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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决定意识
,

观念来源于实践
。

中华 民

族 的海洋观念与中华民族 的海洋实践 密切相

关
,

两者是交相促进
、

互为因果的
。

渔盐之利
,

舟揖之便
—

中华民族传

统的海洋观

中国沿海从北至南广泛分布的贝壳堆
,

是

新石器时期先民留
、

下的生活堆积
,

这说明约一

万年前的 中国沿海原始人群是 以采集海贝为

食的
。

考古发掘研究证明
,

至迟在新石器后期
,

距今约 年前
,

中国先民已经使用渔网
,

渔

钓
、

渔叉捕鱼
。

到夏
、

商
、

周奴隶制时代
,

中

国海洋渔业 已经形成相当规模
。

春秋末期成书

的 《管子 》上说
“

渔人入海
,

海洋万初
,

就

波逆流
,

乘危百里
,

宿夜不出者
,

利在水也
。 ”

说明此时的渔业 已是一项重要的商品生产
。

战

国时成书 的 《荀子 》中写道
“

东海则有⋯ ⋯

鱼
、

盐焉
,

然中国得而衣食之
。 ”

在今河南郑

州市和安 阳市商代遗址中出土有 各种海洋鱼

类
、

贝类
、

巨鲸
,

大龟的遗骨
,

说明中原地区

已能享用千里之外的海洋水产品
。

当时的齐

国
,

借助海洋渔盐之利
,

以致富强
,

称雄于战

国之世
,

被誉为
“

海王之国
” 。

海洋水产品是

人类营养的高级蛋 白食品
,

盐更是人类汤臾不

可缺少的营养调料
。

至今
,

中国原盐供应的

 以上
,

仍然依赖于海洋
, “

渔盐之利
” ,

自

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海洋观念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在漫长的历史上
,

人类对于海洋的开发利

用
,

除渔盐之外
,

最重要的是
“

舟揖之便
” 。

海

洋交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 阶段
,

都曾作 出

过极其辉煌的贡献
。

考古证明
,

至迟在 年

前的新石器 中后期
,

中国先 民便已制造 了木

舟
,

并发明使用了风帆和木桨
。

年前成书

的 《周易》上说
“

伏曦氏 木为舟
,

刻木为

揖
,

以济不通
,

致远以利天下
” ,

可与上述考

古发掘的实物相印证
。

中国先民借助这种现在

看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
,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内
,

进行了幅员广大的物质
、

文化传播
。

考古

证明
,

中国先民曾经借助海流和季风把中国文

明传播到朝鲜半岛
、

日本列岛
、

西伯利亚东海

岸
,

以至北美沿岸
。

《晋书》记载中国人曾经

漂航到达
“

扶桑
” 。

中国人早于哥伦布 多

年到达过美洲是可信的
,

我们不应低估古人航

海的能力
。

当然
,

当时的航海是 以极大的牺牲

为代价的
。

到秦汉时期
,

中国已经有 了坚 固的船舶
,

并 已经使用风帆和船尾平衡舵
,

可以比较安全

可靠地远航到 日本列岛
、

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

地
。

此 时便发生了秦皇
、

汉武
“

东巡海上
” 、

徐

福率众东渡的历史事件
。

到宋代
,

我国发明指

南针并用于航海
。

指南针的应用
,

可以使航海

更加安全可靠
,

并可以使航线更加合理
,

是航

海趋向成熟的关键性技术
。

因此
,

指南针的发

明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

两汉
、

魏
、

晋
、

南
、

北朝
、

隋
、

唐以至于宋
、

元
、

明时期

的近两千年间
,

从磕石
、

冀州
、

广州
、

泉州
、

杭 州
、

扬州
、

明州 今宁波
、

合浦等港 口扬

帆出航的中国海船
,

在 日本
、

东南亚
、

印度
、

波斯湾各港 口之间
,

建立起延续千年
、

沟通中

外的海上丝瓷之路
,

到明朝永乐
、

宣德年 间
,

年至 年
,

三宝太监郑和率领 余

艘海船
,

余人的庞大 队伍
,

七下西洋
,

历访 余国
,

直达非洲西岸
。

郑和航海标志

着 中国航 海达到 鼎盛 时期
。

郑和 远航 比之

年哥伦布的远航美洲早了 余年
。

在此

之前的 年间
,

中国在建港
、

造船和航海



技术方 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此 时的航

海
,

受定位技术的限制
,

主要是沿着海岸的航

行
。

横渡大洋的航行属于偶尔发生的冒险行

为
。

沿海岸航行的
“

舟揖之便
” ,

自然也成为

中国人的传统海洋观念的重要 内容之一
。

海洋是联系世界各地的交通大道
—海洋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

封建时代中国在海洋渔盐开发和航海方

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

到 世纪以后
,

被率

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超越了
。

年
,

受西班牙 国王派遣
、

哥伦布率领

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
,

从而开创了

西方历史上
“

地理大发现
”

的时代
,

也被称为

世界大航海时代
。

年
,

迎马开辟 了绕过非

洲好望角到达印度
、

中国的东方航线
。

年
,

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
。

寻求市场
、

积累财富
、

开拓殖民地以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大航海的原动力
。

正如恩

格斯所说
, “

资金
”

