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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策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兴起的一个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全新学科，它的出现被誉
为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尤其是行政学、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政策科学以其一系列独特、新颖的范式以及它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
促进作用，而备受各国学界和政界的关注，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充满活力
的新兴学科。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为了强化在海洋开发方面的竞争力，一方面加大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另
一方面积极调整有关的海洋公共政策，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制定了新的相关海洋公共政
策，以推进海洋经济及海洋事业的发展。
　　海洋公共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或一定阶段的海洋目标，根据国家发展整体战略和总体政策
以及国际海洋权益保护和海洋开发利用的趋势制定的海洋工作和海洋事业活动的行动准则。
它是一系列事关海洋事业发展的规定、条例、办法、通知、意见、措施的总称，体现了一定时期内政
府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海洋事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谋取一定的海洋利益，国家制定海洋公共政策的出发
点和依据自然就是国家的海洋利益。
由于海洋事业涉及到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石油天然气、滨海旅游、海洋船舶、海盐及海洋
化工、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和海洋生物医药等众多行业，海洋公共政策既包括海洋经济各个行业的发
展政策，同时也包括协调各行业间关系的跨行业、跨部门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公共政策，如海洋环境
保护政策、海洋规划（区划）政策、海洋权益维护政策等。
当然，海洋政策不会局限于国家的领域范围内，由于海洋中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不受国界限制，海洋
的大部分属于公海，其中的资源是人类共同财富。
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自然灾害，开发、分配和管理公海的资源都是国际问题，与各海洋国家的利
益有直接关系。
因此，海洋公共政策还可以表现为各国集团制定的集团海洋政策和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政策。
海洋公共政策是一国基本的海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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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海洋斗争的实际需要，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政府也
制定了一些重要政策，这些讲话和政策，初步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这些观念和政
策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和对南海诸岛与
钓鱼列岛的主权宣示等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特别是海洋产业和涉海行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海
洋形势的变化，全面发展海洋事业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时期，我国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完善。
为了维护我国的领土安全和海洋权益，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
他曾经多次强调：面临霸权主义的强大海军和严峻复杂的海洋战略环境，我们没有适当的海防力量不
行，必须建立一支精干、顶用、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强大的海军。
他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性质是防御，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防御中蕴涵有进攻，即积极防御；还提
出了我们的防卫范围是近海，而不是近岸。
建设强大的具有现代化作战能力的海军和近海防御战略的提出，使我国海洋防卫从时刻准备打一场旷
日持久的反霸权主义入侵式的战争，转向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由近岸防御走向近
海防御；从依托海岸和岛岸护渔护航，转向在近海保卫海洋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
邓小平海军战略思想里，除继续体现海军在军事防卫方面的职能外，充实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崭新
内容。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已经跟随世界海洋形势的发展，初步有了现代的海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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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洋政策沿革论　　第一节　中国封建政府海洋政策的嬗变　　中国封建政府的海洋政
策存在着内收性和外向性并存的特点，海禁国策贯穿始终，先后经历了海禁、开海、极端海禁、“不
言海禁”的曲折过程。
内收性体现在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海禁国策；外向性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时代，此时的海洋政策具
有明确的海权意识和经略西洋的主观动机，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顶峰。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事，把中国古代海洋事业推进到空前的鼎盛时期。
　　一、中国古代海洋观念的历程和特征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萌芽和农业社会经济的起源一样古
老。
海洋渔业、海盐业、造船业是最早兴起的海洋产业，海洋运输和商业贸易在五代以后异军突起，成为
最主要的海洋产业，它们的流动性、趋利性，带动了中国沿海陆地经济的商品化和海洋社会的初步形
成。
古代统治者和社会主流意识中没有海洋的地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管辖的范围止于海洋沿岸的陆地，不及于海洋。
但沿海地区人民早就把海洋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民间的意识和传统
，更进一步推动了朝廷海洋意识和观念的进步。
　　中国古代海洋观念和中国古代海洋发展的历程紧密联系，其特点表现为：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是
从陆地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造成了海洋经济被人为地条块分割，从管理
的角度来看，海洋管理既职能交叉，又缺乏统一的协调，资源的浪费和管理职能的弱化就在所难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公共政策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