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美国的大三
、

四倍 准备将来打

穿地壳
。

现在这艘
“

地球号
“

钻探

船已经下水旧本方面明文宣称要

在海洋科学里
‘

起领导作用
“

与

美国争雄
。

韩国提出 了计划 要

从陆地型的发展转为海洋型 而且

在东海济州岛西南 已经建成了目

前全球最大的海上观测平台
。

海洋

上的科学举措 其实际意义往往远

超出学术范围之外
。

美国利用当年

监测前苏联核潜艇的高技术 正在

建设海底观测网 向下监测海底和

地壳深部 向上观测大洋水层
,

通

过光纤网络连接到陆上 以供应能

量
、

收集信息 进行多年连续的自

动化观测
。

进行中的东太平洋 海

王星
“

计划 由美
、

加

两国投资近 亿美元
,

用 。。公里

光纤带电缆 将上千个海底观测设

备联网 年建成后运行 年
,

从海底地震预兆 到海水 中鲸鱼游

弋
,

都在其
一

视野
’‘

之 内
。

这种海

底观测网必将全球化 其实日本在

西太平洋的海底地震观测网 早已

铺到了我们
“

家门口
” 。

面对这种

种动向 中国亚需考虑对策
。

确切 我们都知道 国家的领土完

整
、

海上权益 必须有海洋的保证

我们进 口 的石油 通过马六甲

海峡输运 我国的能源
,

迫切需要

深海油气的突破 ⋯ ⋯但是海洋在

中国 始终属于部门性质的事 从

来没有像美国那样 对我国在海洋

上的现状和政策进行全方位 长视

野的评估 从来没有在国家的最高

层面 为 中国的海洋国策做过定

位
。

而国际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

掉以轻心
,

我们必须立即回答
二

在

新世纪大洋的国际竞争中 我们的

定位在哪里 是甘心以陆地大国自

居
,

还是也要进入世界大洋

史鱼鱼鱼丝喳
口习

美国
,

年美国国会提出对海

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 年 成

立了 人的海洋政策委员会 经

过三
‘

四年的调研 于去年 月向

总统与国会提出报告
,

认为美国在

海洋方面鱼需改变政策以适应形

势和制止多年的滑坡
。

作为第一项

措施 年 月美国总统宣布

成立一个部长级 的海洋政策委员

会 直属总统办公室
。

如此全面反

思海洋政策 美国三十多年来还是

第一次 而直属总统的海洋政策委

员会 更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 这

固然是由于沿岸人 口 剧增
、

海洋环

境恶化 亚待更新战略措施 而更

加直接的原因 是发现美国在海洋

上的地位连年滑坡
。

如果说 一百

年前海上的国际之争靠的是炮舰

现代的海洋很大程度上是科技之

争 至少表现为科技之争
。

美国惊

呼 海洋的气候研究已经不如欧

洲
,

日本已经明确提出与美国争夺

海上领导权 甚至韩国的水下无人

运载器也已经不在美国之下
。

面对

国际挑战和国内需求
,

美国去年

月的这份称为 世纪海洋蓝图
“

近十几年来 中国在海洋上的

地位和对海洋的投入都有显著的

提高 我国海上石油产量 已经超

过全国总产贤的 我国造船的

吨位
,

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三
。

深

海大洋方面 从太平洋的资源调

查
,

南北极的科学考察 到南海的

大洋钻探 我国都已经进行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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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有的已经取得国际瞩 目的成

果 但是各个项 目
、

各个行业的进

展 并没有形成合力
。

分头的努力

只能得到零星的结果
,

我国并没有

国家级的海洋计划
。

就像过江隧道不如桥梁显 眼

一样 深海的事情总不如上天那样

引人注 目 虽然海洋对人类的关

系 要比外星球密切得多
。

当然
,

重视海洋的呼声六, 并未淑 从

每年两会期间委员
、

代表的发言

到平时各地媒体的报道
,

发展海洋

事业
、

加强海洋意识 呼吁声此起

彼伏 从来不见有人反对 但恐怕

也很少有人认真
。

原 因在哪里 其

实还是深层次的不同认识
。

中国是大陆国家 不好跟人

家 比
’‘ 。

可美国不 也是 大陆 国家

吗 关键在我们 自己的定位
。

中国

公里的海岸线 万平方

公里的海疆
,

难道不应该同时也是

海洋大国 明朝海禁以后数百年

的主动
“

锁国
‘’

上世纪中期以来

数十年的被动
’

