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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蔚蓝色的海洋，烟波浩渺，奔腾不息，掩藏着多少新奇和奥秘。自古

以来，人们迷恋于她那碧波粼粼、鸥鸟盘旋的清丽；钟情于她那风柔水凉、

海阔天高的豪爽；陶醉于她那棹声帆影、渔歌互答的神韵；感慨于她那惊

涛裂岸、大浪淘沙的气势。面对着这浩瀚莫测、变幻万千的大海，作家妙

笔生花，写出千古绝唱；诗人神游八极，为海洋插上幻想的翅膀。万顷波

涛尽入画，千里帆影逐畅想。

从人类与海洋相约在地球的那一刻起，就拉开了一个美丽故事的序幕。

在与海洋的相识、相处、相知的漫长岁月里，古今中外的人们，认识海洋、

热爱海洋、开发海洋，他们在逝去的光阴中沉淀下来具有浓郁海洋特色的

生存习惯、生活方式；他们珍惜当下，心怀感恩之情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他们苦中作乐，用丰富别致的娱乐活动将艰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

一切的一切，俨然人类文明中的串串珠玑，散发着别样的光芒。

可以说，人类起源于海洋，海洋是人类的摇篮。自从人类诞生之后，

就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原始人很早就徘徊于陆水之间，寻找支持生命的

食物，后来，又在岸边建立起部落，靠原始的独木舟出海捕鱼，在这样的

生产过程中，他们逐渐习惯于海洋生活，并驾着风帆驶向远方，去寻找新

的陆地，建立新的家园。技术进步使人们又产生了到深海里去探索的想法，

这个想法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如此浩瀚的海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海洋是生命的摇

篮，是地球上最早生物的诞生源地；海洋是风雨的故乡，对全球气候起着

巨大的调控作用；海洋是交通的要道，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海洋是资源的宝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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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资源、水资源和能源；海洋是国防前哨，海洋环境对海上军事活动有

很大影响；海洋还是认识宇宙、发展自然科学理论的理想试验场。

对于国家，对于人类，海洋之重要，自不待言。一方面，新技术革命

已为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被人口、资源、

环境危机苦苦困扰着的人类，也只能将目光转向这片富有而神奇的蓝色沃

野。如何有节有制地向海洋索取，在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同时又能力保海

洋的正常生态环境，这就给和谐人海之路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旨在使读者了解海洋、认识海洋、热爱海洋。

我们愿用一句话与大家共勉：迎接海洋世纪，共铸蓝色辉煌！

本书用生动流畅的语言，丰富精美的插图，并配以准确、科学的图解

文字，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知识世界中神秘、有趣、耐人寻味的各种

现象，让学生们在充满趣味的阅读中，轻松愉快地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本书力求做到集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身。但是，由于海洋知识领

域十分广泛，而本书篇幅有限，又要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

框架设计，内容取舍等方面难度较大，疏漏差错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

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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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洋军事与海军常识

海军是海上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

国家海上方向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任

务，主要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

岸防部队等兵种组成。海军是一个国家对海上军事

和防御的全部军事组织，包括船只，人员和海军机构。

在海上作战的军队，通常由水面舰艇、潜艇、海军

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兵种及各专业部队组成。另

外，海军通常着特定的制式服装，使用特殊的旗帜、

徽章等标志。总之，海军是海洋上重要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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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领海问题从十四五世纪就

有人提出，19 世纪也有一些国家单

方面宣布了领海和领海宽度，但始

终没有为各国所公认。领海权问题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才正式成为

国际会议讨论的内容。1930 年，国

际联盟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法编写

会上，英美等海洋强国正式把 3 海

里领海原则提出来，并建议作为日

后国际统一领海宽度。这一提议显

然不符合中小沿岸国家的利益，所

以只有英联邦成员国和其他少数国

家同意。另外有 4 个国家将领海宽

度定为 4 海里，有 12 个国家定为 6

海里。前苏联则保持中立。

这一次国际会议，极大地唤醒

了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海权意识，并

激发了他们为争取更合理的海洋权

而斗争的热情。1943 年 8 月，与美

国毗连的墨西哥不顾海洋强国的压

力，竟然直接宣布了自己的领海宽

度为 9 海里，并郑重地写进了国家

的法律。1947 年被称为美国后院的

智利、秘鲁宣布自己的领海海域为

200 海里。1950 年，萨尔瓦多、厄

多瓜尔也先后宣布自己的领海海域

为 200 海里。随后又有 12 个国家先

后宣布其领海为 12 海里。

1958 年 2 月，联合国召开了

第一次国际海洋法会议，会上美国

代表再一次提出“3 海里原则”的

陈旧方案。美国人声称“我们海军

希望看到尽可能狭窄的领海，以便

保持在公海上的分布、通行和演习

的最大可能地不受各国管辖权的限

制”。美国等海洋强国的这一企图，

理所当然地被大多数国家所拒绝。

1982 年，联合国第三次国际海

洋法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后，才正式确定了国际一般通行的

领海及领海宽度的原则。《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规定：“第一国家有

与海洋国土海军

领海即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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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但领海宽度

