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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之争和科技界的历史责任

汪品先#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

学院教授# 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 美国科学促进会

!MMM:"会士等职$电子信箱%NI%0F-DE+F-(/&.)4&5F&

近年来#围绕着海岛归属的国际争端不断升温#历来无人过问的小岛甚至潮水淹没的礁石#都成为各国

争夺的对象& 海上之争古来就有#这回海岛之争的根子却在海底& #==? 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

了 7$$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沿海国对大陆架自然资源的权利# 这些权利主要指的还不是海面和渔业# 而是海

底)))海底的矿产和固定的生物资源&按照这个公约#有的国家占领一个小岛就可以将周围 7$$ 海里范围划

为专属经济区#其申报的海域就比它本土的面积还要大&
人类开发海洋#历来讲*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指的都是海水,海面#并没有涉及海底尤其是深海的事情&

直到 7$ 世纪初期#人们还以为深海是一片死亡之地#没有生命#没有运动&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主要源自 7$ 世

纪后半叶#"$ 年代证明了洋底在扩张#9$ 年代末发现海底热液和 *黑烟囱+# 接着又发现不依赖光合作用的

*黑暗食物链+#后又发现直至深海底下上千米的地壳里还有微生物生活#且总量可能占地球上生物量的 #C<&
自此#蕴藏着未来世界宝藏的深海海底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 海底资源最重要的当然是石油#目前估计

未来油气总储量的 ?$O将来自深海海底& 因此#一个小岛就有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海底油田#这怎么能不

引起国际间的争夺-
与陆地的勘探,开发不同#海底的勘探和开发完全依靠高科技& 没有下海,深潜的能力#即便坐拥大片海

域#也只能望洋兴叹& 因此#7# 世纪的海洋之争#实际上就是科技之争& 当年靠炮舰争夺海面#现在要靠高科

技争夺海底& 当前#许多国家开展的所谓*海洋考察+#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都承担有科学以外的目

的& 科技在国际海洋权益争夺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科技界对于维护国家海疆所承担的社会

责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海洋对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中国海疆权益面临的挑战也越来

越多&无论是南海还是东海#围绕着海域和岛礁归属发生的争端日频#而争夺的关键都在油气等资源&中国南

海南部的海区#是西太平洋区权益之争最为复杂的地方#这里也是南海油气远景最为看好的海域& 维护中国

自己海域的权益#科技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海洋科技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中国的海洋事

业正在经历着郑和下西洋之后六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发展良机& 中国海域尤其是深水海域科学调查研究程度

都还很低#科技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抓住机遇发展海洋科技#把研究和开发中国海域的责任担当起来#
并且向全世界展示%科学认识中国海域的任务#是由中国科技界完成的&

回顾国际海洋科技发展史#海洋尤其是深海研究的突破#都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结合#通过组织大型合

作计划才得以实现的#而这正是中国当前的弱点所在& 目前#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层面的学术目标和技术

手段#以及能够产生国际影响的基础研究大计划,大项目&我们的海洋技术和海洋科学目前是分离的#相应的

海洋科研也是各自为政& 这种分道扬镳的体制使得中国难以在海洋科技上取得重大突破#只能小打小闹#在

国内热闹热闹& 除了管理体制的缺陷外#认识问题尤其是决策层的认识问题也很突出&
*海洋科研队伍太小#上大项目条件还不成熟&+表面看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按此逻辑#当年怎

么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功-大项目正是形成大队伍的有效途径&可见#关键并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而是将海洋科技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

*海洋固然重要#陆地上的问题更加迫切&+人类生活在陆地上#陆地比海洋与人类的关系自然更加直接&
问题是社会在发展#你不抓海洋人家却在抓紧抓#长此以往我们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 欧,美,日本正在发

展的海底联网观测系统#目标就是要将大洋海底置于其网络实时监测之下#面对如此剧烈的海上竞争#难道

我们还要袖手旁观等下去吗-
*海洋科研是一项长期任务#不用急#慢慢来& +这种论调正是今天中国海洋事业*雷声大,雨点小+的根

由& 历史上#海洋文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每次战争都曾因为轻视海洋而付出了惨

重的血肉与领土代价& 在当前国际间剧烈的海底竞争中#我们难道还要为这种落后的意识继续付出代价吗-
当代的海洋权益之争#最终将表现为科技之争& 每每看到祖国的海疆权益受到挑战#科技界*匹夫有责+的情

绪就当油然而生& 但是#和陆地不同#陆上可以*投笔从戎+#海上却不能*纵身下海+#海洋科技比陆上科技更

需要组织#更需要科技决策层面的部署& 经过多年的准备#中国在国

家层面科学和技术结合的有关海洋大型计划已经呼之欲出#科技界

正翘首以待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近期以来#国家领导对于发展海

洋事业的批示#大大鼓舞了学术界的士气$科技决策层的高瞻远瞩#
也 必 定 会 化 为 在 海 洋 科 学 上 实 施 重 大 举 措 的 决 心& 可 以 指 望#当

7$7$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时候#中国将拥有一支通过大型计划

锻炼成长的海洋科技队伍#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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