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与发展空间。
海洋发展战略与陆地发展战略并重，共同构成
国家战略。

海洋强国，是新世纪我国海洋发展的战略

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海洋强国，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经济、国防

和科技。新世纪的海洋强国应同时兼备海洋经

济强国、海洋军事强国和科技强国。科技，是强

国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同时又对经济与
国防建设起着技术保障作用。本文拟通过科技

与海洋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阐述其在海洋强

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科技是实现海洋经济与军事强国的依
托和条件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成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
的重要标志，各国将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作为国
家战略的重要领域予以优先发展和布署，世界
各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凭借其科技优势，为迅速

抢占二十一世纪科技制高点开展激烈的研究与
开发竞争，最终目标是在新世纪创立新产业，开

拓新市场，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目前，公认的高科技领域有生命科学、生物

技术、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海洋包

含了高科技领域的多个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
科学、环境保护技术等，是公认的高新技术领域

之一。海洋科技，特别是海洋高新技术的突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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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产业结构，对海洋产业进行优化与
提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需要依靠高新

技术的发展与突破。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基本构成，是海洋

经济的载体。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和将要

对海洋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目前，我国海洋

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占的份额
较大，按1999年的数据显示，传统海洋产业(海

洋捕捞、造船、海洋运输、海盐业)占我国海洋产
业总值的58．37％。其中海洋捕捞业就占
33．6％。

由于传统产业科技含量低，大都以资源和
生产资料的简单消耗换取产业的发展。如，近海

捕捞业，因长期过度开发、海洋污染等影响，近

海渔业资源已经严重衰退，渔获物质量低、低龄

化现象严重，出于保护和近海渔业资源和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我国已经实施近海捕捞零增长

战略。另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的实施及中日、中韩渔业协

定的生效，我国传统捕捞作业区面积会减小，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近海捕捞业的因素之一。
盐业也是如此，因供需关系及气候对盐产量的
影响，海原盐业也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发展

海洋水产业和提升海盐业，要依靠发展海水养

殖、远洋捕捞及海盐化工业，这些产业都属于新

兴产业范畴，具有高效高速的特点，是海洋经济

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以我国的海

水养殖和海洋石油产业作为例证，完全可以证

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实这一点。近20年来其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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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和1 12％，而近海捕捞业和盐业的年平均
增长率只有4．30％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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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与规划的

实施，需要发展新兴海洋产业。2030年，我国人

口将达16亿，至2050年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

境的压力还要更大，面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只
依靠陆地和资源不能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食品

来源问题，大力发展蓝色家业，从海洋中获取食

品，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重要途径；淡水是我

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最大的严峻问题之一，为解决

这一问题，国家已经实施南水北调q-程，是利用
南方水量丰沛的优势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重

大举措；然而我国是一个拥有1 8 000km大陆岸

线的海洋大国，利用海水淡化技术将海水转化为

淡水和海水直接利用技术解决沿海城市生活与
q-业用水，是利用这又一大优势解决水资源问

题，特别是解决沿海地区淡水资源短缺的又一重
要途径(据统计，我国的14个沿海主要城市中，
有9个淡水严重短缺)。能源危机是世界性问题，

开拓和寻找新能源，特别是寻找可再生能源是本

世纪的又一重大课题，海洋是新能源巨大的获取
地，除海洋石油是已经开发的人类能源以外，海

洋能、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是人类瞄准

的新能源领域，“可燃冰”是一种外形似冰却可燃
烧的物质，是天然气(甲烷类)被包进水分子中，
在海底低温与压力
下形成的透明结晶，

天然气水合物较之
石油有更大的能量，

lm3的天然气水合

物总能量相当于

164m3的天然气，目
前公认的世界天然

气水合物总能量是

所有煤、石油、天然

气总和的2到3倍，

有可能成为人类高

效的新能源。据悉，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
重点实验室已经通

过论证，并将海洋
能、天然气水合物、

太阳能、生物质能作为其研究方向；国际海底和

大洋资源作为我国战略必争资源，在长期发展战
略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预见，海洋在不久的将

来，一定会成为人类食品、能源的主要获取地。发
展相关产业，不但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途

