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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40多亿年前茫茫混沌之中一个特殊星球的出现，在天地玄黄之际诞生了浩瀚汪洋，苍茫大地由
此披上了蓝色水圈的神秘外衣，广袤的大海以她无与伦比的博大胸怀哺育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同
时又以她特有的神奇波涛调节风云雨雾，净化环境污染，酿造海底矿产，沟通商贸航道。
亘古历史证明，谁占有了海洋，谁征服了海洋，谁就掌握了开启人类文明进程的钥匙。
因此，悠悠5000年人类文明的艰难发展历程无不闪烁着蓝色文明的火花。
当时光进入了21世纪，一个“回归海洋、拥抱蔚蓝”的潮流正在万顷碧波覆盖之下的寂静海底悄悄涌
动。
5000年披风踏浪，5000年沧海桑田，经过5000年风雨洗礼的中华民族又一次被滚滚流动的时代大潮推
向了海洋开发的新起点。
几百年的“蓝色商业文明”正悄无声息地逐渐转变为“蓝色工业文明”，因为地球母亲的陆地部分，
相对于爆炸性发展的“万物之灵”来说，早已资源匮乏，不堪重负。
但万能的造物主适时展开其博大的蓝色臂膀，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提供取之不尽的空间资源、食品
资源以及被称作“深海宝藏”的海底可燃冰、深海油气藏、大洋金属矿、热液硫化物和极端环境的生
物基因资源——于是，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全人类“海洋世纪”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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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方面，海洋硬资源的研究成果通过产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形成促进作用。
这不仅仅是指海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它对上游产业的拉动作用与下游产业的推动
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海洋软资源，比如海洋运输，港口经济等，其本身就
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目前，对这些海洋软资源的研究还没有被普遍重视，特别是从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布局与进程的角
度对其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4.2.1 郑和、哥伦布与近代中西方发展的背离我们用郑和七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与我国近代的曲折发
展历史，来试图说明研究海洋的社会经济视野的重要性。
郑和七下西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国曾经繁荣昌盛、一度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
但是先进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并未能使中国继续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很快被后来崛起的西方
各国所超过，并在“炮舰外交”逼迫之下，陆续割让、租借土地，使得西方列强得以瓜分中国、掠夺
资源。
而当时的中国人民，上到皇帝、下到平民都缺乏海洋意识；更确切地讲，我们先民所缺乏的，是现代
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下的海洋意识；是缺乏利用海洋、走向世界的蓝色文明意识。
温故而知新，历史之痛，我们无法重写；但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今天它仍有极其重要的借答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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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大国兴衰，与海洋科学技术带动的海洋开发利用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海洋开发利用的历史轨迹，主要是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的体现。
中国海洋科学技术的盛衰波折进程，基本与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相符。
15世纪前期，中国海洋科学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天文学、测绘学遥遥
领先于西方国家。
据《海洋高技术进展2009》，当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0％。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科技发展迅猛，推动了海洋与涉海经济的大发展，海
洋占我国经济的比重逐步加大。
研究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史，从中解读出科技带动海洋开发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与规律，提出当前与后续
海洋科技发展的一些观点与建议，对国家现实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时下的中国正处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之中。
纵观近代历史，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与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
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有关。
因而，本书研究的视野超出了简单地就海论海，而是从更高的层面上，从社会经济、国家战略、大国
崛起的高度，来对中国的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作出回顾与研究，并力争从中有所感悟。
我们采用这种研究视野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多数国人的海洋意识淡薄，存在就海论海、对海洋国土重
视不足的倾向，不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海洋科学与技术。
而这与我国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呈现出的日益增长的国力、日益升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是
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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