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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事:经济发展方式新定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初步评价，介绍了世界海事、海洋发展环
境，分析了中国海洋国情与海事发展的环境，提出中国海事治理和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系统描述了大国崛起与海洋经济的关系、海洋霸权的转移、海洋国际制度、海洋贸易、海洋金融、世
界海洋经济地理、海权、海洋能源与开发；从我国海洋的经济、政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
文化等多个角度阐述了海洋国情；列举了中国海事治理所涵盖的文化重构、交通、就业、金融、财政
、环境、风险、公共服务体系等领域的内容；最后从科技兴海建立集成创新体系、海洋功能区规划、
海洋的城镇化方案、海洋国防体系的建立、健康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中国海事治理和发展的
战略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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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宇，教授、博士，任教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家能源发展研究院，曾任教于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院、国情研究院。
曾著、编出版：《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Achievemeni，Evaluation of IFI Assistance Loans to China》
、《援助与发展》、《战略定量研究基础：预测与决策》、《战略预测与决策》、《新健康革命》、
《卫生与发展：建设全民健康社会》、《公司治理中外比较》、《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翻译出版
：世界银行著的世界发展报告《2005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2006公平与发展》、{2007发展
与下一代》、《2008以农业促发展》、《2009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010气候变化与发展》、《2011
冲突、安全与发展》、《2012性别平等与发展》和《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功能、绩效与可持续发展
》等20部书籍。
曾在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社
会主义与当代世界、国情与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理论与实践、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战略分析、战略
理论与管理实践、管理心理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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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美国开始加强现代海军建设。
同时，美国国内关于海军建设的理论和战略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的“海上实力论”。
1890年，马汉在《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中指出，海军是一个国家海上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执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
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国家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主导地位。
美国要发展海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
如果美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就能在海上占据统治地位，夺取东西两半球的贸易控制权。
马汉的观点成为美国发展海军力量的重要理论支撑。
1889年，本杰明·弗兰克林·特雷西担任海军部长伊始即提出了建造20艘战列舰和60艘快速巡洋舰的
计划。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批准建造3艘排水量在10000吨以上的战列舰。
这样，到19世纪末，美国海军力量跃居世界第五位。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海洋大国，地跨两洋的地缘特点为其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提供了条件。
在英德展开海军军备竞赛时，美国也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
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马汉学说的具体生动的体现者”。
1901年担任美国总统后，他便说服国会4年内建造10艘第一流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其他一些舰只，总
计25万吨。
伍德罗·威尔逊上台后，提出了比罗斯福时期更激进的海军发展计划，呼吁建立一支“与世界上任何
国家所维持的最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海军”，并叫嚷道：“让我们建造一支比英国还庞大的海军并为所
欲为吧！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实力对比中，英国仍占据支配地位，美国暂时屈居第
二，日本则居第三位。
但是，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经济力量急剧增长，海军发展的潜力远大于英国。
同时，在海运能力方面，“在德国的袭击下，英国丧失了原有的船只的70％，到1919年，英国商船的
吨位比战前降低了14％，使其丧失了海运垄断地位。
”英国的海洋权力正悄悄地向美国转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英国海洋霸权基础上的一个海权控制陆权的国际秩序。
海洋霸主英国伙同新型海洋强国美国和日本以及老牌的海洋强国法国对世界进行了分割与控制，海上
力量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推倒了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基础——英国的海洋霸权走向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海洋大国被打倒；法国、英国和苏联则遭受战
争的严重破坏，它们的海洋力量也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只有美国的海上力量得到了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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