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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融入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需要，意义重大。
十多年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著，软环境改善成效明
显。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航运人才的培养与集聚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上海海事大学以服务于国家航运事业发展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己任，努力培养又好又多的
大学生，为实现中国由海运大国向海运强国的转变而努力奋斗。
我校的航运管理专业是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的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也是上海市第三期本
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本系列教材以教育部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为指导，以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结构优化与调整为基
础，以特色专业建设为主要内容。
系列教材主要有如下特点：一、对航运管理专业原有课程体系进行了梳理和调整，部分教材为国内首
次编写；二、在行业管理和企业实践方面，适应国际航运市场的新变化和国际航运业务的新特点；三
、在重视实践的基础上，注重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培养。
　　希望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对于国际航运与物流人才的培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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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海运地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海上运输方式的要素结构、空间位置、网络关系和地理分
布。
全书共分两篇：要素篇和区域篇。
要素篇主要阐述并分析了海运的历史及海运航线的分布、港口建设与发展、海运船舶的规模及属性、
国际贸易方向和总量等对海上运输经营和规划的影响；区域篇主要介绍以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区
域为划分的各大洲主要沿岸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概况、经济、贸易交通及重要的航运资源情况。
　　《世界海运地理》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航运管理类、物流管理类专业的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与国
际贸易、国际航运相关的海运公司从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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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加入，1995年7月越南加入，至1999年5月老挝、缅甸、柬埔寨陆续加入，东
盟成员国已达到10个。
东盟的宗旨是：本着平等和合作的精神，通过共同努力来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奠定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的基础，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地区的积极合作
和相互援助，同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保持紧密和有益的合作。
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外长会议，规定每年举行例会和非正式会议各一次，必要时还可以召集特别会
议，以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
东盟已经初步完成了在部分成员国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统一的东盟大市场，逐步降低关税，加大
减税幅度，取消非关税限制，逐步统一货币、建立完整的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任务。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东盟10国将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里发
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成员国在贸易合作、工业合作、资金融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
在共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东盟各成员国以集体形象出现，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促进了其对外
经济与其他合作项目的发展。
　　2）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其成员包括中国和东盟10国
，面积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
　　1999年，中国提出愿意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
2001年3月，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正式成立。
专家组认为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双方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立自由
贸易区。
同年11月，在第五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达成共识，并正式宣布共建中国一东盟自由
贸易区。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
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
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规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
获产品和少量敏感产品外，双方将对其他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
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双方在六十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
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曼谷签署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
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
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主要谈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2010年初正式建成。
　　2010年1月1日起，中国和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
加坡之间，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O.1％，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9／6降至O.6％。
东盟四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也将在2015年实现90％的产品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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