一般不超过 12 海里。”

目前，虽然有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并得到了世界几乎所有

成员国的承认，但由于某些原因，

领海宽度仍然是不统一的。有的国

家为 4 海里，有的为 6 海里，也有

的坚持 200 海里的领海宽度。美国

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 3 海里领海的

国家，曾一直拒绝在《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上签字，但也于 1988 年

12 月宣布按照 1982 年联合国通过

的海洋法，将其领海由原来的 3 海

里扩大到 12 海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除了对

领海的界限划分作了规定外，还确

立了一些特殊海域的法律地位，如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又称

连接区、特别区等，是指在沿海国

领海以外而与其领海相连的海域，

其宽度限制在从领海基线起算的 24

海里之内。此外还有大陆架区域、

专属渔区等。

沿海国的领土主权

国家的领海主权主要包括以下

权利。

（1）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专属

管辖权。领海内的一切生物资源和

非生物资源均归沿海国所有。不经

过沿海国的同意，外国人不得进入

领海从事捕捞或其他勘探和开发活

动。沿海国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制

度准许外国人进入其领海从事上述

活动，而后者必须遵守有关协议的

规定和沿海国有关的法律和规章。

（2）航行管辖权。沿海国有权

制定有关领海内航行的法律和规章，

对领海航行实施管理。外国船只通

过领海时，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和规

章，并不得有损害沿海国和平或安

全的行为。沿海国有权限制外国船

只在领海中的哪些海域中通过。对

于违犯原则通过的一切外国船只，

沿海国有权终止其通过或将其扣留、

拿捕。

（3）对领海上空的专属权。领

海的上空是领空，未经过沿海国许可，

外国飞机不得进入该国领海上空。

（4）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

沿海国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防止、减少和控制领海海洋环境的

污染，并为此制定法律和规章。外

国船只在通过领海时，如果发现违

犯这些法律和规章的行为，沿海国

可对其进行实际检查，可以扣留船

只并进行司法起诉。

（5）对领海内犯罪的刑事管辖

权。沿海国对于领海内发生的一切

刑事、民事案件，均有司法管辖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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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外国军舰、用于非商业目的的

外国政府船舶以及享有司法豁免权

的人员例外。然而事实上各国对于

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发生的刑事

案件，一般都是从是否涉及本国利

益考虑，决定是否对其行使刑事管

辖权。

（6）海洋科学研究的专属权。

只有沿海国有权在其领海内进行海

洋科学研究，未经过沿海国的明确

同意并遵守其规定的条件，其他国

家不得在该国领海内进行这种活动。

（7）制定和实施其他法令的权

利。沿海国除有制定有关海洋自然

资源、航行、海洋科学研究、海洋

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规章的权利外，

还有制定有关海关、财政、移民、

卫生、电缆、管道、助航设施和设

备、海洋水文测量、无线电监督及

其他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法

令，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的权利，

以及对于不遵守法令、不服从管理

者给予相应制裁的权利。

（8）紧追权。当外国船舶在领

海内违犯法律和规章时，沿海国可

对该船实行追赶，一直到公海，并

把其拿捕交付审判。

（9）保持中立权。在战时，沿

海国保持中立时，交战国不得在其

领海内作战和拿捕商船。

外国船只如果违犯沿海国在领

海内享有的上述权利，会受到处罚。

在领海以外，沿海国为了一些

特定的目的也可以划定一些管辖区

域。下面让我们介绍这些分区。

（1）毗连区，是指在沿海国领

海以外而与其领海相连的海域，其

宽度限制在从领海基线起算的 24 海

里之内。在这个区域内，沿海国为

了保护渔业、管理海关和财政税收、

查禁走私、保证国民健康、管理移

民，以及为了安全需要，制定相应

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行使某种特定

的管制权。沿海国对毗连区的管制

范围不包括该区的上空。我国在《领

海和毗连法》中明确指出我国毗连

区的宽度为 24 海里。

（2）专属经济区，是指沿海国

家在领海以外与领海相邻接的，从

领海基线起算不超过 200 海里的专

属经济区。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沿海

国在该区拥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领海主权神圣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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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然资源的主权，以及对人工岛

