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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区划与规划》

前言

　　21世纪是海洋开发利用的世纪，各国“蓝色圈地运动”激烈展开。中国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获得更多的海洋利益，分享应得的利益份额。西部大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
，是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重大决策。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外
向性增强，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依存度增大。21世纪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
的开发与管理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个变量；其解决的好坏，决定着未来中
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美国著名的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
，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起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
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的战略与经济价值日益凸现，它对中国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领土领海完整。在中国海洋国土中，南海面积最大。南海占我国海域面积的2／3，巨大的空间
资源与海洋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是能源。南海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如石油，已探明的石
油资源量为630亿吨，在我国传统海疆范围内为420亿吨。我国现在每年消耗2．5亿吨，够用168年；再
次是地缘战略。南海居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汇中心，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
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因此，21世纪南海和中国的经济安全有了不可分割的天然的
联系。南海是许多国家的“海上生命线”。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
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航行均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据中
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最新发布的2006年能源蓝皮书《中国能源发展
报告》预计，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在2010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0％。目前，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这些进口石油绝大部分必须经过南海航线，充分开发、利用
和管理好南海，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与民族的生存问题。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
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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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区划与规划》

内容概要

《海洋区划与规划》编著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区划区域的自然属性结合社会需求，确定功能区域的主导
功能和功能顺序，归纳与探讨国内外关于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规划的基本原理以及一般方法。为
海洋管理部门制定海洋开发战略、政策和规划奠定科学基础；宏观指导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建立良好的
开发利用秩序，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协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各种关系，实施海洋综合
管理；依据海洋功能类型，确定海洋环境管理类型，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保护海洋环境；
为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制定海域使用收费标准，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提供基础和科学的依据。也为
有关涉海各机关和部门合理使用海域、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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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区划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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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区划与规划》

章节摘录

　　2．新的海洋技术体系正在形成　当前，海洋科学和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新观
点、新理论大量涌现，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新的海洋技术体系正在形成，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令
人瞩目的开创性成就。在海洋科学方面，海洋物理学已从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研究，从研究局部海区
变化发展到研究全球各种尺度的海气相互关系。大洋涡旋的发现，改变了大洋环流的传统观念，这
是20世纪70年代海洋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大洋涡旋的研究，推动着海洋预报、大洋环流理论及
气候模式论的发展。今后将重点研究海气相互作用，特别是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及其对大气中二
氧化碳含量变化的影响。海洋地质学是近20年来成果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在基础理论方面，板块构造
学说、海底扩张理论、海洋沉积学等都取得新成绩，提出了新见解。特别是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使
长期悬而未决的海洋起源问题得到解决。在应用科学方面，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与评价，海底金属矿
床成因等研究有了新进展。今后将把大洋地壳、被动大陆边缘、主动大陆边缘区域的地质现象、过程
和机制作为深入考察和研究的重点。海洋化学方面近年来世界发达国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美国侧重深
海远洋和从全球角度进行海洋化学研究，而日本更重视实用海洋化学的研究。当代海洋化学家为从化
学观点了解海洋环境以及定量预测海洋环境受到扰动（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后果，已采用现代的
新型分析设备，研究产生海洋化学特性的过程和机制。今后，海洋化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是海洋污染及
有机物质在海洋中的循环等。海洋生物学基本上从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分析和预测研究。当今海洋生
物学研究的主流是海洋生态系统。近20年来，较深入地研究了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别
是对系统内各营养层问能量交流和物质循环规律的动力学分析，使得能够建立预测数量变化趋势的数
学模型。今后将重点研究海底热液裂口周围的生物群落，以揭示生命的起源，并对海洋生产力、海洋
生物增养殖进行广泛研究，以解决海洋生物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在海洋技术方面，尤其引人瞩目的是
高新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海洋卫星遥感技术已进入成熟应用阶段。世界上第一颗海洋卫星是美国1978
年发射的SE．ASAT－1，这颗卫星的发射标志着海洋环境探测进入了空间遥感时代，这是海洋科技发
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利用卫星进行海洋遥感探测，不受天气、海况的影响，可实现快速、同步、大范
围、连续的海面监测，具有海面现场探测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可获得海面地形、海温、海水、海洋
近表层浮游植物色素浓度等参数。它不仅能为海洋环境和灾害监测预报提供大量信息，而且可为海洋
资源开发、海洋污染监测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管理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数据，在海洋立体监测系统
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美国、日本、法国等已发射10颗海洋卫星。1991年欧洲空间局发射的ERS一1卫星
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海洋微波遥感技术水平，它增进了人们对海岸带和全球海洋过程的科学认识
，为海洋开发提供各种海洋环境参数，使海洋开发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海洋生物技术是以海洋生物
为主要对象，并与其他高新技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生物技术体系。它是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研究开发海洋生物等资源方面已展现出巨大潜力。海洋生物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技术，
被看做是海洋经济起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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