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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我开始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关注和研究资源及由此必然带来的中国海权问题。
光阴荏苒，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看到了中国海权事业那鼓舞人心的发展，看到了中国海军舰队远赴
亚丁湾护航，心里确有一种“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感动和喜悦。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以一名普通知识劳动者的身份，建设性而不仅仅是批判性地参与并见证了这段中国
海权大步前进的历史，我也由此感受到了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荣光。
　　本书集结了我2001年以来关于中国海权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以《论中国海权》为书名，这完全
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个性。
本书并不是用于一般理论建构的作品，而首先是服务于中国海权实践的作品。
2003年我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今天我在本书中不仅坚持而且
更加强调这一观点，我希望我的这些观点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经得起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检验。
　　本书的写作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表示
深深的谢意；我曾得到过国家给予我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无偿教育和培养，得到过父母、老师和朋友
们的爱护、关心和帮助，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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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中国海权》分五部分，呈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结构。
第一部分直切正题，以“中国海权”概念为全书论述展开的起点；第二、三、四部分从历史纵座标和
现实横座标论述中国海权的定位，从中可看出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五部分回扣“
中国海权”正题，提出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构想。
附录选取了作者的一篇讲演和一篇对作者的学术专访。
前篇作者提出已融人世界的中国不能不考虑“治理世界”及其能力塑造的问题，后篇反映了作者学术
研究方法论、学术主张及学术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
“中国海权”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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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
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
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Strategic Studics）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
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
——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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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论中国海权(一)海权的概念及其误用(二)中国海权的特征(三)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
战略(四)中国海权扩展原则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一)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二)制海权与大
国兴衰(三)制海权扩展的限度三、世界霸权与印度洋(一)控制印度洋：拿破仑争霸世界的首选目标(二)
控制印度洋：19世纪末英俄在阿富汗狭路相逢(三)会师印度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最
后使命”(四)控制印度洋：20世纪末美苏决战阿富汗(五)大棋局，老棋谱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二)英国和法国是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历史的发祥地(三)经济全球化催生海
权新观念(四)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五)中国已将部分命运托付给了没有
安全保障的世界(六)没有海上军事远投能力，海外贸易保护就是一纸空文(七)国家利益所在即我们国
家安全边界之所在(八)获得制海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九)台海统一是中国参与
世界事务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十)赢得挑战才能获得的历史机遇五、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
构想(一)新时代、新任务、中国国家安全新视野(二)建构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三)挑战与
机遇(四)台海统一的紧迫性及其路径分析(五)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附录一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预备附录二　追求“学问与国家共命运”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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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中国海权扩展原则　　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
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
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
　　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
　　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
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加快海军建设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
过高。
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
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
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
这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
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
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
“不称霸”，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
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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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中国海权》里讲到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
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
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行为。
中国人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全球战
略的角度研究中国海权问题，对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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