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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防是国防的一部分，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和国家的安全。
传统观念认为，海防就是海军。
其实，海军是海防力量的主体，现代意义上的海防涉及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
方面的因素。
21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礁，广阔的海洋国土面积，属于陆海兼
备的国家。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中将说：“面对太平洋上的万顷波涛的奔腾咆哮，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
个现实，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中国的海洋、中国的海军、中国的海防、中国的海权还缺乏
应有的关注和了解，有的甚至是漠不关心。
因此，尽快唤起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海防意识和海权意识，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
”树立现代海防观念，深刻认识中国海防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开展对中外海防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是
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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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士强，1957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工学硕士。
原沈阳炮兵学院院长，教授，全军优秀教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炮兵武器装备技术与应用领
域的研究。
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军事学项目课题3项，主持全军“十五”规划课题4项、“十一五”规划课题
一般项目5项，多项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部分成果在全军推广应用；获军队级优秀
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出版专著《炮兵信息化建设与作战运用》(2007)、《中国海防发展问题概览(2000-2009)》(2010)、《全
球化时代太海防论》(2011)等10余部，发表文章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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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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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完成地理大发现，其主要内容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
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一直到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这标志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紧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新兴资产阶级开了近代殖民掠夺的先河。
整个西方世界以资本原始积累为目标，以殖民贸易为手段，以海洋航行作为主要交通要道，从欧洲走
向全球，扩大了海外市场。
从此，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从局部走向全面，确立了以海洋作为通道连接整个世界的意识。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海洋强国先后崛起，彼此之间经过多次海上战争，最后英国夺
取了制海权，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马汉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的海上战争及其影响，对英国的强大与控制海洋的
关系作了理性的分析。
“马汉的海权论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使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上升到了战略的高
度。
系统的海权论的出现，是人类海洋观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机缘。
”①马汉认为，海洋不仅是伟大的通道，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强国地位的更替，实际上是
海权的易手；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制海，而其必要的工具就是强大的舰队。
�　　一、中外海防发展的早期接触　　荷兰首开侵略中国古代政权的先河，中国海防经历第一次海防
危机。
从此，海防危机的规模一次比一次盛，中国海防与西方海防的被动接触也随之开始。
然而，这种被动接触在朝廷中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觉悟，“陆主海辅”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对海
防的认识。
现代意义上的海防，是在元末明初才出现的，即对外制定政策，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海军等手段取得
国家政权及海洋安全的一切手段和活动。
随着西方近代航海技术的东传与中国现代航海业的兴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也进入一个新时代。
有学者在比较18世纪前后的海防发展后指出：“与明代相比，清朝在18世纪的海防有以下发展和进步
：其一，明代采取备海防于大陆之上的策略，这等于把海上的险要拱手资敌，自己却据守在大陆上，
又缺乏强大的海上舰队，实际上使沿海诸岛成为倭夷和海盗进退出没的窟穴。
清代18世纪的海防不仅是防敌于大陆，而且制敌于海岛，这是明代海防策略所不及的。
其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清政府开始修建虎门要塞。
清代18世纪的沿海设防逐步以炮台式要塞取代了卫所城池体系的格局。
要塞式炮台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海防能力。
”　　（一）第一次接触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
萄牙人。
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
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作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
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人北京，表示与明朝建立关系，准备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海防的
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
，震惊全广州。
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
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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