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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庄子说河伯乘洪水来到大海，望洋而兴叹，这是感慨其无垠与广阔；古代神话，精卫填海，是无奈于
海洋的无情。
中国人，从黄土高坡走下来，一直要面对大海。
孔夫子尚且有志“乘桴浮于海”，而今人呢？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足够大的“时代望远镜”去透视遥远的未来，但是通过观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历史轨迹可以断言，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人类的生存可持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下依赖于海洋。
因此，可以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
中国应当从“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研究确定关于海洋的方针、政策。
1998年是第一个国际海洋年。
中国政府通过举办“走向海洋”、“爱我蓝色国土”等一系列活动，以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
应当说，这些举措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毋庸讳言，“地大物博”的神州大地，哺养了中华民族，培育了中华文化，然而，也使历史上的一些
中国人把眼睛紧紧地锁定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范围内，他们争取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基本
方法往往是拓疆垦土，“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一滴血地从土坷垃中刨馍馍。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近50年，“国土”=陆地领土=“960万平方公里”，几乎成了国人头脑中的基本概
念，很少有人知道国土中还包括有海洋，中国还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管
辖海域，也很少有人知道公海是国际“公共财产”和“公共通道”。
因此，当他们考虑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视线锁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
“生存”，简言之就是衣、食、住、行。
“可持续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良好的人口环境，适量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
持久利用的自然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等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权>>

内容概要

东海争端的悬而未决，钓鱼岛主权的严重受损，南海局势的暗潮涌动，几乎中国的每一寸海疆都面临
着危机。
还有索马里海盗对中国商船的袭击，又从另一个方面对如何保障国家利益的海上安全提出了新要求。
本书以职业军人的激情、敏感和冷静的战略思考，从以往海洋带给我们的辉煌过去和近代劫难开始，
从地缘政治、民族生存和资源困境等多方因素阐述了海疆、海洋、海权对于我们这个十一亿多人口的
东方大国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及国际军事格局深刻变化的今天，国家利益超越有形的领土边界向浩瀚的海
上延伸，国家海上安全的保障骤然显得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本书对唤醒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构建海
洋大国梦想，无疑能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权>>

作者简介

张世平，军事科学研究员，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队指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军事科学院战争理
论与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战略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少将军衔。
1954年7月出生，1969年1月入伍，1988年从事专职军事科研工作。

主要著作：　　《军队指挥系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权>>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引言：从《点击未来战争》一书说起
一　中国版图不是雄鸡：海疆告急
　中华版图·蓝色国土
　　·中国的“三海”主权和权益都面临严重威胁
　　·“三海”中的钓鱼岛、黄岩岛、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被严重侵犯
　海疆告急·呼唤海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海疆频频告急
　　·中国海上维权执法队伍的力量远无法满足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二　全球化催生了中国的海权问题
　全球化、国家利益·海权
　　·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角色
　“走出去”·呼唤海权
　　·国家利益分布广泛
　　·“两洋”通道安全境况严峻
　　·海外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海外人员安全面临的威胁日益严重
　黄海、东海、南海一国家主权权益·需要海权
　南极、北极——“两极事业”·离不开海权
　　·俄罗斯的“一杆旗”让“两极”问题热闹起来
　　·“两极”事业时不我待
三　大国兴衰和海权更迭
　生存、发展·海战·海权
　　·人类战争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经济发展史
　　·历史上的帝国、大国、强国无不在海洋上有过辉煌和痛苦
　　·掩卷而思，明史鉴远
　马汉《海权论》·美国·超级大国
　　·马汉是美国走向辉煌的指导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强大的海上力量至今仍然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骨干力量
　　·美国海军正在为未来世纪的国家利益而大力发展新的海上“杀手锏”
　海洋国家·海军·海权
　　·谁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谁就拥有海上权益的“发言权”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发展海军
　　·美国是当今世界海军实力最强、海上军事网络最大的国家
四　中华民族海洋之路：辉煌与耻辱并存
　文明·帆影·海洋
　　·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迈出了走向海洋的第一步
　　·唐以前的中国无论是分是合都没有停止走向海洋的步伐
　　·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事业繁荣发展并一度进入全盛期
　　·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明朝初期中国航海事业进入顶峰
　　·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洋事业衰败至极，海上外侮接踵而来
　　·历史上的中国面对海洋长期存在四大问题
　晚清·蒙耻·海权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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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开了中国“国耻”若干个“之最”的先河
　　·清朝曾经计划建立一支现代海军
