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培树与“海洋强国战略’’相适应的海洋
——论新世纪的海洋战略意识

唐复全张永刚 李悦

海洋意识，是人们关于海洋的地位、作

用和价值的理性认识。作为一种社会观念，

海洋意识的确立，对于海洋开发、利用和防

卫等重大海洋实践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贯彻落实江泽民同

志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任务，

需要从多方面人手，但最基础而又最关键的

工作则是要着力培树与“海洋强国战略”

相适应的海洋战略意识。因为“海洋事务

的竞争，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海洋

意识的竞争”，“要建设海洋经济强国，首先

需要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

一、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战略的高

度认识海洋”的基本思想

在领导中国人民发展海洋事业的实践

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增强人们的

海洋意识，尤其是“海洋战略意识”问题，

强调“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
1．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海洋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多次指

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

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必须把海上

方向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战略方向”。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

调：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和严峻的海洋

战略环境，必须高度关注海上方向的安全和

防卫。江泽民同志则从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

条件出发，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他强调

指出，海洋作为天然的屏障，掩护着我国沿

海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冷战结束后。

海洋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海洋已经成为

各国激烈争夺与对抗的场所，我国的海上战

略环境也存在着一些复杂的不安全因素，来

自海上方向的威胁不容忽视；随着高技术在

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军事斗争形势的发

展演变，在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海洋

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突出

的。因此．必须加强海上方向的防御作战准

备，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2．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认识海洋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同志就

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人类是在地球上

生活的，地球的十分之七是大海，大海是一

个非常奥妙的自然王国，它的财富和资源比

大陆要多得多。所以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发

展，将来必定要向海洋进军，把这个自然王

国变成自由王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江泽民同志根据海洋战略地位的第二次历史

性飞跃，更加深刻地阐述了海洋与国家发展

的关系。他指出：海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

“兴渔盐之利和通舟楫之便”，更重要的是，

海洋蕴藏着远比陆地丰富得多的资源，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开发海洋将成为

许多濒海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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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随着海洋经济价值的不断发现以

及人类资源陆贫海富的状况不断加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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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培树和强化“宽视野”的海洋意识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

   



水平低下等原因，人们认识海洋的视野比较

狭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进入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海洋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揭示。因此。

我们必须用新的更加广阔的视野重新认识海

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海洋的经济价

值不仅在于“兴渔盐之利和通舟楫之便”，

更重要的是，海洋中蕴藏着远比陆地丰富得

多的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

间”，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将是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是增强综合

国力的一项“重要国策”。另一方面，还要

充分认识到，海洋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

值。同时还有重要的政治、科技和军事等方

面的价值，我们必须确立集海洋经济观、海

洋政治观、海洋科技观、海洋军事观于一体

的海洋战略意识。

2．培树和强化“大时空”的海洋意识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以及人们海

洋意识比较狭隘等因素的制约，在过去很长

一个时期内，我们对海洋的认识及其开发利

用，或是失之于急功近利，或是偏重于近海

沿岸。在新的“海洋世纪”，中华民族应该

确立一种“大时空”的海洋意识，即在时

域意识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颟世纪我国的海

洋事业，尤其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要立足于可

持续发展，“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在空域意识方面，则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确立“经略全

球海洋”的战略意识，向内水、领海、专属

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等各个领

域进军。

3．培树和强化“高目标”的海洋意识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同

志在规划我国“四化”建设蓝图和国家发

展战略的同时．曾提出过新时期我国海洋经

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构想、思路和

目标。在这一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于20世

纪90年代又强调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新

时期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要贯彻落实邓
小平同志的发展构想，尤其是江泽民同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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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思想，我们首

先必须培树和强化与之相适应的“高目标”

的海洋意识，即确立奋战几十年，使我国在

经略海洋的各个主要领域，尤其是海洋经济

领域力争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意

识。

4．培树和强化“全民族”的海洋意-／y．

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这既是

一项伟大恢宏的事业，又是一项艰苦卓绝的

事业。没有全民族尤其各级领导的关心、重

视和支持，要完成这一事业是不可能的。新

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

海洋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摆

脱了“重陆轻海”思想的束缚。然而，意

识的飞跃是最为艰巨的飞跃，意识的跨跃是

最为困难的跨跃。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

“安土重迁”的民族，是一个“和泥土分不

开”的民族，目前在“全民海洋意识”方

面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主要表

现：一是普及不够，即海洋意识尚未普及和

渗透于全民族和各级领导成员之中。据一些

最新调查资料显示，不仅90％以上的学生、

政府工作人员不知道我国有300万kmz的

“海洋国土”或“蓝色国土”，不了解大陆

架、专属经济区等概念，而且有很多人甚至

不清楚“热点”南沙群岛在哪里⋯⋯。二

是层次不高，即海洋意识尚处于初级和低层

次的状态。如不少人对于海洋的认识还停留

在“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而不知道

海洋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二空

间”；不少部门缺乏从全局和整体上经略海

洋的意识，较少考虑“可持续”、“高效益”

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因此，在新的世

纪，我们需要在“普及”和“提高”两个

方面同时加大力度，切实“增强全民族的

海洋观念”。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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