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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海权发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利益与安全的发展需要。
如何发展中国的海权，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难度也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好的战略思想。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然而历史以来，“重陆轻海”的思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国际责任的增大，都呼
唤我们强化陆海统筹的战略思维。
增强海洋意识，创新和平发展战略中的海权理论，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求。
　　我们的海权理论应该区别于西方传统海洋强国以军事力量为支撑，对外侵略、掠夺和战略扩张的
海权。
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需要我们把“以海撑陆”、“以洋补海”的战略视角作为国家运筹地
缘战略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思考国家海权理论的战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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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波。
1981年4月生于湖北宜昌，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外交学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
曾于2008年至2009年赴美防学，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合作理论、海权战略及东亚安全，曾在《国际
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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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中国成立后，陆地边界纠纷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中印、中俄、中越三次边界冲突和在北
方与前苏联数十年的对峙也使中国不得不把防御的重心放在了陆上。
今天，中国陆上形势已经发生显著好转，终于有机会和条件改变陆海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但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在陆海两大方向合理配置资源，取得效益最大化是一个颇
为纠结的问题，也是中国大战略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早在晚清时期，就有塞防、海防之争。
今天，当中国再一次直面海洋的时候，海陆权发展的关系依然成了中国海权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发展海权，但中国海权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大战略。
叶自成教授认为，中国的海权发展应该从属于中国的“大陆权”发展。
因为“中国的海权不太可能发展到与陆权平等的水平和程度，不可能成为海陆同等重要的国家，更不
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海权国家”。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相比于陆权，海权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海权一直压倒陆权。
1500年以来，世界上崛起的大国都首先是海洋霸主，中国的崛起自然离不开海权的强大。
此外，只有海权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海权优先是当代中国的战略选择”，因为中国未来的利益重心都到了海上，中国不仅应该大力发展
海权，还应该发展远洋海军。
“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保护其海洋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洋利益的扩大而
扩展。
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我们讲的全球化也应该包括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自卫手段就应该走向哪里
。
”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可以兼顾陆海平衡，发展海权。
李义虎提出，中国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特征对中国的海权发展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就最大限度整合地缘政治的潜力和权力而言，中国具备世界大国的天赋条件”⋯⋯“另一
方面，海陆关系和‘心脏一边缘’关系的复杂性也使他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缘政
治压力。
”因此，中国“首先应该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树立陆海并重的战略思维；其次，保持陆权优势
和发展海权是中国地缘政治相互倚重的两翼；再次，中国处理陆海关系时应力求在陆权和海权中取得
平衡，不要偏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鞠海龙的《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和《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也提出了陆海并重的观点，他指出
，中国应该利用“陆基双区”——东北亚和东南亚，加上“海上双点”作为基础来发展自己的海洋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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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胡波博士的这本《中国海权策》提出了自己的很有见地的观点和思想，对人们思考中国海权发展
问题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学系主任、教授）　　　　年轻学者胡波同志刻苦努力，认真钻研，
对海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值得一读。
　　——杨毅（海军少将）　　　　胡波博士的《中国海权策》一书，客观地分析了时代条件、地缘
环境、自身能力等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诸多因素，并全面而系统地规划了中国海权战略目标，为我们
认识与研究中国海权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与借鉴。
他的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梳理和背景分析.力图解决中国在和平发展的框架下该如何恰当地综
合应用外交、军事、经济、国际法等手段去争取其相对有限的海权目标的问题。
胡博士尝试在目标和能力之间求得一个较好的平衡，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给中国海权的战略设计提供了
新的方向，也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正在竭力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类手段颠覆世界海洋秩序的
观点。
　　——白永辉（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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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作者胡博士尝试在目标和能力之间求得一个较好的平衡，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给中国海权的战略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也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正在竭力使
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类手段颠覆世界海洋秩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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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胡波博士的这本《中国海积策》提出了自已的很有见地的观点和思想，对人们思考中国海权发展问题
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学系主任、教授） 年轻学者胡波同志刻苦努力，认真钻研，对海权理论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值得一读。
 ——杨毅（海军少将） 胡波博士的《中国海权策》一书，客观地分析了时代条件、地缘环境、自身
能力等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诸多因素，并全面而系统地规划了中国海权战略目标，为我们认识与研究
中国海权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与借鉴。
他的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梳理和背景分析，力图解决中国在和平发展的框架下该如何恰当地
综合应用外交、军事、经济、国际法等手段去争取其相对有限的海权目标的问题。
胡博士尝试在目标和能力之间求得一个较好的平衡，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给中国海权的战略设计提供了
新的方向，也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正在竭力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类手段颠覆世界海洋秩序的
观点。
 ——白永辉（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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