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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世界强国都从战略全局上高度重视海洋，海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全球环境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近代中国几代领导人对海洋的基本认识入手，针对性地提

出制定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对策及措施，阐述了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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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强国的兴衰变

迁无不与海洋有关。2l世纪是海洋新世纪，各国

的海洋战略尽管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

是：海洋强国想巩固其强国地位，发展中国家想

跻身强国行列。同样，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海洋战略目标，

是中国强盛的必由之路。近代以来，从孙中山先

生起具有伟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无一例外对

海洋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都强调走向海

洋，建设海洋强国。针对传统中国重陆轻海思想

及大部分人海洋意识的淡漠，笔者探讨性地提出

若干对策及措施。强调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对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近代以来几代伟人的海洋强国观念

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家从孙中山始，都具有伟

大政治家所特有的智慧和战略眼光。无一例外地

对海洋有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极其深刻，主要内容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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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中国海

权，建设强大的海军，积极倡导发展海洋实业，

争取中国海洋权益，造福中华民族，其核心是以

海兴国的思想。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

初，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内就建立起海军部，将海

军视为国防建设的核心之一，指出“海军建设应

列为国防之首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

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在世界成为一等强国。

今中国与富强，非例行扩张新军备不可”【11。他以

英国、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海军竞相发展而警

醒国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

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

胜”12l，这充分说明孙中山把对海洋的认识上升

到国家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孙中山一生的大

部分时间都为“振兴中华”漂洋过海，奔走在世

界各地，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是孙中山海洋思想

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明确

地提出了中国政府积极对外开放，向海洋求生

存、求发展，尤其是以港口为“发源地”，外通内

联，带动国家整个实业的发展，这些都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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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思想。尽管孙中山以海兴

国、振兴中华海权的思想未能实现，但他顺应了

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大潮，成为近代

中国先进仁人志士海权观的代表，其海洋思想在

中国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海

军建设和发展海洋事业，多次强调建设海军防御

外敌入侵。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讲话指

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

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

军”，而“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131。

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事业，仅在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五年间，就建成了东海舰

队、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及主要海军基地。在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除了继续加强陆军

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

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

海上战斗力量。纵观毛泽东的有关海军建设的论

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从防御海上外侮的角度

考虑中国海军的建设问题，而且把海军建设提高

到“保障海道运输安全”的高度，着眼于建立“海

上铁路”。也就是说，毛泽东既从国家海洋方面

安全的角度，又从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考虑海军

建设问题，充分说明了其具有极强的海洋强国观

念。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海军力量

的建设。1979年7月在接见海军常委扩大会议

全体同志时他就指出，海军就这么一点，要搞大

一点，要加强，要有一点力量才行，这个力量要

顶用。同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

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在高度重视沿海地区

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也极为关

注，曾经多次强调“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

济”，“进军海洋，造福人民”。1966年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结

束了我国政府没有管理国家海洋事务行政职能

部门的历史，从此，我国的海洋事业揭开了新的

一页。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又适

时提出“经略海洋”的战略构想，把开发近海资

源正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有争议的南沙群岛的诸多问题，他高瞻远瞩地

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远见卓识。邓小平

新时期海洋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进一步唤起

了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为中国人民走向海洋新时

代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并创造性地开辟了解

决海洋争端的新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

腾飞，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海洋方向的安全与权

益。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

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和世界

海洋斗争的新特点，提出“我们必须把海军建设

摆在重要地位，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以适

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

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

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

念”。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战

略”的目标，海洋开发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

中的前沿领域。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

关注海洋强国战略。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

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海洋意识。海洋意

识是走向海洋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意识基础。

同年12月27日，在会见解放军海军第十次党代

会的全体代表时，胡锦涛主席宣示中国是海洋大

国，要求海军将领们要锻炼一支强大的海军。这

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宣示中国是海洋大

国。同时，在2007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胡锦涛强调，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海洋经济

发展，高度关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

用。

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海洋的认识都提高

到战略的高度，海洋不仅关系着国家的海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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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还关系着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

利益，这些都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国家和

民族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重

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

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成为社会各方的共

识，把我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中

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的，是确保领土完整、主权

独立和国家统一，以及海洋权益不受侵犯和国家

海上利益安全，从而促进现代化建设，使中华民

族走上复兴之路。因此，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

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作好海洋

开发利用规划，强化海洋科技创新，持续快速发

展海洋经济，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效维护

海洋权益，加强海洋立法和海洋管理，努力把我

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强大的海洋强国，这对于奠

定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政治、经济和国防意义。

实施海洋战略，不仅是世界强国发展的成功

战略，也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且是中国所

处战略环境的需要。从地理位置上讲，我国既是

东海、黄海沿岸国，也是南海沿岸国，地理覆盖

面积大，由于处于太平洋西岸三个岛链包围之

中，没有强大的海洋力量，我们就没有安全的出

海通道。同时，我国与周边国家海上矛盾也十分

突出，包括岛屿争端、海上划界矛盾以及因此而

引起的资源开发争端等。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

近300万km2，涵盖诱人的“蓝色资源”，但其中

存在的争议区达150万km2。因此，拓展海洋空

间与资源，是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走海

洋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从发展国民经济角度上看，海洋经济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我国沿海地区用占全

