，曹征海、潘照东译: 《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
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页。

孙力: 《政治的透视: 转变社会中发展战略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7页。



准则与谋划。它体现了人类把握未来的一种决策理性。”① “发

展战略是关于 ‘发展’ ‘如何做’的 ‘战略性’ ‘规划’。”②

“发展战略通常指的是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目标”③，等

等。发展战略最初作为一个复合词组出现，是由 “发展”与

“战略”两个词构成。但是，这两个词一旦符合为词组 “发展

战略”，就具有了新的质的规定性。其一，发展战略的发展要

从战略的视觉和高度加以全局性的、长远性的谋划; 其二，发

展战略的战略要从发展的角度加以特殊限定，它是关于发展而

不是其他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要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关照

下形成。发展是战略的研究对象，战略是发展的思想武器，所

以研究发展就必须研究战略，战略推动发展主体达成发展目

标。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发展战略是人们在一定发展观

指导下，对事物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阶

段、发展策略等所进行的全局性、总体性、长远性谋划。这一

界定，主要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发展战略受一定发展观

的指导。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的基本认识。发展观不同，制定

的发展战略也就会有所不同。第二，发展战略的制定者是特定

层次的人群。一般是指在组织系统中处于高层的决策者。第

三，发展战略是针对特定组织系统 ( 事物) 的发展而制定的。

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组织要素和结构，面临的发展环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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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发展战略自然各不相同。第四，发展战略主要从全局

角度回答和解决关于事物发展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发

展等基本问题。第五，发展战略的落脚点是 “谋划” “思考”

等最能体现发展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方式。

二、“中国海警发展战略”的界定

( 一) 概念界定

发展是具有明确指向的目标性运动，战略是将发展的可能

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重要媒介，但不是唯一解。一方面，战略为

了理顺各方面的力量关系，促使发展由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

面，战略是为了改变现实的发展，使之跃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平

台。因此，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是对整个中国海警事业改革和发

展的总体设计，是中国海警科学发展的规划愿景。研究和制定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是保证中国海警高效持续发展的基本前

提。

依据发展战略的内涵，可以对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作

如下界定: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是指为适应中国海警外部环境的

变化，中国海警决策部门和决策者，在一定发展观的指导下，

对中国海警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

展阶段、发展策略等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全局性、总体性、长远

性谋划。简而言之，就是对中国海警发展的谋略，是对中国海

警发展中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谋划与思考。

( 二) 基本含义

中国海警发展战略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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