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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50 华诞之时，中

国航海学会迈入创建 45 周年的发展期 O

回眸凝望，中国航海学会经历筹建、起航、搁浅、扬帆远航，在改革开

放 30 年里乘风破浪，驰骋万里。中国航海学会 45 年的发展史是中国现

代航海事业发展历程的见证和缩影，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科学事

业不折不挠的前进轨迹。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时任交通部副部长于眉

同志为代表的中国航海界知名人士审时度势，建议筹办中国航海学会，加

强同行间经验交流，开展科技活动，以此作为促进航行安全，提高航海科

学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o 1963 年 6 月 22 日交通部向中国科协发函

[交水督(63 )潘字第 12 号]，提请建立"中国航海学会筹备委员会" 0 8 

月 15 日，中国科协函复交通部"同意成立‘中国航海学会'" [ (63) 科协字

第 148 号J.并"请即提出筹委名单，制订工作计划 "O 至此，中国航海学

会的历史航程正式启动。在中国科协和交通部的领导下，在海军司令部、

水产部、六机部七院、国家海洋局和海员工会等单位的支持下，中国航海

学会筹委会于 1965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中国

航海学会在历史舞台上正式亮相"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在业界同

仁满怀信心，奋发图强，迎接航海学会发展的时候"文革"十年浩劫降

临。 1966 年 5 月，中国航海学会以及除广州航海学会以外的各地方航海

学会筹委会接连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举，也迎来了科

学技术的春天。我国的河海运输、海洋勘探、渔业捕捞、海上救助打捞、海

军建设迈入新的发展轨道，航海科学技术中兴的东风终于鼓起了学会这

艘航船正式起航的风帆。在中国科协、交通部党组的领导下， 1979 年3 月

17 日，中国航海学会筹委会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进一步推进建会筹备

工作O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实现伟大历史战略转移的新形势下，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推动与鼓

舞下，继 1965 年中国航海学会筹备大会以来相隔 14 年之久，经中国科协

批准，中国航海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 1979 年 4 月 1 日至 7 日在广

州召开，孕育了 16 年的中国航海学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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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 年至今，在中国科协和原交通部的领导下，在政府有关部委

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中国航海学会在历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在一

代又一代学会同仁和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航

海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作为航海科技工作者

之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不断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不断

提高服务能力，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决策咨询与技术服务、承接政府职能

转移、航海科技工作者队伍建设、科学普及、继续教育、书刊出版、表彰奖

励、促进海峡两岸航运交流、郑和研究及促进"中国航海日"活动开展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赢得国内外良好声誉，为促进航海科技的发展，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航海强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航海学会是由航海科技工作者及交通、海军、海洋和渔业系统中

的有关单位自愿组成，是依法登记成立的具有公益性、学术性的法人社

团，挂靠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业务主管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其

组织体系中包括各专业委员会、地区航海学会，会员网络覆盖全国航海界

及相关领域。从 1964 年 2 月至 10 月间，广州市、上海市航海学会筹备委

员会相继成立算起，沿海沿江、贯穿南北的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地

区航海学会在 40 多年中相继成立，发展壮大。在中国航海学会初期的直

接领导和业务指导下，各地航海学会立足地域航运事业、经济社会的发

展，凝聚业界智慧，加强组织建设，在航海界及社会相关领域树立了"三主

一家"的鲜明形象，为促进航海科技的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海强国，

为地域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她们三四十年荣辱与共、坚韧不

拔的发展轨迹以及累累硕果，成为中国航海学会历史长河中璀澡的群星。

《中国航海学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地区航海学会的发展

史，是一个展示形象的精彩纷呈的社会舞台，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互相提高的良好平台 O

