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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海权的立体维护

李元龙
(·l·l闷人K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武汉430035)

要：中国“海权”具有特定含义。面对现实挑战，中国应当采取立体式的

维护策略。文章简略分析了中国“海权”产生的理论和历史背景，提出维护中国

必须采取立体武战略思维，实行立体式的“海权”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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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海权”概述

海权的定义最早来源于美国海军历史学家、

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

在1890一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马汉

“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一

1783》 《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

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

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

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

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直至今天，《海权对历史

的影响》仍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

军事名著之一。

马汉的海权论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

4点。

I．1 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

马汉在书中提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

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

西”⋯。马汉的这一论述最大限度地拓展r海权

的内涵和外延。他所说的海权应该包括海上军

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

包括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

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

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慑的总和。

从物质形态上来说，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

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海上

力量对促使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夺

取制海权和打赢海上战争以及维护国家困际政

治地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观点肴，海权不

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

能力，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

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

是论述如何通过夺取制海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

理论。

1．2影响海权的6个要素

一是地理位置。如岛国，既不靠陆路去保

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领土，而完全把目

标指向海洋，比大陆国家拥有更明确的向海洋

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发展海权的优越条件。

二是自然结构。致力于发展海权的国家，必须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要有许多能够得到保护的

深水港湾以及深入内地的大河等条件。三是领

土范围。国家发展海上力量必须要有一定面积

的领土作为依托，领土的大小要与国家人口的

数量、资源及其分布状况相称。四是人口数鼍。

人口以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员为主，可以为海军

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兵员。五是民族特点。一个

海军强国的人民一定要渴求物质利益，追求国

内外有利可图的商业往来。也叮概括为一个民

族强烈地追求海外殖民地、追逐海外利益的民

族精神。六是政府性质。政府要具有海洋意识，

政策I-_具有连续性。

1．3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关系

马汉认为：海权与陆权相互制约又相互依

存，他{乍常重视陆上“依托”对海上力量的

意义。

1．4海权的运用必须遵守“战争法则”

马汉在朽巾用大酸战例具体阐释了一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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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则，如集中优势兵力原则、摧毁敌人交通

线原则、舰队决战原则和中央位置原则等。

2 中国“海权"的特定含义

目前，中国“海权”存在数种定义。一是

海洋权力说，即沿袭马汉的“海权论”观点，

把海权定位在“海上力最”上(sea power)。二

是海洋权利说，即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出发，认为海权是指网际法律规定的权利

(sea right)。三是结合说，即认为海权是“海洋

权力”和“海洋权利”的统一。结合说认为，

“海权”包括国际法范畴的海洋权利和政治学范

畴的海洋权力，在形式上是国际海洋法对于一

个主权国家海洋权利资格的确认；在本质上是

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展示主体资格、以有效维

护海洋权利的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国家能力[2]。

采用结合说的“海权”定义本身，同时包

含目标与手段。“海洋权利”是目标，“海洋权

力”是手段。这一特定含义的选择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即“海洋权利”以“海洋权力”为

基础，“海洋权力”以“海洋权利”为边界。

3 中国“海权"的立体维护

对应中国“海权”的特定含义。维护中国

“海权”，应当采取立体方式。

3．1立体式的战略思维

即恰当把握“海洋权利”与“海洋权力”

的辩证统一关系。“海洋权力”是基础，“海洋

权利”是目的。从中国当前的发展需要来看，

“海洋权力”必须有限度。有分寸；“海洋权利”

应当有依据。有规范。发展“海洋权力”不能

偏离维护“海洋权利”的既定方向。维护“海

洋权利”必须依赖发展“海洋权力”。

3．2立体式的“海权”发展

(1)采取综合手段．维护“海洋权利”。即

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齐头并进。严格说来，

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并无明确分界。舰队及

其所属的基地、港口等设施属于军事力最；以

海外贸易为核心、和海洋卡H关的附属机构及其

能力，即国家海洋经济力量，属于非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和1仁军事力量根据国家的需要可以相

互转换。军事力量以非军事力量为基础，非军

事力量以军事力量为保障。

(2)采取重点措施，发展“海洋权力”。即

通过合理的人力、物力、资金投入，加强军事

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建设。非军事力量建设可以

通过发展海洋事业来实现。即发展海洋经济，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3]。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

出，“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

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

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

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

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

洋权益”。这为中国未来的海洋发展战略指明r

方向。

(3)实施立体式的海洋综合管理。例如，

拟订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建立

和完善海洋管理有关法律制度，加强海域使用

管理、海岛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环

境观测预报和灾害预警报告等公益服务，组织

海洋调查研究，推进海洋科技创新，组织对外

合作与交流，参与全球和地区海洋事务，组织

履行有关的网际海洋公约、条约，承担极地、

公海和国际海底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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