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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背景下广州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新机遇、

新挑战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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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1310”部署，广东省力争在海上新广东、海洋强省建设上实现新突破，沿海城市是实现这一突破的核心力量。

广州是着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海洋强国领军城市，其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广东省提升海洋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

手。广州是陆海兼备的千年商都，具有海洋经济实力日益雄厚、海洋科技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国际

交流平台提档升级等基本现状，面临城市创新动能加强、双区驱动效应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多方面的新机遇和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区域竞争加剧、城市间同质资源竞争激烈等诸多新挑战，广州应借鉴国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经验，发挥区域协

同和城市错位发展优势，提升全球海洋治理能力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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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源于《世界领先海事之都》

报告 [1]，由我国学者翻译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并首次

出现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在国际贸

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海洋中心主要是指国际航运中心。国

际航运中心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临海城市海洋综合实力的国

际海洋中心形式，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国际海洋中心的高级

阶段 [1]。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内涵主要包含全球城市、海洋城

市和中心城市三个维度 [1-3]，其先进的海洋产业、领先的科

技和文化对区域具有较强影响力 [3]。2017 年我国首次提出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规划，上海、深圳、青岛、广州、舟

山等主要沿海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

目标。2017 年 12 月广东省发布《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

利用总体规划》，提出“将广州、深圳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的目标，首次明确了广州着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的长远规划。2021 年 4 月发布的广州市“十四五”规划

纲要和2022年 8月发布的《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进一步强调广州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空前高涨。

广州是位于我国大陆南端的重要沿海城市，拥有千年商

港历史，在国家和地方海洋战略总体规划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从“加强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海洋公共服务能力、深度与全球海洋治

理、拓展海洋开放合作格局”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海洋治理能

力的重要目标。全球海洋治理能力是沿海城市竞争力重要衡

量指标，也是海洋强市、海洋强省、海洋强国的重要体现。

人类社会向海洋寻求新发展机遇的需求不断扩张，相伴而生

的是日益严峻复杂的海洋问题，亟需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全球化城市浪潮的涌起，激起了沿海城市在全球

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广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

在海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

综合海洋治理能力具备良好的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基础。

新的历史时期，广州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仍面临诸多机遇

和挑战，需在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基础上，全面提升海洋治

理能力，打造城市语境下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广州名片。

2.	 广州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状

2.1. 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经过多年发展，广州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硬实力稳步

提升。海洋经济总规模持续扩大，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不断提

升，2022 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3409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的 11.8%。海洋产业体系逐步健全和完善，形成以传统

海洋产业为支柱、海洋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产业布局。海洋

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第三产业贡献最大。据统计，2022 年

全市已有涉海企业数量超过 2.9 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80

余家 [4]。2022 年 6月广州番禺区渔港经济区正式揭牌，“一

港、两翼、三核、四区、五镇”的空间布局形成，突出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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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基础，有效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助力提

升区域竞争力。

2.2. 海洋科技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广州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和创新能力提升，通过积极培育

海洋科技主体、搭建高端科创和合作交流平台等多渠道促进

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提升。2023 年 5月，大湾区科学论坛海洋

科学分论坛在广州南沙举办，论坛期间广州海洋产业创新联

盟正式成立，为促进海洋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合

作平台。目前，广州已基本建设成多家涉海科研机构、海洋

科学实验室、国家级重大发展平台等重要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2.3. 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

海洋文化是人类涉海活动中形成的文明化生活的内涵，

丰富的海洋文化能够提升海洋城市的吸引力、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古以来孕育

着丰富的海洋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番禺是岭南地区的水陆

交通枢纽 [5]。已发掘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等也展现了广州涉海活动的历史轨迹。当代广州对于建设海洋

文化同样重视，广州海洋馆是集科研、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内陆海洋馆，通过科普大讲堂向广

大民众宣传海洋知识和文化。多年来，广州借助世界海洋日

和全国海洋宣传日举办科普活动，培育和提升民众海洋意

识，2023 年广州市举办了海洋主题亲子科普活动，宣传海

洋文化。2023年6月广州举办首届珠水家畔渔港文化嘉年华，

为民众了解渔港文化、感受水乡文化提供了更好机遇。

2.4. 国际海洋交流平台趋于国际化

海洋是广州实现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领域，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设成为涉海资源要素