　　·从福州船政局到马尾惨败
　　·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葬送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终清之世仍未摆脱“坐地看海”、“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的海防观
　　·“国耻”与“居安思危”的联想
　历史·今天·几多辉煌
　　·历史上的辉煌
　　·世纪年代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件海上大事
　　·中国军队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取得成功
　　·中国海军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许多多的“首次”
　　·中国海军诞生周年海上阅兵
　今天·中国·海权何在
　　·蒋介石一句“西沙战事紧哪”使中国海军免去台湾战火
　　·“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大损但也多少让中国人感到苦涩
　　·钓鱼岛事件表明中国海上力量力不从心
　　·中国在南海争议中的处境颇似《伊索寓言》中的“农夫”
　　·美国海军频繁出现在中国沿海附近让中国一点儿没脾气
五　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生存·发展·综合国力
　　·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
　　·资源是综合国力中相对稳定而又影响深远的因素
　　·工农业生产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发展前景是否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海洋资源、国际市场的开发
　海洋·未来·空间·资源
　　·中国虽有大片“蓝色国土”但却是一个“海洋小国”
　　·海洋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延伸，
　　·海洋所给予人类的不仅仅是生存的物理空间，还有更为丰富的
　物质资源
　　·中国人应当具有积极主动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
　　·人类早已开始了对海洋的分割，中国既是迟到者又是受害者
　　·中国人要拥有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海洋权益还要靠自己
　“海上丝绸之路”·经贸·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千万条，条条是坦途
　　·“海上丝绸之路”有咽喉，处处皆重要
　　·海运能力、港口码头、造船业是产生强大海上力量的基础
　海洋·未来·市场·劳动力就业
　　·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市场不足”+“需求紧缩”+“生产过剩”，
　　·人口多、资源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矛盾
　　·总量高、人均量低标志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艰难
　　·劳动力过剩加之结构调整必然导致就业困难
　　·知识经济、虚拟经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向南、向海、向全球”是解决市场不足、劳动力就业的有效措施
　　·对现有的一些“游戏规则”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知彼知己·“向南、向海、向全球”·“让开大路走两厢”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重点方向
　　·亚洲南部属于“城镇郊区”+“农村”的“两掺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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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既有“城市”或者“准城市”但更多的是“农村”
　　·非洲属于典型的“贫困农村”
　　·南美洲在资源、产品市场、劳动力就业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欧洲属于典型的“白区”，但欧洲并非欧洲人所独有
　　·北美洲属于“大城市”，但也有发展中国家可钻的“空子”
六　走向未来的中国必须拥有海权
　地缘政治·中国·地缘意识
　　·“地缘政治”到底是什么?
　　·“地缘政治”仍然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
　　·中国的“老祖宗”早已把“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
　　·走向全球的中国应当善于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海洋空间·自由·中国海权
　　·海权是什么
　　·狭义海权
　　·广义海权
　　·海权“四要素”
　　·意欲崛起的中国应当以经略海洋、营造海权为突破口
　　·海权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
　东海、南海·向南、向海、向全球·两扇大门
　　·东海是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南海是中国走向“两洋”的枢纽部
　　·今天的东海和南海是“谈不拢，打不得，拖不起”，需要力量也需要智慧
　印度洋·“向南、向海、向全球”·生命线
　　·印度洋天生就是人类重要的生存之地
　　·郑和当年所下的“西洋”今天早已被美英印等国所控制
　　·美国人说“印度洋成世纪全球竞争中心舞台”
七　崛起的中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现崛起·走向海洋·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后“三次思想解放”使中国有了经济腾飞的今天
　　·今天的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不差钱”的中国差的是海洋意识
　孙中山、新中国历代领导人·海洋思想·观念
　　·孙中山：中国欲富强非“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驱齐驾”不可
　　·毛泽东：要“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建立“海上铁路”
　　·邓小平：“进军海洋，造福人民”，“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
　　·江泽民：“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要高度重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发展海洋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观念·当务
之急
　　·“海权”动机与“海防”观念
　　·向往和平、讨厌战争与惧怕战争、回避战争
　　·强兵与安邦兴国
　　·军队的价值与战争责任
　　·外交斗争与军事后盾
　　·“积极防御”与“先发制人”
　　·“海洋意识”与“三海”突破
　　·国家安全的“．投入”与“产出”
　　·“走出去”与“海外武装力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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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强兵·中国威胁·妒嫉是万恶之源
　　·“中国威胁论”永远不会消停
　　·“中国威胁论”根本站不住脚
　　·关键在于中国自己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八　“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必须拥有锋利的剑
　航空母舰·海权利剑
　　·航空母舰是综合国力象征、现代海上力量的核心
　　·航空母舰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威风不减当年
　　·航空母舰仍将是世纪的“海上掌门人”
　航空母舰·中国崛起·有力支撑