学术水平和地位是衡量一个学术团体的重要标尺，是学会的生命力，

也是学会服务航运经济、服务社会的力量源泉。为了促进航海学科的全

面发展，经历多年建设、调整、充实，中国航海学会现有 19 个专业委员会

以及《中国航海》、《航海技术》两个期刊编辑部 O 特色鲜明、活动丰富的

专业委员会是中国航海学会发挥学术交流主渠道作用的主力军，各专业

委员会搭建的交流平台和组织的专家网络紧紧围绕航海事业的发展趋

势，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发展对航运业的需求，紧紧围绕生产实践的需要，

紧紧围绕提高航海科技工作者队伍的学术水平，多渠道、多层次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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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专题研讨，掌握学科前沿动向，推广研究成果，培

育学术人才，推动航海科技进步。以《中国航海》、《航海技术》为代表的

中国航海学会系统编辑出版的学术和技术期刊、著作、论文集是学术交

流、传播航海知识的重要载体，成为航海科技工作者展示科研成果的平

台，交流、推广经验的园地和普及航海知识的窗口，也推动了航海文化

建设。

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中国航海学会结合实际，对

45 年来的实践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在新的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加强自身建设，扬学术风帆，增服务效能，推动我国航海科技水平的提

高，推动航海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在中国航海学会第六届理事会领导

的商议下，决定编写《中国航海学会发展史}，展示 45 年来的历史足迹、

主要成就，总结学会建设的主要经验，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务

实基础。《中国航海学会发展史》既是详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历史资料汇

编，又是关于中国航海科技学术团体发展模式、功能定位、制度建设、实践

活动、社会作用的参考书，具有现实借鉴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J令:tt- J
2008 年 11 月

3 



τ. 

引

中国航海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和考古验证的航海活动至少可以追

溯到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航海技术曾走在世界前列，推动古代

航海事业"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但是，由于中国近代

几百年闭关锁国、外敌入侵、国运衰落，导致中国航海事业陷于停滞、落后

的境地。新中国诞生后，历尽劫难的中国航海事业全面振兴。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航海事业以较快的发展速度不

断进步，日趋繁荣，中国远洋船队航行于世界各海域和绝大多数港口，航

海业务涉达世界航海各领域，从航海贸易往来、航海文化交流，到远洋捕

捞、人命救助、极地考察、海洋开发和海上军事，从航海科技、教育快速发

展，到航政管理现代化、与国际接轨……呈现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兴盛

景象。

历史悠久的中国航海事业正书写着不断突破、与时俱进的辉煌，对国

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和重大贡献与日俱增，推动着航运大国、海洋大国以矫

健的雄姿，迈向世界航海强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 1963 年 8 月 15 日

以[ (63) 科协字第 148 号]文批复交通部，同意成立中国航海学会。中国

航海学会这艘航船在时代风云变幻和航海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中，绘就

45 年不惧风浪、锐意进取的恢宏航图。作为跨行业、跨部门的航海科技

工作者的家园和交流平台，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航海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

纽带，作为国家发展航海科技事业重要的社会力量，具有 45 年发展历程

的中国航海学会凝聚了全国航海科技力量，积聚了航海业界智慧，为推动

中国航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航海事业的进步，不懈努力，做出了历史

性、开创性的贡献，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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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曾生同志任交通

部部长，同年当选为中国航

海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长， 1981 年因工作调动，辞去

理事长一职。 曾生同志任理

事长期间，领导学会认真贯

彻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方针，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开展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

和科普教育活动，积极推动

学会组织建设，组建了学术、

霄生 编辑、科普、国际交流等工作
机构，解决了学会工作人员的事业编制，恢复了学报

《 中国航海~ ，为广大航海科技工作者提供交流经验、知

识更新、成果展示的园地。 在积极促进海峡两岸通航

与和平统一祖国方面，开展了航海界共同关注的活动，

取得了十分有益的成效，为中国航海学会的发展奠定

了稳固的基础 O



1981 年彭德清同志任交

通部部长、香港招商局董事

长，同时当选为中国航海学

会理事长至 1992 年(第二届

理事会) 。 在他领导下，学会

完成了多项重要学术成果和

提出了重大决策咨询建议，

对推动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和航海科技进步起到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O 彭德清同志积