配置中心。近些年，广州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和国际航运综合

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首列从广州港始发的“港铁号”海铁联

运中欧班列成功发车，国际枢纽港能级增强。广州拥有亿吨

大港，与广东省其他 5 个亿吨大港合力形成世界级港口群，

通过互联互通提升港口国际竞争力。目前，广州港已与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港口海运互通 [6]，海港交通枢

纽建设成效显现，2021 年广州港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

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跃升至第 13 位。2019 年 5 月，世界港

口大会在广州举办，吸引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

人士参会 [7]。同年，举办第十四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暨

国际邮轮博览会和首届“海丝论坛”暨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研讨会。2019-2023 年广州市连续主办五届广东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简称“海丝博览会”），其中

2023 年海丝博览会涉及 57 个国家和地区、15 个 RCEP 成员

国、超过 1000 家企业 [8]。

3. 广州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3.1. 新机遇

一是城市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

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

广州定位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四大中心城市之一，2022 年

广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8 万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品、集成电路产业、工业数字化转型产品、高技术服务业

等增速较快，新动能支撑作用突出，为海洋经济向高端化和

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基础。广州市不同行政区依托资源禀赋优

势制定特色化发展规划，如 2022 年发布的《广州南沙深化

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为南沙区打造科创

资源集聚地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

二是“双区驱动效应”激活广州向海发展新动能。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大重要

国家战略，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广东实现新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建立了城市群

之间协同、分工、合作的良性生态。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成果

为广州联通其他城市、链接全球奠定了硬联通基础。典型如

“12312”交通圈和“123”物流圈的实现，使广州对外延伸

更为便捷。深圳、广州双城联动形成优势互补格局，发挥更

强辐射带动作用。在区域发展双重驱动下，城市群合力发展

的带动作用和城市创新升级带来的外溢效应成为广州综合

竞争力提升的新动力源。

三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发展

机会。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珠海港等码头星罗棋布，

“水上经济走廊”形成[9]，成为广东省对外链接的重要端口。

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重塑的背景下，广州作为联通国

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内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强

辐射能力，对外引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具有极大扩展空间。

3.2. 新挑战

一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当今世

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和保护

主义抬头、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压力增大等背景下，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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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亟需调整等不确定性风

险加大。与新加坡、伦敦、奥斯陆等国际著名海洋中心城市

相比，广州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仍显不

足，国际海事参与度不高，全球海洋治理经验缺乏等。

二是与香港、深圳形成区域竞争关系。深圳作为经济

特区、先行示范区建设重要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目

标已经获得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 [10]。香港的港口物流、航

运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潜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位列

2019 年《世界领先海事之都》报告第 4 名。与香港和深圳

相比，广州海域资源不足，拓展蓝色发展空间压力大。可见，

深圳和香港是广州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要竞争。

三是海洋领域资源竞争激烈。海洋中心城市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中心，上海、深圳、青岛、舟山等国内主要沿海城

市相继宣布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这些城市相比，广州

仅在少数维度具有顶级影响力 [11]。从地理位置上讲，广州

的岸线资源有限，海岸线总长度 157.1 千米，与拥有丰富海

岸线的香港、深圳、青岛相比，港口规模扩张受到天然的约

束。国内自由贸易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围绕人

才、资本、科技等关键生产要素形成竞争格局，成为广州集

聚海洋领域资源的一大挑战。

4. 广州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是借鉴国际知名海洋中心城市的经验，深度参与全

球海洋治理。国际上已经形成一批具有极高国际知名度的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如伦敦和香港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先行者，

拥有世界领先海事纠纷解决司法体系，伦敦更是以海事仲裁

占据了海洋治理的制高点 [12]，香港则是全球第二大海事仲

裁中心。广州应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引入高端海洋治

理平台，完善治理机制建设。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海洋事务，

提供海洋治理公共产品，展现海洋中心城市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二是加强与深港的区域合作。广州是与深圳联系强度最

大的省内城市之一，与香港具有良好的互补优势，广深港协

同构建区域合作新格局，搭建对外开放前沿窗口，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湾区。三是与其他海洋中心城市

错位发展。我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国

内主要沿海城市战略目标及功能定位均有差异，广州应立足

自身，适度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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