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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人类来说，海洋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600年前，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告诫明宣宗：“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
亦来自海上。
”100多年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又告诉我们，获得制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
主动权，国家的强盛、繁荣、尊严和安全是强大的海军从事占领和征服的副产品。
当时光走到21世纪，环顾世界，海洋仍是各主权国家发展、竞争的主要舞台，其重要性比起过去有过
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海洋资源、尤其是海底的油气资源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目标
，为无人岛礁大打口水仗、甚至重兵对峙的情况时有发生。
就连非国家行为体——海盗也趁机兴风作浪，将古老的职业与现代的高技术结合起来，威胁着海上通
道的安全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实施。
另一方面，海军作为一个战略性军种和海上移动的边疆，越来越受到重视。
仅以东亚为例，近些年来各种大型战舰、准航母、先进的护卫舰、潜艇、甚至AIP潜艇纷纷下水，一
股海军发展热正在暗流涌动。
方方面面的信息提示我们，海洋是越来越热了。
　　海洋热的大潮中当然不能少了中国人的身影。
其实回头看历史，中国不能算是一个海洋民族，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文明历来以土地为安身立命的
根本，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海角与天涯并列，皇权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率土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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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高烧不退的热门话题。
对国人来说，这当中既有欣喜和期待，同时也混杂了忧虑和危机。
这种喜忧参半的形势迫使我们开始思考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问题；海洋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国家的崛起和强盛是否一定需要强大的海权？
我们怎么才能抓住海洋带来的机遇并从容应对挑战？
在21世纪，中国能成为海军强国吗？
《海洋战国策》一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动笔并完成的。
书中既有历史又有现实，涉及海洋的属性、海权的历史、强国的兴衰、海军发展战略、海战武器装备
、岛屿海域争端等等内容，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海洋问题的全方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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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永灵，第二炮兵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大校军衔。
她是全军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战争的句号》、《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等书，并参与多项军内外重大科
研课题。
曾荣立二等功一次.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获军队育才金奖一次。
　　2007-2009年连续参与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未开讲”节目创收视新高.被誉为最受观众喜爱的
嘉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环球军事60分”节目主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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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是各种资源集中的地方，比如鱼类、石油等，因此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和大洋相比，海没有自己独立的潮汐与海流。
　　在世界四大洋的边缘地区，共有大大小小64个海，其中有些海属于海中之海，如地中海沿岸的许
多海就是这样。
从地区分布看，太平洋区域共有28个海，大西洋区域共有20个海，印度洋区域共有6个海，北冰洋区域
共有10个海。
世界上重要的海有：（1）日本海。
日本海是介于亚洲大陆与日本群岛之间的太平洋边缘海，自北向南有宗谷、鞑靼、津轻、朝鲜、对马
、关门6个海峡，面积101万平方千米。
日本海是世界上有名的大渔场，约有鱼类600种。
在日本本州岛一侧的浅海中，还有一些油气田。
冷战时期，日本海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南下的必经通道，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作战的重要区域。
　　（2）黄海、东海、南海。
这三个海位于我国东部和南部大陆边缘。
其中黄海为我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太平洋西部边缘海，面积40万平方千米，属于大陆架浅海，为进
入渤海必经海域和辽宁、山东、江苏沿岸的前沿，是我国北方海防要区。
东海为我国大陆东侧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属我国东部沉降带，面积77万平方千米，是太平洋西部边缘
海航路的要冲。
南海为我国大陆南侧太平洋西部边缘海，面积350万平方千米，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系亚洲与非
洲、大洋洲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此外，东海和南海都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海洋渔业资源。
　　（3）地中海。
地中海是世界最大的陆间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是三大洲的接合部和交通枢纽，面积为250
万平方千米，周边共有17个国家。
地中海西经直布罗陀海峡连接大西洋，东南经苏伊士运河与红海相通，东北以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
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黑海。
地中海周围的古老国家被称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对人类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
目前，这里是世界上运输最为繁忙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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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邵教授的这本书值得我们用心来感受。
”　　——百家讲坛总导演高虹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　　——毛泽东　　“中国不可能永远不拥有航母。
”　　——中国国防部长 梁光烈　　“如果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
”　　——刘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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