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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中国海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海权是一个古老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战略概念。
在经典的意义上，海权指的是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也就是由本国和本民族利用和控制海洋，而剥夺
对手利用海洋的机会和权利。
1890年美国人阿尔弗雷德·T.马汉提出“海权论”，认为海权是决定世界强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也是
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
“海权论”主张国家要建立和拥有强大的占优势的远洋舰队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海外市场、海上航
行、海外利益，同时把国家的政治意志和外交影响投射到世界，并借以影响陆上事态和进程。
    中国海权是中国的海上力量和影响，也就是利用、开发、管辖和控制海洋，有效地维护海洋利益及
整个国家利益进而实现国家强大的能力。
中国海权包含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和拓展海洋权力的三个互相联系的
方面和进程，包括了海洋国土的维护、海洋通道的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防卫力量的构建等四
个重要内容。
中国海权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根本问题：一是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
问题，使中国能够顺利地利用世界的资源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二是解决全球化时代中国海洋
方向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使中国具备捍卫全球性国家利益的全球性军事自卫手段；三是
解决中国未来国家战略发展方向路径选择和国家大战略的转型问题，使中国由传统的依赖陆地资源、
陆上力量的“大陆型”国家转变为主要依托海洋(外)资源和海上力量的“海洋型”国家，从而使中国
进入通向世界强国的最佳战略轨道。
    中国海权具有与世界各国海权相同的共性，但是中国海权更有不同于他国海权的鲜明的个性。
尤其是中国海权具有非强权性、非霸权性和非扩张性的特色，使它与西方海权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海权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要求，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
史进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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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权是中国的海上力量和影响，也就是利用、开发、管辖和控制海洋，有效地维护海洋利益
及整个国家利益进而实现国家强大的能力。
中国海权具有与世界各国海权相同的共性，但是中国海权更有不同于他国海权的鲜明的个性。
 本书研究中国海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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