国13％的土地养育了40％的人口并创造了

60％的产值。“十五”期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速度为13．6％(按可比价计算)；2003年，

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l万亿元，对我国

GDP的贡献率高达7％；近年来，海洋生产总值

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增加(图1)；而

200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4 929亿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10．11％。根据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预

测，到2020年我国海洋总产值将达到5．1亿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成为国民经

济的主要支柱产业1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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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2001--2006年海洋生产总值及其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局发布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持续、稳定、快

速发展，海洋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近年来，海洋生产总值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逐年增加，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当前中国海洋生

产力水平还不高，开发不足和过度开发问题并

存；近海污染形势十分严峻，海洋灾害损失逐年

增加；海洋权益频遭侵犯。这些现实问题都使中

国建设海洋强国显得任重道远。

从我国的国家安全角度上看，海上安全是我

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国防安全外，我

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5％以及大部分海上石油运

输须经西太航线，维持重要国际航道和海峡的畅

通对我国至关重要。因此，确保马六甲海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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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海峡、宫古海峡等咽喉要地的畅通无阻，确保

南海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是我国海洋发展战略

的关键。我国是世界海洋大国，但目前还不是海

洋强国，所以必须加紧制定正确的海洋经济发展

战略，将东部大海洋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有机结合

起来，制定和实施东部大海洋战略，加强我国海

洋安全保障，在现有海防能力基础上，完善近海

防御体系，这一任务已经刻不容缓。

三、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性措施

被西方公认为“海权理论之父”的美国战略

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就主张，控制海洋，尤其

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控

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

首要因素。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海洋的开

发利用，这可以从近年来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中体

现出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了“实施海洋开

发”战略部署；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要求沿

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综

合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

安排，同步实施；2006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设立专章部署海洋

工作，提出“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

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升高技术产业，发

展海洋产业的战略举措；最近，国务院又批准了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在沿海各省市

实施了海洋强省带动战略，这些都充分说明党和

政府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的重视。但我们同时

还看到，尽管发展海洋已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

但尚未提到国策的战略高度。目前我国由海洋大

国走向海洋强国有诸多困难，如，国民海洋意识

整体不强，海洋管理机构授权有限，海洋综合管

理能力比较薄弱，尚处于起步阶段，海洋执法力

量分散，管理体制比较落后；我国许多海洋国土

处于争议中，海军整体实力较弱，保海、护商能

力还显不足；海洋污染日渐严重，生物资源不断

减少，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较为严重，加上近年

来海洋灾害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以建设海洋强国为国

家海洋发展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性措施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实施。

首先，要把建设海洋强国列人国家战略，提

升海洋问题的战略地位。同时要把建设海洋强国

的战略纳入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并逐步付诸实

施；加强以海军为核心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大

力提升海洋安全防卫力量，强化海权意识，维护

中国海域的主权和海权，以“寸土不失、寸海不

让”的决心和意志对待岛屿与海域争议，使我国

拥有更多的海洋控制权和海洋事务的决策权。国

家应加大对海洋进行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的能

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考察、勘探船队和海

洋工程技术队伍的建设；加强海上导航测量、打

捞救生、环境监测、污染防治等力量。

其次，树立新的海洋思维，加强国民的海洋

意识。虽然我国疆域陆海兼备，但国人的海洋意

识历来比较淡薄，重陆轻海的观念仍严重存在。

海洋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海上力量

的强弱和国家的盛衰。中国亟须提高和增强全民

族的海洋意识。从现在起对国民尤其对在校中小

学生进行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的教育，从儿童教

育抓起，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设置海洋教育课

程，普及海洋科学知识，使国民从小就树立新国

土观念，即海、陆综合的国土观。当代沿海国家

的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仅有陆地国

土，而且有海洋国土。沿海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

仅存在于陆地国土上，而且存在于海洋国土上。

“海洋国土意识应全民树立，尤应列入小学课

程，从娃娃抓起”【51。因此，全体国民都应加强海

上安全的观念、国家管辖海域以外资源开发的观

念、资源宝库的观念、全球通道的观念和海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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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观念等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

中华民族利益的海洋意识。

最后，加快海洋信息化建设实现海洋强国战

略。目前我国海洋科技整体水平还落后于海洋

发达国家。海洋是我国的蓝色国土，海洋工作也

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利用信息化来促进海

洋管理、海洋科研和海洋开发的快速发展，从而

实现我国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我国必须坚持

科技兴海方针，重点发展海洋观测和探查技术、

高效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深海采矿技

术、海洋生物与药物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通过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海洋信息网络，建立有关的海

洋专用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实现各级海洋管理部

门、海洋执法监察部门和海洋科研部门的办公网

络连接，促进粗放型海洋开发活动向集约型方向

转变，使海洋信息资料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为海

洋管理和海洋科研服务，为早日实现我国的海洋

强国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快海洋信息化建

设，是我们加快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保

证。

总之，海洋强国的战略任务，包括海洋经济

区域建设，发展海洋产业和海洋科学技术研究。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利益，以及加强海上力量建

设。我们应当以建设海洋强国为国家海洋发展战

略，并纳入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推进海洋事

业全面发展。国家要把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上决

策日程，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保证这一战略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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