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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我们居住的是一个蔚蓝色的星球。
海洋这个已知世界最大的自然水体单元占据着地球表面7l％的面积，蕴藏着巨量资源和能源，被海洋
学家称为世界“第六大洲”。
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温暖摇篮，是自然气候的精密调节器，是联通五大洲的天然通道，是各种资源的宝
贵仓库。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狄米斯托克利就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华夏民族对于海洋的重要性，在古代就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据《世本》记载：“轩辕黄帝命其臣共鼓、货狄造舟”。
这位华夏始祖，“东至于海”，这是他不避艰险，经略陆海天下的业绩。
　“变乘桴以为舟楫，水物为翔涌，沧海为恬波”，这段史记，形象地反映了华夏先民走向海洋和征
服海洋的尝试。
郑和曾说过：“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于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首夺取南洋，华夏危矣⋯⋯”。
纵观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海洋强国的发迹史。
不论是昔日海上霸主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
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还是现在高度发达、独领风骚的美国，无一不是以海立国，以海兴国，先盛于
海洋，而后盛于世界。
　　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不仅是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活动都离不开海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必然越来越多的依
赖于海洋。
我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海岸线长达18 000多公里。
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滨海旅游等资源丰富，开发潜
力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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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通过对影响海洋事业发展的各要素的综合分析，全面、系统地将“海洋强国”这个概念置于一个
具有统一基础的、可比的和可以测量的体系之中，在世界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研究领域中提出了具有特
色的，能够对其实施整体解释的理论体系、实证体系和统计体系，首次完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海洋事业
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了海洋强国指标体系框架，填补了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
为制定具体的海洋强国战略、加快海洋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各项海洋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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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世界海洋强国发展概述　　第一节　海洋强国的概念　　一、海洋强国的定义　　“强
国”一词在字典中有两个解释，一是名词，强大的国家；一是动词，使国家强大。
相应地海洋强国也可以从两方面定义。
　　首先，从名词的角度，海洋强国可以定义为在海洋领域强大的国家，即一国可以通过海洋的发展
获得比较多的国家利益，此为典型的海洋强国。
　　其次，从动词的角度，海洋强国可以定义为一国通过海洋的发展使该国成为世界强国，即该国不
仅在海洋领域是强国，而且通过海洋的强势使其成为陆域的强国，可以说海洋是其成为强国的手段。
此为陆海强国。
　　海洋强国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强国。
不同时代，海洋强国的标准和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设海洋强国都是为了控制海洋，可以称作是战争模式。
主要的特征是：形成统一的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用战争打败竞
争者——利用海洋谋求国家利益。
其中，建设强大海军是实现这种模式的核心要素。
西方列强在当时都有强大的海军为其称霸做后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60多年都没有发生海洋强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世界上既有海洋霸权国家，也有在和平环境下建设和保持一般海洋强国地位的国家，形成了和平建设
海洋强国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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