　　·崛起的中国应当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今天的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很难担负起艰巨的“保驾护航”任务
　　·国家安全的规律性显示出航母的当代价值
　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中国责任·海军视野
　　·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是中国海军的首要任务
　　·海上武装力量的触角应当到达国家利益拓展的所有范围
　　·拥有航母的中国应当同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中国海权·不是“海上霸权”
　　·中国没有打仗的文化传统
　　·中国没有打仗的时间和动因
　　·中国崛起不需要战争手段
　　·中国的军力发展具有新的基点
九　中国崛起路漫漫，海权建设任重道远
　金融危机·国际格局·发展困境
　　·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尚不具备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实力
　　·中国崛起——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新问题的根源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走向“向海洋”
　　·美国、日本、印度是制约中国走向海洋的三大因素
　　·中美关系—根本利益决定总的形势趋好但矛盾依存
　　·中日关系——历史旧账、现实矛盾并存
　　·中印关系——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矛盾、印度洋连接新的问题
　和平崛起·远大抱负·投棋布子
　　·“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需有远大的抱负
　　·“和平崛起”是美好的理想但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保障
　　·中国应当努力实践毛泽东的宏愿——“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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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中国版图不是雄鸡：海疆告急中华版图·蓝色国土在北京世纪坛，中间主坛的面积匠心独具
地用了960块花岗岩拼对而成，用以象征我们的国家版图，整个坛面也恰好是960平方米，很艺术地代
表了960万平方公里。
而两侧的流水，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
却不见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踪影。
毫无疑问，在我们国人的意识中早已缺失了海洋！
但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商业运输通过海洋，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离海岸几百英里的地方，这颗
星球有近四分之三被水覆盖。
”这是2007年美国《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的扉页上用大字印着的一句话。
同样用大字赫然写着的还有“保护海权，美国的生存之道。
”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这个“历史还不如中国同仁堂药店的历史长”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
当起“老大”并竭力推广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依靠的就是海权。
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反差，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审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海洋上的得失！
如果说海洋带给我们骄傲的话，完全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话说，那已经是明朝那些事儿了。
更可悲的是，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明宣宗一纸严厉的“禁海令”，让约有千余
艘船舰的明帝国放弃了海权，彻底告别了大海。
从此，开始了中国只有陆权没有海权的时代。
在本该一展宏图的关键时刻，仅仅局限于陆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观念，改变了我们民
族的历史走向。
不进则退，退则危亡，这一改变的灾难性后果是把一部中国近代史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屈辱史。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从海上打了进来，肆意烧杀抢掠，把泱泱中华变成了强盗的天堂。
当昨日的烽烟散尽之后，我们却很少有像样的反思。
一句话，我们仍然没有从古老的“禁海令”里突围出来，没有从“疆域就是陆地领土”的简单认识里
走出来！
即使在今天，如果随便问国人我国的版图有多大，人们的答案十有八九还是那“960万平方公里”。
假使这样的回答能传到我们驻守在南沙海域某个小岛上的海军士兵那里，那些英雄的海防战士又该作
何感想呢？
他们一定会庄严的告诉人们：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它相当于我们现有陆地面积的1／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就是说，如果把我们的陆地领土和海洋国土连在一起看的话，中国的版图就不再是一只雄鸡那么简
单了，而是立在亚欧大陆东部的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1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领土，是这把火炬的旺盛
火苗。
从渤海、黄海经台湾以东海域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再上括到海南至北部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国土，是这把火炬的蓝色托盘和手柄。
事实还远非地理意义的辽阔这么简单，就拿南沙这片美丽而富饶的“蓝色国土”来说吧，不仅资源丰
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而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亚通
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在中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沙群
岛海域，我国60%的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
”郑和在600年前说过的话，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目前的中国领海上，波涛汹涌的岂止是海水！
2009年2月17日，菲律宾国会通过所谓“领海基线法”，擅自界定菲律宾自认的“专属经济海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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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对位于其西部海域的中国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中的黄岩岛（菲称“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
”。
2009年3月5日，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视察”中国南沙群岛的弹丸礁（马称“拉央
拉央岛”），首次以总理身份宣称“弹丸礁主权归马来西亚”。
2009年3月8日，在中国领海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美国海军监测船“无瑕”号与五艘中国船艇对峙事件
。
