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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过木秀于林的强盛时代，然而，自古以来，我国都不能
被称为海洋强国。
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许多思想家和战略家认识到海洋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诞生于公元8世纪的《易经》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唯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的韩非
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亦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他提出“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但是总体而言，历代统治者一直缺乏海洋战略意识，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也时轻时重，但“重陆轻海
”的思想却是一贯的，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正是这种“重陆轻海”的民族传统意识，不仅阻碍了中华民族跨越海洋，谋求海洋权益的步伐，而且
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息息相关。
　　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该深深铭记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已不能再“冷眼向洋看世界”，而是应该将热切的目光投向海洋。
海洋之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已不仅在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在于其不可替代的能源基地和资源宝
库。
目前，我国多种陆地资源短缺的状况不断显现，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捍卫中国海洋权益和海洋
安全，已成为中国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保障的重要一环。
“向海洋进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走强国富民之路”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华
民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然抉择。
　　海洋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巨量的能源，而我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也随着海
洋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深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海洋开发活动逐步从传统的“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向包括油气资源
开发、固体矿产资源开发、海水增养殖、滨海旅游、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开发等在内的海洋综合开
发利用模式转变。
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复杂化与多元化，海洋开发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日益突出
。
沿海地区屡次发生港口航道、水产养殖、石油勘探、盐业生产、滨海旅游、军事设施之间的纠纷与矛
盾。
因而，从海洋开发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出发，进行海洋区划与规划，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综合
平衡海洋各产业发展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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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区划与规划导论》继承国内外海洋区划与规划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实践成果，系统阐述了海
洋功能区划与各项海洋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海洋区划与规划导论》首先论述了与海洋区划及规划紧密相关的海洋资源、海洋国土和海洋区域系
统等相关内容；在明确海洋区划的性质及其任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实践，对海洋功能
区划的程序、方法、实施及修正等各环节加以详细介绍；并结合区域海洋开发规划实践，对不同类型
海洋规划的特点、规划内容、基本架构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海洋区划与规划导论》强调综合性，重视方法性，兼顾前沿性，注重应用性，可作为高等院校海洋
经济、海洋管理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海洋开发与规划研究和管理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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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洋纳入经济区划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共同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困境的今天，海
洋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为它能提供包括蛋白质、能源、矿藏以及空间
等人类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诸多资源。
因此，应将海洋纳人经济区划的视野，作为一个独立系统进行综合规划、开发和保护。
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经为
海洋纳入经济区划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中国三次经济区划的海洋疏忽　　经济区划也称国土规划，是国家按一定的地区区情进
行的国土单向或综合分区，系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经济布局和建设的基础。
由于我国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南北、东西差别都很大，因而宏观经济部门和学术界历来对经济
区划就非常重视，并依据地理位置、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对国土进行单项或综合分区，作
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经济布局和建设的基础。
　　一、我国的三次经济区划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分别做过三次大的区划。
第一次是解放初期的行政区划，分别划出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行政区。
第二次是“七五”计划时期关于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大经济
地带，迄今在经济研究中仍然有不少人采用这种划分。
第三次是“九五”计划时期的七大经济区的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
及沿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等七大经济区。
　　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三次区划，对全国生产力布局，科学利用和合理配置资源，平衡地区间的
经济发展，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七五”计划时的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第一次把沿海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地带划分出来，把地
理视野扩展到了海边，展示了中国通过海洋向世界开放沿海地区的姿态。
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区划，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也大致沿用了这一划分所形
成的基本区域格局。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东部沿海地带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据最新统计，200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492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1％。
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4844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0085亿元。
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1274亿元，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11503亿元，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12152亿元。
