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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环境保护和持续利用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海洋高等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依托中国知网和 WOS 核心数

据库的资料，并采用 VOS viewer 工具进行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发现，尽管我国的海洋高等教育在满足经济发

展、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管理人才的需求方面已取得较大进步，但仍需要强化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布局

的平衡性。此外，基于现有人才培养机制，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人才的实际适用能力; 更紧密地协调

海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支持碳中和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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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

出: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完

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

境，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要向海图强，积

极从渔业等传统产业向海洋生物、海洋新能源等新

兴战略性产业进军，因地制宜地加快发展海洋新质

生产力，打造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储存量是大气

的 50 倍、陆地生态系统的 20 倍，全球海洋每年从

大气中吸收约 20 亿吨的二氧化碳，在固碳方面具

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

巨大作用。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承诺力争

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用

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因

此，势必要推进海洋经济低碳化转型，加速构建高

效的海洋经济发展蓝碳体系，进一步助力“双碳”
(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1］。在 2022 年 6 月

召开的“第九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上，自然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秋麟指出: “海

洋是全世界最大体积的碳汇，因为我们地球大概

表面上 71% 都是海洋，海洋总体积是 13. 7 亿立

—92—



方公里。因此，海洋可以通过吸收和储存热能和

二氧化碳，在全球气候调节中起到关键作用。其

中，循环的碳量占全球总量的 83% ，但是我们千

万一定要记住，只有健康的海洋才能起到碳汇的

作用。”［2］海洋是地球上调节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最

大“缓冲器”。一是因为海洋对气候有不可替代的

调节作用，能吸收并存储超量的二氧化碳和热能，

也曾是地球上最大的食物来源地和当前世界经济

增长的“引擎”，即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海洋运输绿色低碳发展、利用海洋的碳汇功能降

低人类的碳排放等，对经济的绿色转型有着重大

的现实意义。二是海洋受到地球气候变化的深刻

影响，如海洋酸化与暖化、海平面年上升、海洋

极端天气的急剧增加等，导致地球生物生态系统

的退化和多样性的降低等，将是 21 世纪全人类共

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海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海洋经济发展潜

力的骤然提升使高层次、高素质海洋人才的需求急

剧扩大。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

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海洋高等教育在培养海

洋专业人才、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服务海洋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海洋高等教育的教学

思想、方向、目标以及其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等都会

对海洋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产生影响。创新驱动实

质上就是人才驱动，因此海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区

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的服务力、驱动力与创新力都

会产生影响［3 － 4］。加强海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适

应新的海洋发展战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必须

与经济发展同步，为其提供智力支持、保障人才供

给，使海洋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能够与区

域经济发展相协调［5］。
文献计量法能够通过定量分析文献的各种特

征，分析所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而对该研究领

域的发 展 规 律 进 行 总 结 分 析，预 测 未 来 发 展 趋

势［6］。笔者结合文献计量的方法，通过对“双碳”
背景下海洋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为适应区域经

济发展海洋类高等教育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探讨

海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契合性及存在

的问题，为提升我国海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适应性提供可行的发展思路和实践策略。

一、我国海洋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

(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统计分析

为探索海洋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现状，笔者深

入挖掘了 2007 至 2024 年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在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中运用高级搜索策略，以

“海洋类高等教育”为主题词，筛选出该时期内的

全部期刊文章，累计发现 91 篇相关文献。同时，

在国际层面，通过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使用“TS
= Marine higher education( 海洋高等教育) ”作为检

索关键词，从 1990 至 2024 年上半年，共识别出

694 篇重要文献。随后，将这两份数据集进行综合

统计分析，并利用 VOS viewer 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

化处理，旨在揭示海洋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趋势与

知识结构。通过数据的深度分析，笔者提供了一个

全面的视角，以理解该领域内的学术动态和发展

趋势。
( 二) 海洋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海洋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

进展。众多高校开设了涉及海洋科学、工程以及资

源与环境管理的相关专业，海洋教育相关学科的建

设日益完善，科研能力稳步提升。有研究表明，海

洋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跟随实际需求，强调其与地

方经济发展的融合。在其引导下的教育结构优化和

层次提升旨在推动教育发展与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

相匹配，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契机，确保教育活动

与区 域 发 展 需 求 同 步， 从 而 为 双 方 注 入 新 的

活力［7］。
国内海洋类高等教育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图谱

( 见图 1) 表明，已有海洋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

“院校建设”“教育体系”及“教育内容”三大领域。
特别是在海洋经济方面研究较为广泛，显示出海洋

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强劲作用。而

根据战略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完善发展策略是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
图 2 表明，国际上的海洋高等教育研究则侧重

