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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美国新海洋科技规划的主要内容，分析了美国海洋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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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美国为了保持其世界海洋霸主

的地位，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海洋发展战略规划。

世纪之初，美国制定了《2001—2003年大型软科学

研究计划》。2004年，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向国会

提交了新海洋政策报告《21世纪海洋蓝图》，报告

提出200多项建议，为2l世纪美国海洋事业的发

展描绘出新蓝图。布什政府很快对这些建议做出

反应，发布行政命令公布了《美国海洋行动计

划》，对落实美国《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

措施。之后，根据《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的要求，在

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又于2007年发布

了《规划美国今后十年海洋科学事业：海洋研究优

先计划和实施战略》(以下简称《规划》)，对美国

今后十年的海洋科学事业进行了规划。

一、 《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充分归纳和吸收了美国海洋科技界、

管理界、海洋产业界及其他社会各界对美国今后

10年海洋科学事业发展的意见、观点和共识，从

保持美国海洋科技国际领先地位的战略高度出

发，围绕满足社会需求这一中心，以人类与海洋相

互作用的视角，从当前大量海洋科技问题中筛选

出有关海洋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等

今后10多年亟待解决而且能够解决的重大科技

问题，将这些问题归纳为六大社会主题，提出了

20项科学研究的优先重点(见表1)和所需的关键

技术，为美国海洋科技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规划》认为，海洋科研成果必须积极转化为

易于理解的信息，及时提供给社会。来自管理

者、决策者的信息反过来会促进海洋科研工作的

开展。《规划》提出，开发进一步将科研成果融入

自适应管理工作的机制，建立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易于使用的产品的专门机制，培育将技术转化为

业务化能力的机制。

《规划》还提出了近期的工作任务，即：(1)

预报沿岸生态系统对持久作用力和极端事件的

响应；(2)海洋生态系统有机体的对比分析；(3)

海洋生态系统传感器；(4)评价经向翻转环流的

变异：气候快速变化的影响。

二、海洋科技发展趋势与特点

《规划》是美国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个海洋

科技综合规划，为美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海洋科技

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强调从人类与海洋相互作用视角开展海

洋研究

人类与海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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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规划》确定的社会主题和科研重点

社会主题 科研重点

1．通过更准确、更及时的天气图式评价，了解资源丰度和分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委托管 2．认识物种问和生境与物种的关系，支持资源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预报；

理 3．认识可能影响资源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人类利用形式；

4．应用高级知识和先进技术，提高开阏海、海岸和五大湖各种自然资源的效益；

5．认识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并应用这些知识改进对未来灾害事件的预报；

2．增强受灾地区的自然恢复力 6．认识沿海和海洋系统对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并应用这些认识评价未来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7．将现有认识应用于多种灾害风险评估，支持减灾模型开发及其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8．认识海洋作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3．促进海洋作业的开展 9．应用对影响海洋作业的环境因子的知识，表述海域条件特征，并进行预报；

10．应用对环境影响和海洋作业的认识，加强海洋运输系统；

11．认识海洋与气候在区域内及其上空的相互作用；

4．海洋在气候中的作用 12．认识气候变异和变化对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13．应用对海洋的认识，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4．认识和预报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15．应用对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的认识，开展社会经济评价，开发人类多样化利用对生态系
5．改善生态系统的健康

统影响的评估模型；

16．应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识，制定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的适当指标和度量标准；

17．认识与海洋相关的对人类健康构成危害的根源和过程；

18．认识与海洋相关的人类健康风险和海洋资源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效益；

6．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19．认识海洋资源人类利用和价值评估如何受与海洋有关的人类健康威胁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

如何影响这些威胁；

20．应用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开发提高人类福利的产品和生物学模型。

源、生存和发展都与海洋息息相关。《规划》从提

高美国海洋科技创新力和竞争力、负责任地利用

海洋和明智地管理海洋等发展目标出发，明确而

深人地阐述了海洋与人类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

联系，指出“认识社会对海洋的影响和海洋对社

会的影响，是确保负责任地利用海洋，子孙后代

享有清洁、健康而稳定的海洋环境的基础”。《规

划》认为人类与海洋的相互作用是人类发展和海

洋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人类的发展和海洋的可持

续利用离不开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关系，因此，

《规划》从人类与海洋相互作用研究人手，设立

了“改善生态系统健康”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两大社会主题，并围绕这两大社会主题确定了8

个科研重点，其他还有“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

源的委托管理”主题中“认识可能影响资源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的人类利用形势”和“促进海洋作

业的开展”主题中“认识海洋作业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两个科研重点。

2．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重视社会科学在海

洋研究中的作用

跨学科性和学科交叉性是新兴海洋学科的

特点。《规划》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只有采取跨学

科和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不仅体现在海

洋自然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结合上，而且还体

现在海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上)，突破

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性，从多个视角认识海洋，

认识海洋与陆地、海洋与大气、海洋与人类的复

杂相互关系，才能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海洋管理

策略，才能满足社会需求，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

诸多海洋危机和威胁。因此，《规划》突破传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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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界限，将海洋视为一个全球动态的系统来确定

社会主体和科研重点。

《规划》还认为，海洋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技术

转让，有利于不同学科思想的交流，有利于海洋

科学的进步。跨学科海洋综合研究要求广泛的联

合和协作。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伙伴关系，实

现海洋科学数据共享。只有这样，海洋研究领域

才能不断扩展，海洋科学各学科才能取得突破，

才能有所创新。

5．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规划》从满足社会需求目的出发，一方面重

视海洋应用研究，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海洋基础研

究的价值和作用，遵循科学发现认识应用的原

则。海洋基础研究不仅是海洋应用研究的基础，

而且还影响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同时，其他学

科领域的发展又为海洋研究多出成果创造了机

会。《规划》提出的每个社会主题都有多个科研

重点，都是先认识自然环境、自然过程和现象，

再将所获的知识应用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中。《规

划》认为，对海洋基本过程和现象的认识是开发

和改进海洋模型、预报模式和观测系统的依据，

海洋基础研究取得突破，对所有重点研究创新成

果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海洋基础研究是《规

划》已确定的六大社会主题研究取得进展的关

键，可促进海洋开发管理决策更加科学化。

三、启示与思考

美国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强国，海洋科技

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美国政府深知海洋科技

在保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确保在海洋方面的竞争优势，占据世界领

先地位，在新世纪之初对其海洋科技的发展作

了新规划。仔细研读《规划》，从中可得到一些启

示。

第一，海洋科学已远远超出自然科学范畴，

海洋科技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日益紧密。人类与海

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面临的海洋问题，

如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系统恶化、海洋生物多样

性锐减、海洋灾害等，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同

时还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发展、文化和

教育等。解决这些问题已超出海洋自然科学技术

能力的范围，必须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

合的手段，从社会学角度寻找解决海洋问题和危

机的途径，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

第二，海洋基础研究与海洋应用研究并重。

人类利用海洋、管理海洋，最终目的是要从海

洋谋取最大利益，使海洋为人类服务。为此，我

们首先要认识海洋，认识海洋的基本过程、现

象和各种性质，只有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开发

利用海洋，管理海洋，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才能

受益于海洋，才能使海洋持续地为人类发展服

务。

第三，尽快建立将海洋科研成果转化为社

会能力的机制，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加强科研人

员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创造社会环境，培

养人才，鼓励科技创新，使海洋科研成果尽快转

化为有社会需求的产品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促

进海洋科技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在

国际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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