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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海洋是华夏振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汪品先   

 

海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大家注意。在中国，海洋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

到重视。一方面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海洋

经济作为专章来撰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每片海

域都不平静，从俄罗斯与日本争议的北方四岛，到南北朝鲜之间的延坪岛，到中

日之间的钓鱼岛，更不用说南海诸岛，都在争议。这种局面说明，新世纪国际海

洋之争逐渐加剧，升温到了非常烫手的阶段。 

 

新世纪的国际海洋之争逐渐加剧 

 

人类对于海洋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几百年前，在海上跑来跑去的主要

是几个欧洲国家与美国等列强，而现在的海洋之争卷入到发展中国家。1970 年

以前，没有人对南海岛屿产生兴趣，现在各国对弹丸之岛都突然热衷起来，争的

其实是海岛周围与海底的海洋资源。这些都是新世纪关于海洋的新局面。 

以中日争夺激烈的钓鱼岛为例。其实，钓鱼岛不是一个岛，而是一群岛，离台湾

的基隆最近，离福建还远一点，离冲绳就更远了。钓鱼岛的争议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1955 年美国跟日本订了《旧金山和约》，钓鱼岛和冲绳一道

是由美国管的。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把冲绳还给日本的时候把钓鱼岛搭在一道给

了日本。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跳起来了，他们很敏感，发起了“保钓运动”。当时

的大陆“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大概都没有听说这个事。 

日本不光是要争钓鱼岛，还有一个大的目标是冲之鸟礁（日本称之为“冲之鸟

岛”）。冲之鸟礁露出海面的面积不到 10 平方米，日本在这里大做文章。如果

日本将这些岛礁（包括钓鱼岛和冲之鸟礁）拿下来的话，他能够占到 40 万平方

公里的海域，而日本现在的海域面积连冲绳加上去才三十几万平方公里。 

不光中国跟人家争，别的国家也争。韩国跟日本争独岛（竹岛），现在闹得不可

开交。因为不住人的岛屿是无效的，所以当年韩国一位青年自己到独岛上住了两

年，成了韩国的英雄。日本当然不答应，2008 年日本教科书里写竹岛是日本的，

两边就干起来。但是韩国民众反应之强烈，把它的教科书烧掉不说，总理亲自到

岛上宣示主权，一位妇女把小指头砍掉以表决心，还有人说要切腹自杀抗议日本。

韩国是以海洋为国家目标的。韩国的海洋政策很积极，专门搞了一个海洋部，大

力发展海洋事业，在经济上走的很远，技术上也很先进。韩国现在通过蓝色革命



来实现海洋兴国。 

甚至可以讲，新兴国家无一不动海洋的脑筋。新兴国家中最有名的是“金砖四国”

（BRIC）。其中，俄罗斯本来就是海洋大国，现在巴西、印度、中国都在动海

洋的脑筋，巴西最为成功。巴西是金砖四国之首，发的是海洋财，巴西的石油产

量 90 年代才几十万桶／天，到 2010 年已迭 270 万桶／天，成了世界上的石

油大国，其中 90％是深海石油，巴西的深海石油开采技术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印度也不客气，现在开展大国海洋战略，在海洋上发展很快，而且企图向中国挑

战。印度海军是亚洲国家“二战”以后第一个有航空母舰的。最近印度军舰访问越

南，要在金兰湾搞一个基地，越南也邀请印度一道开发南海石油。 

 

实际控制权才是根本 

 

我们现在关于南海的主张是九段线，原来是十一段线，后来我们跟“自家兄弟”

间的两条线抹掉了。九段线中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的 200 多个岛礁。

岛一直是干的，可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礁有时候露出水面有时候不露出水

面，岛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现在我们说，这四个群岛的主权是我们国

家的“核心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说的虽然晚了一点。 

中国现在收复南海的群岛，主要目标有两个：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其中，南沙、

最大的岛屿是太平岛，有淡水，是可以居住的岛屿。第二大岛是中业岛。这些岛

屿都是根据当时收复岛屿的国民党政府的军舰来命名的。 

今天中国在南沙的局面并不乐观。南沙四十几个岛礁当中，越南占了 29 个，数

量最多，菲律宾第二，中国大陆才占 9 个。其中，太平岛在台湾手里，这是最

好的一个岛，中业岛在菲律宾手里。40 几个岛礁，绝大部分被他国占有，而这

些事情都是发生在 70 年代之后，应该说现在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占的最主要的岛礁是永暑礁，另外，华阳礁和美济礁面积稍大，还有几