屿、设施、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

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

全的管辖权。其他国家有在此区域

航行、飞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的自由。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既

不同于领海，也不同于公海，沿海

国在该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海床和底

土及其上覆水域，但不含上空。专

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新规定的区域。该区的确立扩展了

沿海国行使主权的范围，相对缩小

了实行公海自由的区域。

（3）大陆架区域，也称大陆棚，

是沿海国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

全部自然延伸，一直扩展到大陆边

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

从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到大陆边

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里，则扩

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如果大陆外

边缘超过 200 海里的，可视情况自

然扩展，但不能超过 350 海里。海

洋中的资源很大一部分是蕴藏在海

洋的大陆架中。据估算，世界海洋

石油最终可采储量约为 300 亿吨，

绝大部分埋藏在大陆架中。世界上

90％的海洋渔业资源也来自大陆

架和邻近的海湾。沿海国对其大陆

架有勘测和开发天然资源的权利，

并且有权利在大陆架设立、维持或

经营与勘测大陆架及开发其天然资

源所必要的装置或其他设备，有权

在该装置、设备周围设立安全区域

和采取保护这类装置和设备的必要

措施。外国船只和飞机在其他国的

大陆架享有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

权利。

（4）专属渔区，是沿海国为了

行使专属捕鱼权，或者为了采取养

护渔业资源的措施而建立的特别管

辖区域。渔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专

属渔区，在这种渔区内，沿海国行

使专属捕鱼权和渔业专属管辖权，

除非按国际协议或根据沿海国的法

律规章取得许可，外国渔民不得从

事捕鱼活动。另一种是养护区，又

称保全区，在这种区域内，沿海国

并不拥有专属捕鱼权，但可以采取

为养护渔业资源所必要的措施。外

国渔民在养护区内的捕鱼活动应服

从沿海国的管理。

大陆架的经济区可达 200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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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与海军

“海权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 海洋价值观

“国家海权理论”冲破了几千

年来人类把海洋视为“护城河”的

狭隘观念，确立了新型的海洋价值

观——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战略通道。

占地球表面 3/4 的海洋，是大自然

赋予人类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媒介

和各大陆相互交往的交通要道。谁

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并

进而控制世界财富。因此，海洋必

然成为渴望获得财富和拥有实力的

海上强国进行竞争和发生冲突的主

要领域。

海上强国要获得海上自由，必

须具备 4 个条件：

（1）必须生产足够的产品，作

为商品输出和进行商品交换。

（2）必须拥有足够的船只，作

为海上交通工具和进行商品运输。

（3）必须占有足够的海外基地

和殖民地，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发展

海外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4）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

以保护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以及

海域。

2. 海权要素观

构成海权的基本要素，主要有

以下 6 项：

（1）地理位置。一个不必通过

陆路保卫自己和扩张领土的国家，

其一贯目的就是向海洋发展。同大

陆国家相比，沿海国家所处的地理

位置十分有利，便于海军力量的集

中和分散。

（2）自然构造。海岸线是构成

国家边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通

向海洋的便利通道。国家从海上与

世界各国交往，其海上贸易、海上

运输和海上力量就会不断发展。

（3）领土范围。不仅指国家的

领土面积，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海

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特点。

（4）人口因素。不仅指国家的

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人口海军是海权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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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尤其是可以构成海上力量的

人口，即可以充当水手、舰艇兵员

以及生产海军物资的人员。国家拥

有能够从事海洋事业的众多人口，

是海权的主要因素。

（5）民族特点。依靠海洋强大

起来的民族，其显著特点是具有从

事海上贸易的才能。这样的民族必

须具有能够生产用于交换的产品，

以及拥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能力。

（6）政府制度。政府应该深刻

了解海洋对于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

的重要性，彻底认识海权的重要意

义，并竭尽全力为国家拥有强大的

海权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

海军应保证海上主要航道畅通并能

够在远洋活动。

上述因素的价值是相对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如果国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

