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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石莉、林绍花和吴克勤等编著的《美国海洋问题研究》对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尤其是近50～60年海
洋事业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总结了美国海洋事业由弱到强，规模由小到大，从局地到全球的
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促进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相关理念；分析研究了美国海洋工作本身存
在的一些重大失误，其中有些失误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而有些失误则是决策
的失误，是可以避免的，这对于其他沿海国家而言，可以引以为戒。
本书能够为中国的海洋管理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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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加强军事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一位美国将军曾说过，海洋学这门学问及相关学
科，对于任何渴望谋求海洋霸权的国家都是不可少的。
他们的科学家必须熟悉自己国家的商船队和海军活动的环境。
为了提高海洋气象学的服务能力，保障海军舰队在世界范围活动自如，海军海洋学机构必须加强海洋
科学方面的综合研究和相关技术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有：战术海洋学、海洋遥感、海气相互作用、战术气象学、低频有源声学、
浅水港口的通行、北极海洋学、气象学和海洋声学特性、海一气系统分析、测绘制图与大地测量。
美国人坚信，只有加速开展海洋军事科技项目研究，才能为海上力量提供卓有成效的海洋学服务。
（4）加强军事海洋信息产品制作加强军事海洋信息产品制作，为海上军事活动提供海洋环境保障服
务。
军事海洋信息产品主要由两个部门制作。
舰队数值气象学和海洋学中心向国防部的军事活动提供天气和海洋学产品、数据和服务。
位于密西西比州的海军海洋局斯坦尼斯空间中心，是海洋数据采集、存档、融合、模拟和分发的中心
，它主要提供全球海洋产品，制作战略的、业务化的和战术的海洋和地理空间产品，保障航行安全、
武器与传感器性能的发挥。
尽管上述两个部门具有各自特殊任务、资源、基础设施和数据，但是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可导致新一
代的大洋和近海信息和预报的产生。
建立在海军业务化海洋学模型基础上的全国海洋和沿海信息管理及交流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以上两个部
门的优势，减少重复，更有效地满足国家对信息的需求。
此伙伴关系还考虑到军事机密数据迅速生成信息产品，而不公布原始数据。
同时，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海军合作，利用每个组织显著的互补能力以及所有可利用的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经济数据，迅速提高美国沿海和海洋分析与预报能力。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民用科研和业务产品中融入某些保密数据，同时保持这些数据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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