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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收录论文52篇，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研究；既有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策性研究，涉
及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立法、海上交通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各个方面。
本辑收录的论文，除中心研究人员目前所承担的部分研究课题成果外，也有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机
构以及海外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有关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研究的最新
动态和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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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浙东沿海海盗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明朝对日本的攻守战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立法思考海
洋环境行政执法研究国际海洋环境保护中执行预防原则的相关法律问题海洋生态安全与海洋环境损害
责任海域使用权的客体与性质研究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开发管理的基础性工程论海洋生态法与陆地
生态法的协调论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主体海洋渔业资源恢复法律制度的生态学基础近岸海域污染的
人文因素及其非正式控制影响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法的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人文因素影响评价海洋资
源价值评价方法初探威胁海洋生态与食品安全的有毒赤潮生物浒苔的利用价值与抑藻作用坛紫菜微颗
粒化产品的研发及其产业探索海滩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开发利用的研究进展海洋文化景观分类及其系统
构成分析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宁波海岸带文化景观类型及其形成的影响因
素分析中国近代海防文化遗产及其价值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海钓业与海洋旅游
业互动发展初探——以浙江省为例宁波市沿海县市区旅游资源的比较研究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
—以彭慕兰《大分流》为考察中心浙东沿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土墩墓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坟丘墓明
州与宋丽官方贸易直挂云帆济沧海——郑和下西洋对季风洋流的认识和利用双屿国际贸易的规模及其
对江南商品经济的积极影响双屿之役与明政府海洋政策评价明嘉靖年间僧兵抗倭事迹考述清代浙江沿
海对日本漂流民的救助与遣返论明清时期浙江海洋社会的形成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浙东谚语海洋文化影
响下的当代甬商人格特征研究海洋文化对宁波经济社会的影响宁波港口城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重塑吴
越神话传说中的海洋文化精神南宋海洋文学初探一片丹心风浪里，心怀击楫敢忘忧——论戚继光的抗
倭诗天涯随处著游鞭——宁波海外旅行家王治本事迹初探浙江盐业民俗初探——以舟山与宁波两地为
考察中心一种典型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群岛海洋民间信仰人与大海关系的比较分析——《
老人与海》和《白鲸》成长视角下的《勇敢的船长》《多佛海滩》的文学文体学分析蒙哥马利的海岛
之死——弗洛伊德人格系统理论视野下的《莫罗博士岛》论爱伦·坡的海洋历险小说对现代海洋科幻
小说的影响《蛇性之淫》与《白蛇传》的比较研究日本的观音信仰及观音造像妈祖信仰及其在日本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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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的场所，是最重
要的生存与生产系统，因此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所损害的是人类生存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支持系
统，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命与健康。
生态安全涉及国家的生存环境和国家对资源的占有。
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又具有不可逆性，生态灾难一旦发生，其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生态恶化不
单是对当代人安全的威胁，更是对人类子孙后代安全的威胁，现在人类所造成问题的所果，可能使我
们的后代无法生存。
能否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社会能不能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
而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核心观点。
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
　　首先，生态安全影响范围更广。
由于生态系统的广泛联系化，一旦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超过系统自身修复的“阀值”，就
会发生连锁反应，最后就会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所以，生态安全应该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
人与自然间矛盾的激化必将影响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态系统
是没有国界的，生物圈的任何一个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危及人类的
安全。
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效益都会外溢，都会关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乃
至全球的利益。
因此，生态安全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他多么强大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生
态安全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上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
　　其次，生态安全后果更严重。
绝大多数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大自然的报复往往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
重新选择”的余地，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
手里挽回，若要弥补或补偿，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时预防、及时治理的代价。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生态安全问题。
而且生态安全的“效益”或治理生态危机的“成本”会发生代间“转移”。
生态危机一旦发生，导致生态危机的诸因素的生成、作用和消除时间非常长，这就可能导致成本或效
益的代间转移。
也就是说，前一任的政绩，很可能是后一任的包袱或隐患；前一任承担了的成本，可能要到后一任、
后几任、后几十任才见成效。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生态安全建设。
鉴于海洋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海洋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共同的未来》指
出：“展望下一个世纪，委员会认为，可持续发展.如果不是生存本身，取决于海洋管理的重大进展。
我们的机构和政策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对海洋管理必须拨出更多的资金。
”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也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还要求“对沿海区和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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