早在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中国出动两架战
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但由于美机突然转变航向，与其中一架中国战机相撞，致使飞行员王伟牺牲。
事隔8年，美军再次为探查中国海军在南海建立潜艇基地而侵权，事态同样严重。
海域被分割，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渔民被扣留，中国版图上划的海上传统疆界“九段线”早已
名存实亡。
几乎全部海洋邻国均不同程度地对我海洋国土和权益提出了无理要求，涉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尤其是在2009年的一开始，我国周边形势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春”，中国领海主权再次面临新的
挑战。
·中国的“三海”主权和权益都面临严重威胁黄海、东海、南海是中国直面西太平洋的“三海”。
一个时期以来，“三海”的基本权益不断受到有关国家的侵犯。
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管辖海域被他国分割说“中国的‘三海’主权和权益都面临严重威胁”，
此话似乎有“耸人听闻”之嫌，其实不然。
中国的海区由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组成，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
除渤海是中国的内水外，其他三个海区都需要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与邻国划分。
以12海里领海制度为计算标准，中国的内水及领海为38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毗连区、经济专属区大约
为260万平方公里。
这样，中国管辖的海域总面积大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现有陆地面积的1／3。
然而，目前仅在南中国海就有143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处于争议状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断地出现他国侵犯中国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事件，但公开的、大规模的
侵犯行为多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前后。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利益和要求，为和平
解决当前及今后的海洋争端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中国非但不是受益者，而且还是受害者。
国外甚至有人说，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输家”。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可划归中国管辖的260万平方公里海洋，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是
一种“纸上谈兵”的东西。
因为，目前中国的计算方法，是根据我国的传统做法，即在黄海以中间线与朝鲜划界，东海以自然延
伸原则，以冲绳海槽中心线与日本划界，而南海则以中国公开出版的地图上标绘的断续疆界线划定的
方案量算的。
这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划法。
其他相邻国家如果依据公约的某些条款和本国的划定方法，就可能从属于我国的海域中掠走相当部分
的海域。
如果根据公约规定的大陆架的四种划定方法划界量算，则中国可管辖的海域只有200万平方公里左右。
群岛制的原则适用于群岛国家，一般国家的群岛海域能否作为群岛制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海洋法
会议上曾争论不休，最后没有作出规定，这对于中国在南沙群岛海域的划界问题上显然不利。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前，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这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再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就名不符实了。
因为，中国虽然拥有的海洋资源数量在世界上可排在前十名之内，海岸线的长度为世界第四，大陆架
面积为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但中国可管辖的海洋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
为0.3，日本超过了11，菲律宾是6。
31，越南是2.19，朝鲜是2.17，世界沿海国家平均数是0.94；人均海洋国土以及管辖海域面积，世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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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是0.026平方公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只是世界平均数的1／10。
如果再考虑中国的海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与他国有争议，中国就更谈不上是一个海洋大国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领海、毗连区特别是实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法律制度后，中
国拥有38万多平方公里的领海，约260多万平方公里的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领海和管辖海域总面积
为300多万平方公里。
受地理条件限制，与相应沿海国之间一般均未超过400海里，在应由中国管辖的海域里，存在着严重的
划界分歧。
由于沿海一些邻国先后单方面宣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所以因划界分歧产生的争议海域大
量存在。
比如，黄海和东海海域，与相关的朝鲜、韩国、日本三国之间存在40多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
其中，中朝之间7.3万平方公里，中日之间21万平方公里，中韩之间12万平方公里。
又如，南海的北部湾海域，总面积12.8万平方公里，有丰富的渔业和天然气资源，是中国第二大渔场
，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被越南所控制。
再有，南沙海域，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等五国有争议海域共约184.3万平方公里。
有资料介绍说，相关国家侵占中国南海海域的基本情况是：越南，100多万平方公里；菲律宾，41万多
平方公里；马来西亚，27万多平方公里；印度尼西亚，5万多平方公里；文莱，0.3万平方公里。
目前，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周边海上邻国都存在海洋权益之争，这些国家之间尽管相互存有矛盾和戒心
，但在海洋权益的争夺上则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华”。
可以说，中国所面临的海洋斗争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作为一个大国，在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与周边那么多国家存有争端，并遭到一些中小国家如此严重的
侵犯，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气、可恨，似乎还有一些可悲！
——不少重要岛礁被占领历史上，中国官方曾公布，中国有6500多个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
根据新的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的结果，中国拥有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961个，其中有人居住