锁国
’‘ ,

使我们常

常忘记或者疏忽国家的海洋权益
。

而这种疏忽是要付出代价的
。

清朝

晚年的代价且不说
,

现在
‘

台独
“

的一种论调 不就是 中国是大陆

国家 台湾是海洋国家
’‘

吗

海洋也就是近岸
。

家门口还

没弄清 跑老远去干吗
。 ‘ ’

殊不知

世纪的经济
、

军事和科技 都已

经全球化
。

经济上早已进入全球大

循环 军事上也已经不能像林则徐

那样靠虎门炮台来保卫陆地 科学

上贝更加如此 正因为我们不了解

大洋 家门口
“

的海洋也无法弄

清
。

其实 从太平洋的资源调查

南北极的科学考察
,

到南海的大洋

钻探
,

我国已经在深海大洋进行了

大量工作 有的已经取得国际瞩 目

的成果 但是分头的努力只能得到

零星的结果
,

并不是国家级海洋计

划的一部分
。

海洋是重要
,

就是太花钱

只能是长远的目标
。 “

这句话 在

十年前还真有道理 今天还这样讲

就缺乏根据
。

海洋既是投入 又是

产出 目前我国海洋产业还只 占总

产值大约 而韩国就已经超

过 有了投入才能增加产

出
。 “

十五
“

期间我国仅以专项形

权益之争的新形势
,

确定符合国家

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海洋国策 确定

在国际海洋竞争中的定位
。

制定海洋国策 是中国历史上

划时代的举措 而海洋国策的执

行 要求有相应的权威机构
。

借鉴

国外经验 结合中国实情 可以考

海崖已经不只是人类认识地瑞的薄霸环节

甚至空白
,

而贾是国家资原和安全保膝之所系
。

式对海洋的投入
,

就有 亿之多

但专项之间互不相关 形不成
’‘

拳

头
“

目前
,

一批新的海洋调查勘

探船只正翻奎造 但又是各个部门

分头建造 各 自使用 就是形不成

国外那种高效率的公 用船队
。

因

此 中国的海洋不仅有待加强投

入 也迫切需要有国家层面的统筹

规划 提高效率
。

总而言之 我国经过近年来的

发展 已经走到了选择的关 口 我

国的海洋定位和海洋国策的制定
,

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
。

制定我国的海洋国策

现在 海洋已经不只是人类认

识地球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 而更

是国家资源和安全保障之所系
。

从

经济到军事 从科学到技术
,

我国

各部 门近年来在海洋方面都有重

大的进展和投入
,

现在急切需要的

是国家层面的统筹 而这种跨部门

跨行业的统筹
,

已经不可能由一个

局或者部来承担
。

为此 我们的当

务之急是在国家的最高层面 确定

中国在海洋上的定位
。

之所以要提

到国策高度 不仅因为海洋涉及政

治
,

经济 科技和文化的各个方

面 还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

缺乏对海洋的全面考虑
。

中国既不

能像美国和前苏联那样搞全球海

上战略 又必须摆脱长期
‘

锁国
“

的阴影
,

按照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

虑建立 由国务院领导亲 自挂帅的

海洋委员会 涵盖我国从海洋权

益 海上安全到海洋经济 海洋科

技各个方面
,

负责我国海洋 目标与

政策的确定 我国海洋事业的统筹

协调
。

下设专家委员会
,

具体协调

我国各部门的海洋的科技发展和

重大计划 使全国海洋工作的棋下

在同一盘上
。

当然 决策只能建立在调研的

基础之上 无论是海洋国策的制

定 或者海洋委员会的建立 都首

先要求以历史和全球的视野 从国

家层面进行评估
,

从历史角度进行

反思
。

近年来 我国的海洋系统和

科技界已经做过不少调研 但往往

属于部门或者局部性质
。

现在需要

的是从国策的高度立项调研
,

广泛

动员军政财经科技等各界的力量
,

回顾历史 分析现状 展望将来

提 出我国在海洋上 的目标和对策

建议
。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 周年

的今天
,

这个历史壮举及其结局极

其值得我们深思
。

与爱琴海产生的

西方文明不同 源 自黄河中游的华

夏文明
,

并没有珍
‘

昔自己历史上 出

现过的海上优势 反而从海上开始

遭受列强的蹂厢
。

现在 华夏的振

兴 出现 了数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
,

如能抓住机遇 总结历史教训确定

海洋国策
,

抛掉闭门锁国的阴影

走向深海大洋
,

其结果不仅是当前

受益 而且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

一大转折
。

各
中日苗岸脱夯公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