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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海洋界工作久了，思考问题时，总是站在海洋的角度去思维去谋划。
我进入海洋局之前，在原国家科委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了18年，也站在科技的角度谋划过一些问题，
这也许是思维定势、习惯使然，无可厚非。
但是，也有一些做海洋工作的同志，不完全被这种思维定势框住，而是以海洋为出发点，跳出海洋去
寻求解决海洋问题的办法，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感到是一项重要创新的中国“新东部”经济区划
构想。
我由此而想到，所谓创新，首先就是对某种固有视野的超越、传统思维习惯的突破。
　　大地带的经济区划是全国性的国土规划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今天国家仍然实行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四个宏观经济区域的划分。
但同样处于国家版图上的管辖海域，却没有纳入这个区划，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
现实的态势已经大为改观，海洋已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和国家缓解能
源资源压力的接替带。
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出发，从区域开发出发，从发展新产业出发，都应该也必须把海洋放入全国范
围进行区划或规划。
中国“新东部”构想，正是站在全国国土规划这一基点上为海洋区域规划给出的一个命名，寻找到的
一个切入点。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我国历史上海洋开发最好的形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如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台湾问题，能源、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问题，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与周边沿海
国家存在海洋划界问题等。
可以说，这些重大的问题都与海洋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个问题都牵动着共和国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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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必须选择一个成熟的区划方案来实施海洋开发。
“新东部”经济区划是国家海洋局已开展的海洋强国战略研究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顺应国家
海洋事业发展大趋势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新东部”——海陆区划统筹构想的基本立意是：实现陆地区划与海域区划的国家统筹，把我
国管辖海域纳入国家区域发展的宏观规划，实现国家在区域经济领域的海陆并重、陆海相接。
    中国“新东部”经济区划构想，整体上基于国家已经执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和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宏观经济区划格局下，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权利和我
国的主张，向海上自然拓展区划区间而形成的区划构想。
它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划大势，体现了国家发展中
海洋战略利益的重要地位，衔接了国家原有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经济地带区划，兼容了《海洋功能
区划》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经济区域划分。
同时也强调了海洋经济区域不同的区划特征，探讨了处于区域边界不确定状态下的区划问题，初步触
及了处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台港澳地区与大陆地区、其他海岛地区的经济区划涵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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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立中国“新东部”经济带的宏观条件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建立中国“新东
部”经济带提出重大需求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国海上方向的发展必须实现重大跨越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军事信息化的浪潮此起彼伏。
海洋作为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空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全球战略格局的调整进程中，各大国纷纷调整战略，将海洋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制高点，纳入
其国家战略竞争当中。
各国在海洋的利益交织、力量交汇过程中，纠纷不断出现，矛盾错综复杂：既有领土、领海及海区划
界之争，又有渔业、矿业资源之争；既有经济问题，又有政治、军事问题；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又
有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矛盾和冲突集中在海洋问题上，使海洋问题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
热点。
　　海洋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在国际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海洋相互通联的特性，海运的便捷、经济、大容量，使海洋具有国际交往的便利性。
以海为媒，以海为路谋求发展，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洋对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转已经显示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战略力量汇集，各种矛盾和
争端因大国背景变得更加复杂，使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极为复杂。
亚太地区各国大都临海，各国之间的沟通与交往长期以来通过海路进行。
亚太地区的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5％，地区进出口贸易超过世界贸易总量的50％，其中大部分依
赖海上交通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使该地区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目前，亚太地区汇聚了世界10个人口过亿国家中的5个（中、美、俄、日、印尼），联合国5个常任理
事国中的3个（美、俄、中），7个有核国家中的5个（美、俄、中、印、巴），中、美、俄、日四大国
在这里形成结构性战略互动关系，构成特定的区域性政治格局，世界各大战略力量之间的战略碰撞在
地区内得到充分反映，并在各国的海洋政策中得到体现。
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因素，已经成为亚太各国处理国际关系、制定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出发
点之一。
　　从国家战略角度分析，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背陆面海，陆地与海
洋构成完整的地缘政治环境。
二是周边强国林立、战略力量集中，容易产生战略碰撞。
而亚太地区海上形势的发展，使海洋在中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海上航运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东南沿海地带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密集区，也是中
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前沿。
在一个多元多样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环境在总体上正在不断得到改善，但
也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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