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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蓝色宝库。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环境．当

代发展将因海而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奠定了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基础。建立了全

新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制度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扩大了沿海国对海洋的管辖

权，为各国维护正当的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战略涉

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但不是海洋大国，更不是海洋强国。

海洋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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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第一次飞上太空，遥望自己生存的地

球家园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地球竟然是一

颗蔚蓝色的水球，这片包围地球的蓝色水就是海

洋。海洋是地表上由广大连续的咸水水体组成的

海与洋的总称，它覆盖地球表面积的71％，海水

的水量占地球上总水量的97％。海洋的中心部

分称为洋，约占海洋总面积的89％，大洋四周濒

临大陆的部分称为海，约占海洋总面积的11％。

海洋是地球生命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全球气候

的调节器，自然资源的宝库。国际交往的重要通

道，与人类的生存、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拥有1．8万km余的大陆

海岸线，1．4万km余的岛屿岸线，300万km2余

的管辖海域。海洋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

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巨大而丰富的蓝色宝库

海洋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地球上的物种约

有80％生活在水中，已知海洋生物有20万余

种，其中动物约18万种，植物约2．5万种，总蕴

藏量达l 350亿t。海洋渔业资源的总可捕量为

每年2亿。3亿t。中国近海海洋生物物种：植物约

2万余种，动物1．25万余种，药用生物700余种。

海洋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海洋矿产包括的种

类很多，目前对社会经济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海洋石

油和天然气。世界油气远景面积7 746．3万kmz，其

中海底约2 639．5万km2，约占34％。中国近海石

油约有240万亿t资源量，14万亿m3天然气资

源量。近几年新探明的矿产有天然气水合物，又

称“可燃冰”。目前，全球“可燃冰”能量是所有

煤、天然气和石油总和的2—3倍。我国对南海

的初步调查。天然气水合物总资源量近800亿t

油当量，相当于全国石油总量的一半。未来具有

巨大开发利用前景的海洋矿产是海底多金属结

核(锰结核)，储藏量有数万亿吨，其中，太平洋

的储藏量约占一半，有1．7万亿t。这些矿产资源

有的作为重要的能源原料，有的作为工业生产原

料，为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提供着宝贵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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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拥有丰富的空间资源。海洋是人类生

活、生产的重要场所。海域作为海洋空间资源对

人类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港口、锚地、航道、海

上航行线路，都要占据重要的海域空间。随着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海上交通、海洋渔业、

工业、文教和旅游等行业领域使用海域的活动会

越来越多，海域也将和土地一样，作为一种生产

要素，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海洋蕴藏着巨大的能源，包括海洋风能、潮

汐能和盐度差能等。海洋潮汐、海流及海水的温

度差都可以用来发电。世界最大的潮汐电站建于

法国的郎斯河口，1967年建成，总功率24万kw。

中国已建成8个潮汐电站，总功率6 000多kw。

全球海洋的海水温度差提供的能源潜力更大，其

量级约为100亿kW。这些新能源对减缓国际社

会能源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认识程度的加深，海洋

资源的范围会不断扩展。

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环境

海洋因其本身具有巨大的资源利用价值，成

为国家、各种组织，甚至是个人的利益追求目

标，从而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

的社会意义。

在沿海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由于海上划

界、岛屿归属、海洋资源纠纷等问题而发生的海

洋争端，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现象，而海洋权

益斗争是海洋政治的核心内容。海洋权益是指沿

海国对属于自己的管辖海域享有国际海洋法所

赋予的特定主权权利，沿海国大多依照《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制定国内法，积极

争取国家海洋权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中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的确立，使

大片原处于公海范围内的海洋区域纳入沿海国

的管辖海域，导致各国之间的海洋争端日益增

多。如何解决这些海洋争端，不仅关系到当事国

之间能否和平共处，而且关系世界和平问题。中

国在维护海洋权益上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越南、

日本等8个邻国与我国存有海洋权益之争，我国

岛屿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渔船被

撞沉、渔民被抓扣、科考船被干扰以及外国军舰

飞机非法侵入我国管辖海域等问题十分突出。

人类通过开发利用海洋所形成的产业及相

关经济活动，形成海洋经济。海洋经济主要包括

海洋石油工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交

通运输业等四大支柱产业。历史和现实表明，发

达国家大都是沿海国家，发达地区也大都位于沿

海。在21世纪这个海洋经济时代，不是海洋强国

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不是海洋强省的省

市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强省。谁在海洋科技和海洋

经济上强大，谁就占领了新世纪发展的制高点。

海洋广阔、深邃，具有多维空间性，是军事活

动的重要场所，是战争发生的重要舞台，战略意

义重大。19世纪末，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

大陆是受海洋包围的，控制了海洋实际上就控制

了大陆，国家应建立强大的海军以控制海权。马

汉的海权论对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产生了重要

影响。人类战争历史表明，海洋是国家安全的门

户，是实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的重要领域。其

中，海岛、海峡和海上重要航线、通道最具战略

和战术价值。中国沿海有群岛和列岛50多个，

500 mz以上的岛屿6 536个，是大陆的天然屏

障，也是国防前哨。同时，中国的海洋处于半封

闭状态，出人世界大洋要经过很多海峡，穿越一

些岛链和岛屿，因此，这些海峡、岛屿对中国的

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海洋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与社会文明的

发展休戚相关，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首先，海

洋始终是人类研究自然的对象，并已成为许多现

代科学发现的重要场所。当代人类面临的地球变

暖、气候异常、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解

决，都有赖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其次，人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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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人类通过了

解海洋、爱护海洋，培养热爱自然的感情，增强

保护自然的意识，提高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旅游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而海洋旅游方