径，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建

立相应新兴产业的基础是解决相关科学与技术

问题，如海水综合利用(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

用、海水化学利用)、海盐化工、海洋信息、海洋药
物、深海采矿等，与之相关的技术有生物技术、海

水淡化技术、深海探测与开发技术等。只有解决

了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发展和建立海洋新兴产

业才可能实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科技是海
洋产业的支柱，没有它就谈不上发展产业，更谈

不上发展海洋经济。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

作用，在目前阶段也主要体现在加速经济增长和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的，是海洋经济强国的保

障与支撑条件。

2．强大的海上国防力量是海洋强国的重要

支柱，同样需要科技作为依托与保障
与海洋强国相对应的海上国防力量建设是

海洋强国的特征之一，是与经济、科技并重、共同

构成海洋强国的基本要素。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建设，谈不上海洋强国建设。我国近代史上多次

外敌入侵，大多因我没有起码的军事作战能力
而使国家遭受侵略与
奴役。现代海上力量

建设，包括军事作战

防御能力、海防设施、
运输、救护与安全保

障等多方面，以军事

防御作战能力为主。
现代战争，特别是海

上作战，设备与手段

多以高技术为技术支

持，需要高精度的定

位系统和高反应速
度，相应的海底声纳、
电子与激光技术、高
质量的耐高压材料技

术等被广泛应用于海
洋军事学领域。因此，

科技是海上国防力量建设的基础与保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科技是发展海洋

经济和海上国防力量建设的基础与条件，同时
科技作为海洋强国的独立要素在海洋强国建设
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海洋强国建设发挥着特殊

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二、海洋强国中的科技指标

尽管人们都在谈论“海洋强国”，包括世界
上的多个国家也都提出过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

国家战略，但是怎样的国家可以称得上是海洋
强国，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算得上是海洋强国的

标准，对此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尺度，也没有作过
系统描述。不过分析海洋强国的定义与内涵，至
少可以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它鲜明的时代特
征，二是它的区域特征。所谓时代特征比较好理
解，不同历史阶段，海洋强国的特点不同，古代
海洋强国，可以将其先进的航海能力与技术作
为基本特征，某个国家可以依靠先进的航海能
力就可以走遍世界，是以探险和发现新地区为
主要目的；近代海洋强国则以海上军事能力作
为主要特征，以大炮和军舰作为强国的标志，是

以征服、掠夺和侵略作为目的的，如我们所熟知
的英、法及其他列强国家；当代海洋强国，则是

海洋战略已弦彩
以国家综合实力为背景，以海洋科技为支撑，以

强大海上防卫力量为保障和海洋经济高度发展
为基础的新型海洋强国。海洋强国的区域性，在

当今表现的也十分明显，是由区域经济和世界

经济一体化为背景的，目前，一般人们将亚太、
北欧、南亚及东北亚等作为区域或次区域，也有

以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作为海洋区域进行划

分的。具体到海洋强国的各个领域，其标准也只

能是相对的，是在与世界最高发展水平相比较
中得出的原则性标准。

科技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在衡
量标准方面相对具体些，如目前世界国公认的

两个科技指标是：用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作为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也可以用R&D
(研究与开发投人资金)占GDP(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及判
断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指标，从而间接反映国

家科技发展水平。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凡纳入强国之列者，无

一不是海洋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这些发达国家

也可视为海洋强国，如美、法英、日等，另从区域

角度分析，有些国家虽称不上世界强国，但可称

其为区域强国，如韩国等，这些国家目前的上述
指标，可以作为目前海洋强国与区域海洋强国

科技标准的参考值。以R&D占GDP的比重为
例，我国目前这一比率为1％，日本3％，美国
2．7％，韩国2．6％，欧盟1．8％；科技对海洋经济

发展的贡献率目前发达国家平均在60％以上，

我国平均为40％左右。在制定我国海洋强国战

略目标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目前的相应指标，
另～方面要大致计算出再过20～50年以后，这

些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提高的程度，应以当时
的平均水平作为我们制定远景目标的基本参

数。

综上所述，高度发达的海洋科技，特别是高
度发展的海洋高新技术，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

志，同时也是海洋强国战略中经济与国防力量

建设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中华民族新世纪的

海洋强国之路将是～条兴国之路，也是一条发
展科技之路。

(作者单位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