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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计六章，第一章阐述了海洋科学的重要战略地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海洋科学发展的重
大战略需求和中国海洋科学发展战略研究整体框架。
第二章汇集并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海洋科学的重大进展，主要包括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
、海底热液活动、大洋输送带、深海氧同位素线确立和米兰科维齐旋回、海洋的变异性、厄尔尼诺和
南方涛动、海洋中CO2及其对全球碳循环的贡献、海洋中放射性示踪物、极端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多
样性、微型食物网和大洋微型生物群、全球生产力状态描述、铁限制假说、海洋天然气水合物等方面
。
第三章汇集并分析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海洋领域相关的重大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计划，主要
包括全球变化框架下的相关海洋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深海大洋合作计划、海洋观测合作计划、海底观
测网络计划和全球有害赤潮研究计划。
第四章汇集并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海洋科学领域的重要国家研究计划，主要包括
国家“973”研究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国家有关部门重大科技专项等。
第五章系统阐述了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学、海洋生物技术、海
洋探测与监测技术、海岸带综合管理七大分支学科在海洋科学中的地位和国际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
研究现状、主要差距和发展方向等。
第六章在综合分析国际海洋科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和我国急需解决的重大海洋科学问题基础上，统
筹规划了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优先研究领域，同时系统设计了为实施我国海洋科学发展战略应采取的
对策，主要包括海洋科学研究公共平台建设和主要保障措施。
因此，本书不仅可为政府管理部门、研究机构等计划海洋科学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而
且也可为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研究生等了解海洋科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学科前沿等提供系统而
有价值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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