个小的。我们在美济礁上造了一些建筑，我们开始去是 1995 年到 1998 年期间，

在那里造一些设施。菲律宾发现以后就派军舰来打，所用几招和今天是一样的，

一是来侦察，不让我们施工，二是菲政府说这个工业要国际化，三又抱美国的大

腿，让美国出面，还搞军队现代化，等等。最后我们没有理睬它，派船照做，现

在美济礁就在我们手里。海洋争议当然要讲法律，但最重要的是，谁拥有实际控

制权才是根本，否则光有抗议是没有效果的。1999 年我们在美济礁造了钢筋混

凝土的建筑，2005 年又造了多功能平台，现在美济礁就牢牢控制在中国手里。 

但是，就在太平岛附近的中业岛，却被菲律宾占领了。1972 年，50 个菲律宾

军人登岛驻扎，现在大概有 300 个准军人，最近说它要办幼儿园。国际上有一

个惯例，一国实际占领一地 50 年就取得该地所有权了，菲律宾 1972 年占领中

业岛，到今年正好 40 年，还有 10 年，如果中国政府不动作，中业岛将来就姓

菲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海洋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搁置的。 



我们和越南也打过，我知道的起码有两次，第一次是跟南越，第二次是跟北越打。

而越南这几年又热闹起来，到中国使馆游行，等等。现在实际上在南海收益最多

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离我们远，但是占了南沙很多岛屿，南海最好的石油是

在南边，他们开发了很多。2008 年马来西亚副首相亲自登上弹丸岛宣示主权，

有大批媒体记者跟随。所以，我们在南海的处境是很不利的。 

 

争夺的核心是海洋资源 

 

为什么现在争议会这么剧烈呢？说到底是资源。根据 1994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岛屿周围的 200 海里为主权国的专属经济区，其中的固定资产，包括海底

的石油和其他资源都是属于主权国的，所以岛屿现在变得那么金贵。 

西太平洋岛屿特别多，但都被各个国家占掉了，所以我们出去都是他国的专属经

济区。这次蛟龙号要试验下潜 7 千米就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去试验的海域都在

他国的主权之下。而更重要的是海洋资源，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经济就是海

底的石油和天然气。因为石油贵了，开采技术好了，再深的海底石油也能开采，

所以，石油一跃成为世界海洋经济的首位。另外，石油可以带动一连串经济部门

和技术进步，比如造船、管道、检测仪器，以及勘探技术、潜水技术，等等。由

石油带动的海洋工程的经济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南海的石油蕴合非常丰富。南海北边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不少油气了，但南海最好

的油气在南沙海区，包括印尼的海域，这些海区的争议也是最多的。2005 年，

菲律宾、越南和中国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南沙海域。7 年过去，现在根本没有进

行任何实际的工作。这是一种“单恋”，我们说咱一起来弄，人家另外找到“小三”

了，跟别人合作了。菲律宾找到荷兰的壳牌公司，发现一个大气田，据说这个气

田能够解决菲律宾三分之一的用电，你想他会让吗？这个气田已经在建设，就在

我们的九段线边上。 

不光是石油，南海的通道确实是我们的生命线。中国现在一年的石油消耗大概是

4 亿 6 千万吨，其中 2 亿 6 千万吨需要进口。最主要的进口通道是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是一条很窄的“弄堂”，如果我们海上失势，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 

当然，海上闯起祸来也不是一点点。前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创了一个记录，

在 1259 米的水深处打了一口深井，从海面到井底的钻具长达万米，发现了一个

大油田，正要封井准备庆祝的时候闯祸了，形象地说是一个大气泡上来没有关住，

爆炸了。爆炸毁掉平台，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海底的油封不住，不断地出来，造

成的污染每天要花 3 千万美金来对付，半年才制住。中国也有这样的事，中国

渤海的蓬莱油田漏油，和美国的康菲公司现在还在打官司，但规模小得多，不能

相比。 

 

再不抓海洋后面没有出路 



 

中国海洋事业现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口。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再不去抓海洋，将

来是没有出路的。当年朱元璋的海洋政策是不准下海；林则徐的海洋政策是虎门

炮弹装好了，把外国人堵住不让进来。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近岸沿海。

而这几年变了，特别是最近 5 年，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海洋的重视程度是空

前的。今天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化已经不可能再闭关自守了，国家的利益已经走向

世界大洋了。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趋势，海洋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除了我们的管

辖海域以外，深海远洋也已经在争夺了，而且这种争夺就是靠高科技。 

去年一位德国教授送我一本书《基辛格论中国》，他在结尾的部分写到：20 世

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历来就是靠海洋，德国不是，德国后来

也想走向海洋，而且它是从潜艇搞起来的。20 世纪这两个国家一直打，这是一

个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打。21 世纪现在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美国是海

洋国家，中国是陆地国家，这两个国家会不会又重复英国和德国的故事？基辛格

起码不是特别友好地将中国比做失败的德国，将美国比做成功的英国。但是，这

个话某种意义上又说对了，因为美国在海上确实是占优势，而我们在海上确实是

居于劣势，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今天跟 20 世纪不同，今天的海洋争夺

不光是靠炮舰，而是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海洋争夺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突出，科学界对于国家海洋上所赋的社会责任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重要。 

19 世纪，中国的失败是从海上开始的，21 世纪华夏振兴，也必须从海上站起来。

让我们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直面当前海上的处境，积极应对，迎接新世纪的挑

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