于教育本身、海洋管理及污染治理等问题。这说

明，通过海洋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对海洋相关

领域进行有效管理和应对，包括渔业经济、人口管

理、旅游业发展和海洋污染治理等，是实现海洋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内外的已有研究表明，海洋高等教育正逐步

建立在有效的战略规划基础之上，不仅籍其推动经

济增长，也致力于减少海洋污染和控制气候变化，

展现了其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这对于我国落实“双碳”战略，实现向海图强，

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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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海洋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图 2 国外海洋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二、“双碳”战略下我国海洋高等教育发展的

现实检视

“双碳”战略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中是

用于对“碳达峰”的表述。我国政府在 2020 年 9 月

召开的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 “中国政府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政府提出的阶段性碳

减排奋斗目标，简称“双碳”战略。我国提出的“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是单

一的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广泛和复

杂的经济问题，势必对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长远看，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系统支撑。“双

碳”战略是循序渐进的持久战，也是广泛社会经济

系统性变革，需要发挥高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

势，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开发。联合高校、行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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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研院所、企业，聚集科技创新资源，加强校

地合作、校企合作，促成科学思想、科研技术传承

与发扬，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才能形成我

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支撑体系。因此，深刻检视

我国海洋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对照国家发展战略

需求和海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建设成效，从理论

层面揭示其发展的短板，有利于提升其与区域经济

发展的适应性，进而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 一) 海洋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适应

性呈不均衡状态

海洋高等教育领域不仅承担着培养未来人才、
推动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重要使命，而且在教学过程

中强调培育学生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这些努力

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

持和学术基础，进而通过科技的进步提高生产效

率，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升级，促

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8］。然而，在深入分析

海洋类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时，我们发现其研究焦

点主要集中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
等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连的关键议题。这些研

究通常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追求全面覆盖、立体

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研究路径［9］。由于各高校

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办学特色的差异，在研究关注点

和重点上也呈现出多样性。目前，海洋高等教育的

学科设置主要集中在“基础海洋学”“海洋工程”“海

洋技术应用”“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等领域。与

此同时，关于海洋社会、法律、数字媒体等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则涉及很少［10］。为了更全面地

满足社会需求，除了应加强海洋科技和碳中和技术

等自然科学的教育外，还需要深化哲学、人文科学

等领域的教育。合理的学科规划调整将有助于提升

海洋高等教育内容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关注

的重点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注重人文学科

的发展，密切关注市场、行业、企业的反馈，以实

现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 二) 海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尚未实

现完美同步

要使海洋教育真正契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仅靠培养人才是远远不够的。这类教育不仅要求学

生对海洋科学有全面的理解，还要求他们具备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然而，现状是海洋教育与区

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甚至在一些地区，经济

结构反而限制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产业优势明

显的经济发达地区，寻找符合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变得尤为困难。企业对于人才的实践能力有着较高

的期待，但许多地方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仍显不

足，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11］。研究指出，海

洋金融和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平均耦合水平较低，

亟须进一步加强整合［12］。此外，Cristina Pita 等调

查发现，虽然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课程建设中通用技

能培训和学习的比例很高，但并没有对这些技能进

行明确梳理，并且没有将其与实际应用相联系［13］。
因此，海洋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应与当

地经济的实际发展紧密相连。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必须紧跟区域经济的步伐，以培养能够“扎根、胜

任、出色”地工作的高层次人才。这要求加强高校

与周边企业和机构的联系，确保海洋高等教育的内

容既实用又适用［14］。同时，应强化实践教学和产

学研合作，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科技支持。还需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等学

科的建设，推动海洋管理人才的培养，深化海洋教

育与区域经济的融合，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和绿色发展。

三、我国海洋高等教育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建

设方向与目标聚焦

随着地球气候的持续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加

剧，海洋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适应

性研究变得愈发关键。海洋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

均、教育与地方经济融合度不高、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有待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

