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研究”专栏征稿启事

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我国是海洋大国，利用好、保

护好海洋资源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作出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深入研究海洋资源开发与

保护的平衡机制，探索科学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对于实现海洋经济的绿色转型和

生态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取得重要进展，海洋经济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同时，海洋资源开发

保护的外部矛盾风险加剧，海洋资源供需矛盾和优化开发利用问题亟待破解，尤

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面临更大不

确定性。如何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确保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亟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

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结合前沿技术手段，深入研究海洋

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本专栏旨在征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相关的前沿研究成果，涵盖海洋资源开

发技术、生态保护方法、政策与管理创新等内容，以促进学术交流和技术共享，

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

专栏围绕“海洋资源开发保护”主题征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海洋新能源（如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的开发与环境影响评估；

2.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3.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海洋资源监测中的应用；



5.海洋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

6.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与碳中和；

7.海洋牧场与深远海养殖研究；

8.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资源开发等的影响；

9.海洋保护区规划与生态效益评估；

10.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的治理机制与国际合作研究。

专栏组织与投稿方式：

1. 编辑部组织专家审稿，录用后在《海洋通报》正刊以专栏形式刊出。

2.投稿网址：https://hytb.ijournals.cn，投稿时请注明“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研究”。

3.《海洋通报》投稿要求：

https://hytb.ijournals.cn/ch/first_menu.aspx?parent_id=20110117114354001

召集人：

全永波，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太平

洋学会海洋资源管理分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海洋

治理、海洋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浙江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和一般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近 20项，以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在 SCI、SSCI、CSSCI收录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60余篇，出版专著 6

部、教材 2部，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科研奖励 5次。

电子邮箱：609049958@qq.com

叶芳，浙江海洋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海洋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和一般

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和一般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5项，以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 SCI、SSCI、CSSCI 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3

https://hytb.ijournals.cn/ch/first_menu.aspx?parent_id=20110117114354001
mailto:609049958@qq.com


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出版著作 5

部，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电子邮箱：yelu0930@163.com

付玉，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海洋政策与管理研究室主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政策、海洋管理、国际渔

业法和全球海洋治理，牵头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 40余项，参与出

版《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等著作近 30部，公开发表《欧盟公海保护区政策论析》

等文章 20余篇。

电子邮箱：fuyu@cimamnr.org.cn

mailto:yelu093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