极推动航海奖学金的设立，

彭德清 组织开展了伟大航海家郑和
下西洋 580 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徐福的研究，先后主编

了 《 中国航海史~{ 中国船谱》 和 《 中华海魂》 等书籍。

这些书籍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

涵，填补了我国航海史书的空白，并取得了海洋文化研

究的成果。 十多年来，在彭德清同志专门负责与领导

下，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己编辑出版

80 余本、 3000 多万字的有关史书 O 十多年来，彭德清

同志对学会各项工作倾注大量心血O 由于彭德清同志

的积极推动，学会发展成为专业门类较为齐全、学术活

动频繁、学术研究活跃、颇具影响的全国航海学术社会

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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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手且乙

1985 年林祖乙同志任交

通部副部长， 1992 年当选为

中国航海学会第二届理事会

理事长并在第四届、第五届

连续当选至 2004 年届满 O

曾代表中国航海学会出任国

际航行学会联合会第八届副

主席 O 林祖乙同志在学会任

理事长的 12 年中，经历了学

会低潮 、 整顿、振兴、发展等

历史阶段。 为改变学会的经

济困境，他以加强内部规范

管理及建立、完善规章制度为抓手，加强队伍建设，注

重提升服务能力，坚持民主决策，使学会工作不断开

拓，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艰苦创业 、 勤俭办会的同

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建立 、 完善了年度学术交流和

优秀论文坪选奖励制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针，积极募

集基金，为学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O 林祖乙

同志积极推动 、认真组织和实施"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论

文奖""中国航海科技奖"奖励活动;促进了航海学科的

发展和科技人员成长 O 多次组织学会为政府部门提供

技术咨询建议，并获得国家奖励。 自 1995 年以来，由

于林祖乙同志加强了磁罗经技术服务工作的整顿，使

该工作在全国规范有序开展，不仅为船舶安全航行提

供技术服务，且逐年为学会系统赢得效益，成为一个稳

定的经济增长的支柱，为学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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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洪善祥同志调

入交通部，任交通部副部长，

2004 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航海

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 。

担任理事长期间，提出以增

强服务意识，带动学会自身

建设;以加强学术交流，促进

学科发展，以提供技术咨询，

扩大学会资金积累的新思

路。 四年中，不断推进磁罗

洪善祥 经技术服务工作适应新形势
要求，使其管理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不断扩大国际交

流与合作，参与的人数与学术水平达到了新的起点 O

在继续抓牢技术服务质量的同时，注重扩大服务范围，

使获得航海学会科技奖的技术人员破格参加技术职务

的任职资格坪审，此外，在洪善祥同志领导下，学会坪

出的《外高桥集装箱码头建设集成创新技术研究~~ 长

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成套技术》 等航海科技奖又获

得国家重大奖励，由于学会各项工作作出成绩，得到广

大会员单位的重视和支持，为学会科学发展做出了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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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中国航海学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五届二次理事会

2004年11月，中国航海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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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中国航海学会在杭州首次主办大型国际会议
一一亚太地区海运学术讨论会

1994年9月，由中国航海学会主办的国际航行学会联合会第八届
大会及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400人的大会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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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中国航海学会在大连召开中日韩航海学会学术交流会

20∞年起，受交通部委托，中国航海学会承办的全国海洋船舶系列
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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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航海学会在"中国航海学会会员之家活动日"
为获中国航海科技奖的单位颁奖

2008年，中国航海学会召开磁罗经技术服务工作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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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证书
为表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

特颁发此证书 。

项目名称 : 长江 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

奖励等级:一等

获奖 者 : 交通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

2 

证书号 2∞7-J-223-1 -D1 -∞1

2007年 ， 由 中国航海学会推荐的科研项目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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