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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治理：海洋环境治理的范式创新
———评全永波等著《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研究》

海洋环境治理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学

术界不断探索的 重 要 领 域。国 内 外 学 者 对 海 洋 环 境 治 理 的

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是从“体制创

新”和“功能融合”的 视 角 探 究 海 洋 环 境 治 理 的 理 论 逻 辑，鲜

有学者从“系统变革”视 角 对 海 洋 环 境 跨 区 域 的 各 个 层 面 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浙 江 海 洋 大 学 全 永 波 教 授 和 叶 芳 博 士 的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研究》恰逢其时，该著作立足于治理体

系的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的千年大计，从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

的理论内涵出发，对我国海洋环境治理的历史变革进行了系

统回顾，同时对海洋 环 境 治 理 的 国 际 性 制 度 比 较 分 析，并 从

海洋环境跨行政区、跨 国 界、跨 海 洋 功 能 区３个 层 面 出 发 开

展新治理模式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最后还给出了海洋环

境跨区域治理的制度构建建议。

近年来，全永波教授研究团队依托东海海域，对海洋环境

治理领域进行持续关注。他们研究视野广阔，具有较 强 的 理

论创新意识和实证研究能力，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具有扎实

而宽广的研究基础。《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研究》亦是他们团

队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仔细品读其作，深感其 结 构 严

谨、思路清晰、论证严密，为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全球海洋环境

治理进行了研究范式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跨区域治理”的新视角。海水的流动性，以

及海洋生态系统的整 体 性 要 求 海 洋 环 境 治 理 必 须 实 行 跨 区

域治理。跨区域治理 是 不 同 的 治 理 主 体，包 括 政 府（中 央 政

府和地方政府）、企 业、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公 民，基 于 对 公 共 利 益

和公共价值的追求，共 同 参 与 和 联 合 治 理 公 共 事 务 的 过 程。

全永波教授的著作正 是 基 于 上 述 实 际 问 题 与 理 论 架 构 提 出

了“海洋环境跨区 域 治 理”的 概 念。跨 区 域 海 洋 环 境 治 理 问

题的不断产生，国家间或国内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

逐渐形 成，但 由 于 制 度 惯 性、市 场 竞 争、资 源 稀 缺 等 原 因，区

域间的海洋环境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国家或

国内行政区划，以合作的形式提供跨区域海洋环境治理所应

具有的机制和制度支持，成为跨区域海洋环境治理主体所面

临的新课题。由此可见，著作提出的“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

研究视角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二是给出了“区 域 海 治 理”的 新 方 法。海 洋 治 理 其 根 本

上就 是 参 与 到 区 域 海 洋 中 的 多 元 主 体，按 照 沟 通、信 任、伙

伴、合作、契约的原则对海洋的发展进行管理的活动。“区域

海”的核心内 涵 是 将 区 域 利 益 作 为 环 境 利 益 多 元 化 的 一 部

分，防止因变化的利益而破坏海洋环境的无规则性。全永波

教授的著作根据这 一 原 理，创 新 性 地 提 出 跨 行 政 区、跨 国 界

的海洋环境治理不应以行政区界、国界范围线为标准而应以

生态系统为基础构成“区域海”，并按照整体性治理理念架构

起区域海洋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

三是提炼 了“多 要 素 治 理”的 新 措 施。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海洋国家的海洋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区域

海洋的公共问题的解决方式很多，合作治理是当前重要的一

种理论路径。为了在世界海洋治理领域起到应有的作用，我

国应主导国际海 洋 规 则 制 定 或 多 方 位 参 与 制 定。在 海 洋 环

境治理领域则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制度，指引跨区域

海洋环境治理的行为。该著作基于这一现实需要，提出跨区

域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建构必须兼顾制度现状、遵循制度逻

辑、寻找理论支撑，以求突破现有困境。具体而言，著作从利

益规则确立、跨行政 区 与 跨 国 界 治 理 的 制 度 体 系 完 善、制 度

实施保障等要素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解决方案。

（教育部长江学 者 特 聘 教 授、浙 江 大 学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院

长　郁建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