采用适应性策略，包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新教

学内容与方法、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升高校办

学的国际化水平、构建高效的区域教育与经济联动

机制等。
( 一) 立足学科建设，提升海洋高等教育与区

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一是开展海洋高等教育的宏观战略规划，统筹

各种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发展与行业产业发展的高

效协调，实现海洋高等教育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

统一。借鉴海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

海洋开发利用与产业发展的问题和需求出发，制定

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洋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明

确我国未来 10 年、20 年乃至 50 年的海洋高等教

育建设指导思想与目标，引领涉海高校、涉海学科

专业进行优化布局，引领涉海高校在发挥自身优势

的基础上实现特色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或

国际知名的品牌化学科专业。二是推进海洋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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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与现代化海洋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与相互推

动，“建设海洋基础学科，提升传统学科，发展交

叉学科和新兴学科”［15］，提升专业与产业的对接空

间和能力，推动相关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三是提

升产学研训合作的力度与范围，实现涉海高校与海

洋产业、企业间的实际性融合。立足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和适应性，提高海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

量。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以提升我国海洋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水平。国际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性

潮流，作为后发型的海洋高等教育更应该依靠国际

化以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乃至实现超越。例如，通

过与国际知名海洋高校之间的合作，在教材、课

程、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等方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引进与利用，或共建海洋教育合作平台以实现共

同( 联合) 培养、互认学分、互授学位等多样化的

合作。五是积极促进海洋高等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发

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海洋高等教育愈发显示出

学科融合的特点，既需要生、化、地、工、医、数

等基础学科间的交叉，更需要管理、社会、经济、
文化等学科的跨学科参与和融合。这需要海洋高等

教育从传统的“自然科学”走向“自然科学———人文

科学”的学科建设过程。
( 二) 着眼长远发展，完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

笔者经统计得知，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共

有“海洋高校”“海事高校”“海洋高职院校”16 所，

设立与海洋相关二级学院( 系、所、中心) 的综合

型大学有 40 所; 拥有海洋特色学科的普通高校有

11 所( 含我国台湾地区) 。由此可见，我国海洋高

等教育已初具规模，但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

增长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是服务于“双

碳”战略的能力还远远不足。因此，有必要完善我

国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一是建立从海洋高职院校

到海洋大学、综合性大学海洋教育的梯级海洋高等

教育结构，改变以“基础海洋学”“海洋工程”“海洋

技术”等学科为主、海洋人文学科偏弱的现象。二

是做好顶层规划，制定与我国北部、东部、南部海

洋经济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海洋高等教育长期建设

规划。三是要优化海洋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政

府、社会、大学三者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联动机

制。政府通过政策规划、经费扶持等途径支持与我

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发展相适应的海洋高等教育体

系; 高校则要主动对接国家的“双碳”战略、“一带

一路”倡议，培养适应海洋开发与应用的新型人

才; 社会应主动接纳高校的合作需求，包括资源共

享、联合培养、共建基地、合作开发等方式，实现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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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Patriotic Education Function of Festival Ceremony

MA Ge
(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festival rituals have the functions of consolidating and inheriting collective mem-
ory，stimulating and inflating moral emotions，and regulating and leading social rhythms． However，the evolu-
tion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s，the penetration of exotic festival cultures，and the prevalence of
consumer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ve respectively cause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symbols，the incompatibility
of value systems，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Therefore，festival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effectively． Only through new interpretation and reshaping to build collective memory，field blending
and consolidating moral emotions，supplementing practice to regulate social rhythm，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individual and community，labor and leisure，can we reconstruct the patriot-
ic education function of festival rituals．
Key words: festival ritual; loss of value; patriotic education; modernize; function re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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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a，Hainan 572099，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nlin 130000，China)

Abstract: The ocean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Earth’s ecosystem，and its preservation along-
sid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is pivotal in attaining the objective of carbon neutrality． To foster comprehensive
socio-economic advancement，marine higher education must evolve in tandem with contemporary trend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CNKI) and the Web of Science ( WOS) core data-
bases，and utilizing the VOS viewer tool for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China’s marine higher education． These advancements are closely aligned with fulfilling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dvanc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and cultivating talent in marine
management． However，there remains a need to fortif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balance of dis-
cipline layout． Furthermore，based on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col-
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universities，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thereby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
tion capabilities of talents． Additionally，there should be a closer alignment of marine higher education with
regional economies to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attainm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Key words: “dual carbon”strategy; marine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discipline layou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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