的岛屿433个。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有411个海岛由台湾、香港和澳门直接管辖。
500平方米以下的岩礁，还有上万个之多。
这些海岛对于中国的海洋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海岛的海洋权益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岛的主权归属，另一个是海岛的管辖海域。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岛和陆地一样，可以划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我们通常说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基于我国的海岛来计算
的，维护海岛安全就是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安全。
与海岛及其管辖海域相伴的是存在于其中的丰富资源。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东海包括台湾、钓鱼岛一带海域发现了巨大的海底石油蕴藏，在南海诸岛海
域也有储量丰富的海底油气田。
从国防角度看，岛屿作为海上的天然屏障，是保卫国家领土的前沿阵地。
目前，中国与8个海上邻国，在双边的海上权益划分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其中，岛礁问题主要存在于东海和南海海域。
东海的岛礁数量占总数的60％以上。
东海最大的岛屿安全问题是钓鱼岛。
钓鱼岛列岛仅有20平方公里的陆地，由5个岛屿和3块礁石组成。
日本所以处心积虑地侵占钓鱼岛，有它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企图。
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大约i000海里，距离中国大陆仅90海里。
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被日本窃据，钓鱼岛海
域所蕴藏的800亿桶海底石油和油气将被日本据为己有，日本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就可以监视方圆400公
里至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单方面采取行动抢占钓鱼岛，擅自将岛上原有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
，换上了标明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规定了日本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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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中国最大的海域，占中国海域的一半左右。
几乎大部分南海海域都存在着争议。
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重中之重。
南沙群岛由230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总面积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号称“南
海的钥匙”，控制着南海的国际航道，每天约有400艘船只穿梭其间；南海的油气储量高达200亿吨，
天然气资源达25亿立方米。
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公布了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一些周边国家
为了获取丰富的海洋资源，纷纷对这些岛礁的主权提出无理要求，甚至强行用武力占据。
目前，南沙群岛中已有45个岛礁被邻国所占。
越南从1975年占据南子岛以来，至今已占据30个岛礁，是占中国岛礁数量最多的国家；菲律宾从1970
年至今，占中国岛礁的数量已达10个：马来西亚占据了9个岛礁；印度尼西亚占据了2个；文莱占据了1
个。
这些国家为使其所侵占的岛礁及海域“合法”化，把制造借口驱赶、抓扣我正常作业的渔船渔民，作
为宣示其所谓“主权”、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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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再版《中国海权》实在是朋友和老伴戳鼓的。
原本想在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航母那一天，再考虑这个问题。
当年出版《中国海权》时，正值第一个国际海洋年。
今年，恰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也是个大喜的年份！
再版的实质是再一次出版，如果脱离了原创的思想内核、文笔风格，那就不叫再版；再版不是再一次
印刷，如果不做必要的修改、充实、完善，那就失去了再版的意义。
第一版《中国海权》毕竟是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虽然笔者提出了“中国海权”这个历史命题，但难
免时代的局限性、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
每当人们提起这部小书时，笔者常有一种对读者的愧疚，有时还会暗自面热脸红。
因为，书中确有许多疏漏、许多失误、许多不妥、许多遗憾。
这也是笔者下决心修改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对1998年版《中国海权》的修改，大体上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加写第一、第二、第九章，主要将2004年以来在拙作《国之大事》、《史鉴大略》、《哲理
大道》、《马克思恩格斯与战略》、《大道探源——（二）列宁与战略》中有关海权的零散阐述集中
起来；第三、第四、第五章（1998年版第一、第二、第三章），主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核对和文字修
改，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作大的改动：第六、第七、第八章，在1998年版第四、第五、第六章基础上
，一方面对结构做了重新组合，一方面将近年来在中央党校等单位和机构讲课中有关海权的内容充实
进来。
另外，对附图做了大幅度更换和调整。
此次再版的总文字量，在1998年版27万字的基础上增加为4075。
字（其中，将1998年版中删去775‘余字，新增20）5-字）。
有朋友问，1998年版《中国海权》为什么署名“章示平”？
原委很简单，那时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盛极一时，而国内军内“左”的思想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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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权》：生活、生计、生命线，向南、向海、向全球，五六个小国欺辱中国一个大国！
南海早就出现“群鼠戏大猫”的格局，一个开放性的海权观，要比十支航母编队更有价值，一位中国
将军的海洋忧思录，海权问题·公民读本。
“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掌握了中国的石油通道”，中国
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300万平方公里！
今天的中国“不差钱”，差的是海洋观念、海权意识！
捍卫中国利益新边疆！
一部“中国版”的《海权论》一次中国领海危局的大评点，一次民族海洋意识的再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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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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