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
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海

洋开发受到沿海各国的高度重

视。把海洋开发纳入国家发展
战略，是1990年联合国第45

届大会决议向世界沿海各国发
出的倡议；1998年被联合国确

定为国际海洋年，主题是“海洋

——人类未来的财产”。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

济联系不断增强，海洋已成为

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通道

之一。因此，海洋开发将我国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一、海洋开发关系到21世

纪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比陆地的面积要大得
多，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

源和矿物资源。海洋不仅是重

要的国际航运通道，而且是未

来人类生存及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性资源基地。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

展中国家，许多自然资源的储

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

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长远来看，我们国家的可持续
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
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有18，000多km的海

岸线，6，500多个海岛。在广阔

的毗邻海域内，有经济价值的

鱼类和其它海生动植物种类

多、数量大。大陆架海区含油气

盆地面积近70万km2，蕴藏的
石油资源量在150亿t以上，天

然气约14万亿m3。海水中可利

用的化学元素十分丰富；各种

形式的海洋能源总量超过4亿

kw。我国目前有海滨旅游景点

1500多个、沙滩100多处。海岸
带的土地资源也十分丰富。在

国际海底区域，我国已经获得

7．5万km2的多金属结核矿区

的采矿权，估计锰结核资源储

量9亿t以上；大量的其它矿产

资源和生物资源尚需要进一步

调查发现。广阔富饶的海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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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1世纪重要的资源接替

地。

按照全国人大1996年5

月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1998年6月批准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法》的规定及主张，我国享

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从而

使我国的主权范围进一步扩

大。海洋开发，已成为我国国土

资源开发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海洋开发是一个事关

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海洋开发，不只是个沿海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近海资源的

开发利用问题，而且涉及到我

们国家是否有能力进入公海和
2．5亿km2的国际海域区域，是

否参与这一人类共有资源开发
的战略选择。

海洋开发，不仅要有深海

资源的勘探开发能力，而且要

有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海上综

合能力：包括海事谈判能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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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动能力，对付来自海上威
胁的军事能力，并在国际海洋

事务中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由此可见，海洋开发是一
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要

开发海洋，就必须全面提高自
己的海上综合能力，使我国早

日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一点，
也是由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

形势决定的： ，

——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政策，使我们国家在未来世界

政治、经济、科技的大格局中占
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必须大力
发展自己的海上综合力量。

——随着香港和澳门顺利
回归祖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

程，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有强

大的海上综合实力作为后盾。
——日本、韩国和东南亚

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海上综合力

量，对我们的海洋开发构成了

潜在的威胁；没有强大的海上

综合力量，就不能保证我国出
海通道的安全畅通。

——在所有可能划归我国

的海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
争议。我国与所有的海上邻国，

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文莱等，都存在

油气和渔业资源争端。日本、菲
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以种

种借口对我国的钓鱼岛和南沙

群岛的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

求，并实际控制了46个岛礁。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方

面，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

强大的海上综合力量不仅没有

出海权，国家的安全也没有保

证。在1840—1940年的100年

中，中华民族受到来自海上的

入侵479次，规模较大的入侵
84次，入侵舰船1860多艘，兵

力47万多人，清政府被迫签定
不平等条约50多个。“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建设海洋强国

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而且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必

要条件。

三、海洋开发面临的问题

与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具

备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经济基础

和综合国力。在经济快速发展

和人口大幅增长的条件下，我

国实施海洋开发和保护并重，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有

效遏制了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
趋势。但是由于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之间责权不清，缺乏统一
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水产、航

运、盐业、石油勘探开发等行业

间的矛盾增多，海洋开发处于
“无度、无偿、无序”状态，导致

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一是自然
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围海造田

和围海养虾使沿海滩涂、湿地

面积减少过半；南海沿岸的红
树林面积急剧减少到不足原来

的五分之二；一些地区珊瑚礁
濒临绝迹。二是海洋渔业资源

下降，传统优质鱼的种群数量
迅速减少甚至形不成鱼汛，鱼

群个体变小，幼鱼比重增多，一
些海洋珍稀物种面临着灭绝的
威胁。三是大量废弃物排放造
成近海水体的严重污染，沿海

水域赤潮的发生频率也有增加

的趋势；渤海已成为区域环境

治理的重点之一。
各个行业内部也存在管理

混乱、恶性竞争等问题，如远洋
航运业内部的恶性竞争使整个

国家的利益和竞争力受到极大

的损失。

鉴于海洋开发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
自明代之后中华民族实行

“闭关禁海”政策，国人的海洋

意识比较淡薄。因此，需要“从

战略高度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

识”。通过各种媒介，宣传符合
当代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海

洋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

念，(1)共同观。首先，海洋是国

家的蓝色国土，国家享有对大
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资源勘探和

开发权；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
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只要有

能力哪个国家都可以开发。(2)
资源观。海洋中有各种各样的

资源，是资源的宝藏，人类的可

   



持续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3)通道观。

虽然海洋将世界各大洲和岛屿

隔开，但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
主要是通过海洋进行的，是国

际贸易和航运的主要通道。(4)

健康观。在开发海洋资源的同

时保护海洋的自然生态环境，

防止资源枯竭和海洋污染。(5)

安全观。人类的财富来自于海
洋，威胁也可能来自海洋。我国

是世界上海洋灾害和海上严重

冰封同时有发生。90 if-代中国

每年由于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
约100亿元。对此我们不能掉
以轻心，应做到未雨绸缪，有备

无息。

2．制定国家21世纪海洋

发展战略

为了在不远的将来将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强国，需要
成立中央或国务院海洋开发领

导小组，成员由外交、军事、发

展计划、海洋、农业(渔政)、交

通、科技、教育等部门组成，协

调解决海洋开发中的有关重大

政策问题，如海域划界，南海综
合开发规划，海上油气资源利

用和渔业资源争端等；同时，组

织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研究

制定国家21世纪海洋发展战

略，统筹规划，并通过国家的专

项计划加以实施。
3．加强海上综合力量建设

强大的海军是海洋开发的

保障，统一执法的海上管理队
伍是和平时期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的基本力量。应改变目前海
上渔船、执法船队、海上边防、
海关、港监、渔政等“多龙闹海”
的状况，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

组建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实
现海上活动的统一管理；加强

海上综合力量建设，形成一支

包括海军、商船队、渔船队、海

洋科技船队、海上执法管理船
队(飞机)等在内的强大海上力

量，构建一个装备精良、应变灵
活、行动迅速、机制健全的海防

体系，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海

洋强国。
4．发展海洋经济

将海洋开发与国土整治紧
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有计

划、按步骤地加以实施。以海洋

农牧化、海洋生物资源加工及

海洋药物、海洋化学资源、海水

直接利用及海水淡化为重点，

通过建立沿海开发示范区，带
动海洋产业发展；首先开发滩

涂、浅海和海岛，由内向外逐步

推进，并扩展到海洋油气、海洋

空间利用、远洋运输、远洋捕
捞、海洋旅游等方面，参与国际

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的竞

争，并占据一席之地。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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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高海洋的科教水平
将科技进步作为海洋开

发、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

撑。海洋高技术研究开发已经

歹IJ人国家“863”计划，第一颗海
洋水色卫星也已正式列入国家

航天发射计划。应继续加大投

入，特别是对海洋防卫技术研

究开发的投入；在沿海城市重

新布局具有特色的海洋研究所

和高等院校，集中优势力量，培

养海洋开发和建设的杰出人
才，加强海洋经济和防卫等领

域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加速科
技成果的产业化，推动海洋经

济的大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迅速

提高，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