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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地理单元，以它的广博和富饶影响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地球人类。
在对海洋不断探索、研究和认知的同时，海洋的资源和资源价值逐步被人们认识和重视，随之而来的
海洋权益之争也愈演愈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共同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加重，人类对海洋的青睐和倚重更加
凸显。
沿海各国纷纷调整和制定新的海洋战略和政策，一个以权益为核心，资源和环境为载体的全球范围的
“蓝色圈地”运动正在深入、广泛地展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海洋，推动着中国海洋事业不断发
展和繁荣。
　　目前，国家海洋法律法规日臻完善，海洋经济成就喜人，海洋科技成果纷呈，海洋生态建设进展
明显，海洋执法与维权有序开展，中国已经进入了海洋事业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沿海发达国家，相对于我国国情对海洋的特殊需求，我们的差
距仍很明显，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推动海洋事业健康、持续，又好又快发展，很重要的就是要尽快改变
对海洋知之不多，认识肤浅和局限的现状，扭转长期形成的“重陆轻海，陆主海从”的传统观念，切
实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海洋意识”。
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高屋建瓴，为我们指明了增强全民海洋意识的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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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过这套丛书，您将在专家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表述中，悄然揭开海洋神秘的面纱，从《海洋地
理》、《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极地海洋》、《海洋技术》、《海洋环境》
，到《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军事》、《海洋权益》，系统地认识海洋，从中学到大量
的海洋基本知识，甚至触及到当今世界海洋科技最前沿的发展动态，了解到海洋中，特别是大洋、深
海和极地还掩藏着大量亟待揭示的奥秘，从而对海洋更加充满好奇，更加迫切地需要认识和探索海洋
。
    透过这套丛书，您将清晰认识到占地球表面积70.8％的海洋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并发现：“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五洲的通道”、“风雨的故乡”、“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新空间”⋯⋯都是海洋当之无愧的称号。
而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将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解决全球面临的资源、人
口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透过这套丛书，您还将看到我国拥有辽阔的海域、优越的海洋环境和资源条件。
知道我国海域内具备丰富的生物物种、巨量的石油和可燃冰储量，更有几百万公顷可进行人工养殖的
浅海、滩涂水面，一百余处海湾和数百千米深水岸线，一千多处旅游娱乐景观资源，取之不尽的海水
资源和潮汐、波浪、海洋温差等海洋可再生能源等待着我们的开发利用。
从而对兴海强国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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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渔政　　中国渔政是渔业法实施的海上执法力量。
中国渔政于20世纪5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起初主要承担发放渔贷、分配和管理渔场等职能。
随着渔业发展，渔政队伍的职能也随之增加。
1979年，我国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渔政队伍开始承担休渔管理等执法职能，确立
了渔政的执法地位。
1986年，《渔业法》颁布实施，从国家法律层面上确定了渔政队伍的渔业行政处罚权，渔政管理开始
走上法制轨道。
1996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后，渔政工作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
中国渔政担负着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管理渔业船舶和渔港、负责渔业船舶和
船用产品检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边境水域权益、保障渔业生产秩序和渔业安全生产等重要职责。
　　我国渔政管理机构，已从中央到地方，建设了遍布全国的执法网络，配备多种专业人员3万多人
；建造了渔政船、艇500多艘，购置了巡逻车1000多辆，大大提高了渔政监察手段。
这支队伍，对外捍卫国家渔业权益，驱赶、查处外国侵渔渔船，对内维护渔场秩序，保证渔业生产健
康发展。
　　2009年3月17日，中国最大的渔政船——中国“渔政311”船抵达西沙永兴岛，正式担负起对我国
专属经济区巡航管理西南中沙的护渔护航、北部湾联合监管以及渔业突发事故的救援工作，为广东、
广西、海南三省（区）辖区的渔民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并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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