兴未艾。舒适宜人的海洋气候，美丽壮观的海洋

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享一片海洋。热

爱海洋就是热爱人类自身，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

类未来。

三、不断发展的海洋法律制度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海洋，就开始产生一些有

关海洋的原则、规则和制度，随着社会、时代的发

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形成了有系统的海洋法。

近代海洋法主要是领海和公海制度。荷兰法

学家雨果·格老秀斯于1609年发表了《海洋自由

论》，主张海洋应是自由的，不能成为任何国家

的占有物。荷兰学者宾刻舒克于1702年发表《海

洋领有论》，提出了“大炮射程论”，即陆地上的

控制权“以其炮火射程所及的范围为限”，进而

确定领海宽度为3海里，后来不少国家都采用了

这一宽度。

现代海洋法形成的标志和里程碑，即《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

通过，1994年11月16日生效，截止到2005年1

月，已有147个国家和实体批准了该公约)，是第

一部最系统最全面的国际海洋法典，被称为“海

洋宪章”。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海和公海制

度，它涉及到海洋的各个领域，涉及到世界上所

有的国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区

域有：内海、领海和群岛国的群岛水域是国家完

全管辖的海域，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

国家部分管辖的区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是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各种不同的海域具有不

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各国在各种海域中有

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奠定

了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基础，建立了全新的专属经

济区、大陆架制度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扩大了

沿海国对海洋的管辖权，为各国维护正当的海洋

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标志着海洋法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海洋科研活动的增多、人类对海洋资源需求

的增长和海洋环境的关注以及有关国家在海洋

上的合作与斗争，各国对海洋和海洋法的关注进

一步增大，海洋法也将不断发展变化。

中国历来重视海洋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国

际海洋事务，自1973年参加了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的全过程，并且签署和于1996年5月15日批

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大洋开发的先

驱投资国。中国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

洋渔业法》、《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海上交

通安全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建

立了中国的海洋法律制度。

中国的领海为邻接中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

一带海域。中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

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

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

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国的岛屿。中国领海基

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为中国的内水。中国领海的

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12海里，领海基线采用

直线基线法划定，由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

组成。中国领海的外部界限为一条其每一点与领

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12海里的线。中国对

领海的主权及于领海上空、领海的海床及底土。

外国非军用船舶，享有依法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

权利。

中国的毗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

海域，宽度为12海里。其外部界限为一条其每一

点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24海里的线。

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为防止和惩处在其陆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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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

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行使

管制权。

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国领海以外并《

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7

200海里。中国在专属经济区为勘查、开发、

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

源，以及进行其他经济性开发和勘查，如利用海

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活动，行使主权权利。

中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

造、使用和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

全，行使管辖权。

中国的大陆架，为中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

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

区域的海床和底土。中国为勘查大陆架和开发大

陆架的自然资源，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中国

对大陆架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使用

和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行使

管辖权。

任何国家在遵守国际法和中国的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飞越

的自由，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铺设

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上述自由有关的

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便利。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的路线，必须经中国主管机关同意。中国在行使

勘查、开发、养护和管理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

的主权权利时，为确保中国的法律、法规得到遵

守，可以采取登临、检查、逮捕、扣留和进行司法

程序等必要的措施。中国对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

采取必要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可以行使

紧追权。

四、当代发展，因海而别

马克思曾说：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

与海洋相隔绝。翻开史书我们发现，西方近代因

海而兴，中国近代因海而弱。而当代发展，因海

而别。海洋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组成部分和重要

因素。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海上大国，这是历史定

论。联合国在经济发展报告中说，以海洋为支撑

体系的经济，占全部经济总量的近2，3，而且这

个比数越来越高，随着陆地资源的减少和海洋资

源的开发力度加大，海洋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会

逐步扩大。今后世界的发展将会出现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于对海洋的认识。随着人类对海洋利用和开发的

扩展和深化，海洋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

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托。2l世纪是海洋的

世纪，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兴衰将因海而别。

中国古人对海洋并不陌生，从春秋战国到明

朝中叶，中国始终是世界航海史上首屈一指的海

上强国。但以后禁海政策的实施，近代中国变成

了海上弱国。600年前，我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曾告诫执政者：“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

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令人

感慨的是，这个“闯海人”的观点，在他离世400

多年后得到了验证。西方列强通过海洋，不仅完

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凭借其拥有的坚船利

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我们跨过2l世纪的

门槛时，我们深切感到，挑战就在面前。随着《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国际海洋事务迅

猛发展，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在发展战略上，

沿海国家以谋求更多的海洋权益为核心，纷纷调

整本国的海洋政策，强化海洋的综合管理。在管

理体制上，许多沿海国家重新整合海洋管理机

构，从过去的分散型、行业型管理体制向统一

型、综合型方向转变。在执法方式上，各沿海国

家正逐步建立起统一、多功能、准军事化的海上

执法队伍，并通过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本国对海

洋资源的主权权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战略涉及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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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的兴衰。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但不是海

洋大国，更不是海洋强国。中国与其他国家相

比，人均占有量很小：中国人均海域不到世界人

均的l，10，生物资源人均为世界人均的1，30，大

陆架油气资源人均不足世界人均的l／2。在这片

辽阔的海域中蕴藏的丰富资源是中华民族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们一定要从战略

高度认识海洋，树立新时代的海洋观，增强全民

族的海洋意识，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

海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工作，作出

了“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并确立了把我

国逐步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是

“龙的传人”，龙是海龙王，龙离开海绝对不行!

只要我们重视发展海洋事业，中国龙肯定会重振

龙威，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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