对其拥有强大的海权必将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海军战略的关键就是

平时和战时建立和运用国家的海上

力量。

3. 海上力量观

建立国家海上力量优势的标志

是强大的舰队、商船队以及发达的

基地网。国家海上力量包括海上运

力和海上武力两部分。海上运力指

运输船只、沿海基地以及提供支援

的附属设施；海上武力指海军舰艇

部队。海权论者既反对俄国的“要

塞舰队”观点，也反对英国的“存

在舰队”观点。海权论者认为，海

军舰队应成为海上野战军，要塞和

基地应成为保障舰队在海上实施进

攻作战的根据地。

获得国家海上力量优势的手段

是夺取制海权。夺取制海权的方法

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因此，海

军在海战中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进攻

以摧毁敌方主力舰队，并进而夺取

制海权。海军战略的要素是：集中、

中央位置、内线和海上交通线。海

战中，应集中使用兵力，避免两面

作战，这是海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和

实现战略目的的主要手段。

1609 年，荷兰人雨果·格劳秀

斯发表《海洋自由论》，主张海洋

不受任何国家控制，所有国家都可

航母是目前海上的最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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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利用，奠定了近代海洋自由

法则的基础。长期以来，海洋自由

法则方便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

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

方便了少数海洋大国谋求海洋霸权

的需要。

海军实力的衡量标准

海军的实力水平主要靠以下

几个方面衡量：一是由国家性质

决定；二是由世界形势决定；三

是由经济实力决定，先进的大型

军舰固然好，但不是每个国家都

能承担得起的；四是由海上任务

需要决定，如护航、护渔、反海盗、

打击走私、反潜等。综合上述情

况，舰艇的规模并不是衡量海军

实力的唯一标准。

在海洋自由法则的基础上，“海

权论”适应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世界海上强国争夺海上霸权、扩展

海外势力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略需

求，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欢

迎。1890 年，马汉提出“海权论”

的第一部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在美国先后再版

32 次，并几乎被所有欧洲国家翻译

出版。

最先接受“海权论”的是英国人。

当时，英国正在辩论是否扩充海军

的问题，因而该书对英国海军建设

和海军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部著作对法国海军近百年来

海战的失败作了多处评论，因而受

到法国人的重视，并称赞其评论客

观公正。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将“海权论”

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扩充海军的理论

依据，并规定马汉的著作为海军学

校的教材。

“海权论”创立时，正是日本

全力扩充远洋海军的年代，因而受

到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致推崇。

在俄国，“海权论”早期著作

的俄译本被年轻海军军官奉为“经

典”，他们主张把“海权论”应用

于俄国海军和海上力量建设的观点，

受到沙皇的高度赞赏。

美国接受“海权论”作为国家“海权论”促进了海上军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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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时间比欧洲稍迟。1896 年，

罗斯福任海军部次长后，开始全面

接受“海权论”，并据此大力发展

海军，至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时，

美国远洋舰队的实力已经超过西班

牙舰队，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战后，美国海军四面出击，先后控

制加勒比海，占领波多黎各、菲律宾、

夏威夷、威克岛等许多海外领土和

领地。1907 年，美国海军改变过去

一百年来只注重海岸防御和商船袭

击的传统战法，建立起太平洋舰队

和大西洋舰队，跨进了远洋舰队的

时代。此后，美国始终以拥有世界

最强大的海军为其建军原则之一，

“海权论”成了美国军事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权争夺史

20 世纪 20 年代末，曾经长期

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

的《日本论》中，把日本侵略中国

的思路概括为蝎形战略：蝎子的两

螯钳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尾

部指向我国台湾。蝎子能否捕获目

标，中日在西太平洋海上的实力对

比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海权争

夺已经持续了 1400 年。

朝鲜—中国—南洋，这是丰臣

秀吉为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

而从历史上看，中日之间在海权上

的争斗严格地依照了这一路线。日

本出兵朝鲜，朝鲜向宗主国中国求

援，中日海战的规律从唐至清。

公元 663 年，中日之间第一次

战争也是第一次海战爆发。当时朝

鲜半岛、新罗、百济等国混战。唐

高宗应新罗王的请求，出兵帮助新

罗打败了百济。而一直支持百济的

日本天智天皇命人护送百济王子回

国重建百济。这是日本第一次试图

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

当时日军有战船 400 余艘，唐

军仅百余艘，因此盲目自大的日军

便在白江口“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

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

激烈海战，最后以日军溃败而告终。

这一败使得天智天皇向唐朝臣服，

近千年不敢动兵，开始以中国为师，

谋求自强。

800 多年前，元朝建立，志得

意满的忽必烈得悉日本幕府拒绝与

唐代海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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