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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峰会时代，西海岸在国际
舞台上的又一次华彩亮相。9月6日至
9月7日，2018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
岛论坛在青岛世界博览城举行，这也
是平台永久会址“新家”落成启用后的
首届论坛，规模更大、参会人员更多、
内容更丰富。在短短两天时间内，53
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重磅级嘉宾
齐聚西海岸，共商“经略海洋，共建共
享”之路，成果斐然。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此次论坛向东亚海
洋合作新格局迈出坚实一步，而作为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永久会址，青岛西
海岸新区也必将成为东亚海洋合作的
枢纽长袖善舞，未来可期。

共建共享成为东亚发展主旋律

青岛论坛在举办期间，还有多个研究成果
发布：主论坛暨开幕式上发布了《东亚海洋合作
研究报告（2018）》；东亚海洋高峰论坛则围绕
“科技创新助力合作共赢”主题，发布《2018东
亚海上贸易互通指数》；东亚港口联盟大会以
“未来港口发展模式与智慧港口”为主题，发布
《中国港口外贸集装箱运输需求指标分析报
告》，举行青岛（西海岸）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和上
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青岛实训实践基地揭牌仪
式。这些报告的发布，描绘了当今东亚海洋合作
的状况，并为未来描绘蓝图。
9月6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傅梦孜发布《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研究报告
(2018》。报告认为，东亚地区海洋合作的成就有
目共睹，但也面临各种挑战，如果不予以妥善处
理、管控，这些挑战势必对东亚地区海洋合作造
成负面冲击。因此报告提出，要推动东亚地区海
洋合作走上新的台阶，需要坚持可持续安全观，
促进东亚地区海洋安全治理水平，东亚地区和
平稳定有关所有国家的和平发展。“众所周知，
海洋是连接东亚地带的纽带，随着海洋经济、海
洋科技、海洋安全等方面的投入，海洋业已成为
国家深化合作、互联互通新的平台。为此，加强
相关问题研究为进一步促进东亚海洋合作提供
条件显得非常有意义。”
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杜平
表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与区域经济
一体化，存在一个鲜明的互补共生现象，总的来
看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
主导力量。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海
洋局原副局长王飞则认为，“东亚海洋合作平台
青岛论坛，包括政府主导永久会址的落成启用，
成为热爱海洋、认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和践行
海洋强国的重要平台基地。”王飞表示，海洋经

济是开放的经济，我们要推动海洋高质量发展，
在认知海洋、经略海洋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山海相连，续写“合”的文章

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山水相连，大海让各
自拥有了最紧密的联系，各国各地区的人民也
期待在海洋发展上能有更长足的发展。而东亚
海洋合作平台的打造，也是希望在时代发展的
大背景下，结合东亚国家的形势和需求，探讨海
洋发展需求，共谋蓝图。并且这一需求不断延
伸，包括东亚艺术发展论坛对于艺术和文化的
影响和发展方向探讨。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特聘教

授、原台湾艺术银行执行长张正霖表示，“在推
动海洋文化艺术经济相关的研究和国际交流方
面，我们这个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以“海
洋城市艺术产业的发展途径与模式”作报告进
行探讨。他说，共同经济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特
定地理位置比如海洋，促进投资，为消费者和生
产者提供诸多利益，利用规模跟范围经济，扩大
专业性跟成本的下降，最后持续产生一定的外
部效应。整体看来，由于海洋城市在当代拥有了
包括创新性、多元性跟全球性的诸多特征，使它
更适用于艺术产业跟文化产业的聚集和实验区
域的诞生。
主办方在总结此次大会时表示，论坛已经

成为青岛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
体，有效促进了青岛与日韩及东盟地区在海洋
领域交流合作，为全面经略海洋、加快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努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提供了现实
动力和智力支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从这里出发，东

亚海洋合作平台必将成为世界瞩目的舞台，共
享海洋发展成果，着力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开创东亚海洋合作的新未来；同样从这里开始，
必将形成东亚海洋合作新格局。

东亚海洋合作，西海岸
2018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纽带作用凸显，为全面经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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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论坛进行的两天时间
内，5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重磅
级嘉宾齐聚西海岸。

论坛吸
引大量媒体
关注。

论坛现
场几乎座无
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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