2008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13241.63亿元，同比增长14.4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0.14％。
　　二、三次经济区划的海洋疏忽　　受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所限，在过去三次大的经济区划中，都
没有把海洋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来看待。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三次经济区戈0主要是陆地国土区划而忽略了海洋国土，没有将海洋作为一个独立
的经济区域纳入到国家总体经济区划中去。
许多学者均认为这是中国国土规划和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的缺陷。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思维中固有的土地观念——大陆观念过于深刻，从而导致这些观念遮掩了人们
发现海洋优势的眼光。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土既包括陆地国土，也包括海洋国土。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1996年批准在中国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连
接领海的一个区域”。
依据有关原则，中国的海洋国土可确定为：高潮线(涨潮的时候，海水到达陆地的最高处)以下、《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经济区在内的，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中国管辖海域的区
域，面积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南海诸岛、东海钓鱼岛在内的7000多个海
岛。
　　三、经济区划海洋疏忽的不利影响　　经济区划是一个国家对国土资源及宏观经济认识的具体体
现。
将海洋或蓝色国土排斥在经济区划之外，会产生众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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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利于海洋意识的提升。
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视察海军部队时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
海洋意识。
”然而，由于国家没有把海洋纳入国土规划，所以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文化和海洋管理等项内
容，难以体现在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之中。
迄今，在少数国人脑海里，仿佛中国疆域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忘记了我们还有近300万平
方公里的海域，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一些人海洋国土意识的淡漠。
其次，不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拓展国家的发展空间。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原则和我国的主张，我国应拥有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这里有我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有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南海诸岛、东海钓鱼岛在
内的7000多个海岛。
由于国家没有将这一片海域纳入经济区划，误导了人们对海洋经济利益的认识，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的工作提不到经济发展的层面并在相当的时期内变得无足轻重，致使我国一些拥有主权的海域得不到
有效的开发和保护，至今还有人认为我国的海上防卫战略应该是近海防御。
这种思维定势对拓展海上防御空间极为不利，也影响了台湾部分民众对中国海洋权益的判断，增加了
统一祖国的难度和变数。
最后，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海洋经济区域的各种特性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整体的规划，使自发性的海洋开发活动变得无
度、无序，影响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也影响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国
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因而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总之，中国的三次经济区划没有把海洋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来看待，这是国土规划和经济区划
的一个历史局限，也是国人海洋意识在整体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必将妨碍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将海
洋纳入经济区划的视野，既是沿海地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
　　第二节　海洋纳入经济区划的理论依据　　将海洋纳入国土规划或经济区划，涉及面较广，难度
很大。
但最基本的一条，还是如何认识和确定海洋的区域地理边界问题；海洋地理边界是一个新的概念，也
是一个有着多重权属意义的区域。
一般来说，外沿是指一国领海以外，与领海基线垂直向外延伸200海里的“界线”，这是二国专属经济
区管辖海域的外沿边界。
这个边界可能是与国际公海相连的海洋地理边界，也可能是与一国或多国相邻的、但未经各国双边确
定或国际海洋法庭裁定的交叉重叠的海洋地理边界。
内沿是指海洋与大陆相连的高潮基准线或依据现行国家的海洋法规确定的海岸线。
根据经济区划研究理论依据的“区情”原则，海洋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型自然地理区划单元对待。
　　一、海洋纳入经济区划的法律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从批准签署这项国际公约起，便可以自然获得包括内水、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在内的近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这些海域虽然各自有不同的
主权权利，但对资源的开发养护和管辖权可以扩大到领海基线以外200海里。
也就是说，这片海域的法律权属地位是获得国际法承认的。
　　我国也已形成了开发和管理海洋的法律法规体系。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我国已颁布各类海洋法律法规性文件30多项，其中属
于实体法的有：《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
用管理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海关法》等。
依据这些法律法规从事海洋管理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海洋开发活动正从无度、无偿、无序状态逐步
走向有度、有、偿有序，并成为沿海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海洋纳入经济区划的区域规划理论依据　　海洋首先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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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开篇中明确写道：“意识到各海洋
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在其专属经济区的表述中
，明确了“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
在区域开发规划理论中，区域是指“拥有多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进行多种生产性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片
相对较大的空间范围”。
毫无疑问，中国管辖的海洋，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区域内的海岛礁盘
等，是由多种类型资源组成的可以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区域。
　　我国区域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所遵循的原则
是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三大原则。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水域、海岛、海床、海底及其底土，不论其区域是完全的主权权利还是资源的
管辖权，也不论其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自然特性是一个有别于陆地的区域，其社会
经济文化背景也有别于陆地的“区情”。
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区划中，就必须尊重其差异性，区别对待，而不能把它和沿海地区混在一起规划
，那样将违背自然规律，也违背海洋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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