一词是驱动当时西方国家

航海的
“

咒语
” 。

航运 的发展又成为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保证条件和推动力量
。

海洋交通对

国家
、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

早 已被

产业革命前后欧洲
、

北美各国数百年发展的历

史所证明
。

出海 口
、

不冻港几乎成为国家
、

地

区经济发展不可少的条件
。

工业化时期
,

国家

在海洋上的利益以交通运输最为重要
。

商品经

济大发展
,

需要运输数量巨大的原料和产品到

遥远的世界各地
。

在航空发展以前
,

人 口的迁

徙
、

流动也要漂洋过海
。

覆盖地球表面积

的海洋
,

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

把世界上绝大 多

数 国家和地 区连接起来
。

海上航路是天赐之

物
。

洲际运输
、

环球航行
,

由任意的此港到达

任意的彼港
,

无须耗费巨资建设和维修道路
。

船舶运输量大
,

运费低廉 可 以运输各种状态

和形状的商品
。

因此
,

直至今天
,

海运这种对

海洋空间的传统利用
,

仍然是人类对海洋最重

要的开发利用
。

世纪美 国海军战略家马汉

把海洋称为
“

国家通往海外财富的伟大通道
” ,

活灵活现地道 出了一个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 的

海洋观
。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

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的
。

经过 年的艰难

历程
,

终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中

国人再度经略海 洋是 以民主革命先驱孙 中山

先生为代表
,

他描绘出
“

南方大港
” 、 “

东方大

港
”

和
“

北方大港
”

的宏伟蓝图
,

大有振兴中

国海业之势
。

可惜
,

由于历史原因
,

伟人宏愿

只好成为遗愿
,

中国人经略海洋的舰船再度搁

浅
。

年新中国成立后
,

即开始大规模经济

建设
。

建国初期
,

由于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
,

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

但 中国的

海上航运业还是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

 ! 年

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实

行改革开放
,

到 年又 提出沿海地带外 向

型经济发展战略
。

年党的十四大决定 国

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
。

应该说
,

中

国对外开放是以沿海地 区为重点逐步推进的
。

形成了经济特区
、

经济开发区
、

对外开放港 口

城市按部署依次 发展态势
,

充分利用沿海地带

靠近世界贸易主航线的区位优势和原有基础

较好的条件
,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

加快发

展沿海地带的经济
。

通过沿海地带的外向型经

济的起步发展
,

梯次带动内陆地区
,

加快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 目标
。

随着中国革命和工业化的发展
,

中华民族

海洋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
,

特别是中国经济改

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充分反映了中华 民

族的海洋观念
,

已经完成了从
“

渔盐之利
”

和

近岸交通的
“

舟揖之便
”

向
“

海洋是通往世界

各地的交通大道
”

这一新观念的转变
。

跨世纪的现代海洋观
—

海洋是人类社

会可手条续发展的资源宝库和生存空间

本世纪 中期 以后
,

随着科学技术的 日新月

异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增长
,

人类海洋观念

又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

海洋现在已经不仅是

通往世界各地的交通大道
,

而且是人类社会持

续发展的后备资源宝库和生存战略空间
。

海洋观念的转变
,

引起国际海洋法律制度

的重大变革
。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就

是这一变革的深刻反映
。

该公约的主要特点是



扩大沿海国管辖海域到 海里
,

因此被称为

具有 海里时代特征的 国际海洋法律新制

度
。

此外
,

公约还确立了国际海底用于和平和

公海资源人类共享的原则
。

该公约制定过程中

所体现的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与历史上以国防和

交通为主有所不同
,

具有极浓厚的资源色彩
。

中国始终参加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起草工作
,

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
,

为反对海洋

霸权主义
、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做出了

重大贡献
。

但是
,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

开的六七十年代
,

正值我国 年动乱时期
。

由

于对 当时复杂
、

激烈的海 洋权益斗争研究不

够
,

使我们在维持本国的海洋权益方面
,

失去

了许多机会
。

年 月 日
,

我国决定批

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使中国进入了一个

充满机会与挑战的国际海洋政治
、

经济和环境

外交活动的大舞 台
,

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海

洋观念的逐步确立
。

海洋国土观
—

现代海洋观念派生的

新观念

现代海洋观念的确立派生出一系列新的

海洋观念
,

其中
“

海洋国土
”

观最为重要
。

海洋国土观认为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

定的国家管辖海域
,

包括内水
、

领海
、

专属经

济 区及大陆架
,

均可视为沿岸国的
“

海 洋国

土
” 。

因为按照 《公约》规定
,

沿海 国对于这

些海域的资源享有
“

主权权利
” 。

根据我国有

关专家测算
,

按照 《公约》规定
,

我国可以提

出主张的管辖海域约为 。万平方公里
,

其面

积相当于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

“

海洋国土
”

观是海洋资源宝库和生存空

间观念的具体化
,

也是
“

大国土观
”

的一种 自

然延伸
。

不容否认
,

确立海洋 国土观念具有十

分现实的积极意义
。

确立海洋国土观念可以强

化国家和人 民的海洋意识 扩大我国海洋方向

积极防御战略的地域范围
,

加大 防御纵深
,

形

成新的海防前线
。

既有利于在 国际海洋权益斗

争中 自觉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
,

又有利于实施

海疆 开拓
,

推进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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