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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广东要建设海洋强省，都需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十分重视广东海洋强省发展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对广
东在海洋事业领域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指示。
他明确而深刻地指出：“广东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
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努力争当海洋工作的排头兵。
”我们作为广东航海高等教育工作者，在认真学习汪洋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还要责无旁贷地
做一些贯彻落实的具体工作——积极开展海洋观和海洋意识教育。
地方高等院校，特别是像广东省这样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高等院校，更应该走在全民
海洋观和海洋意识教育的前列。
航海院校，则应该让海洋观和海洋意识教育正式进入大学生的课堂。
广大海洋工作者、热爱海洋的各界人士也迫切需要海洋观知识的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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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海洋观的概念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
体现。
在它的内涵里，既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
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
海洋观是随着国家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同时又会对国家的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对于濒海国家来说，正确的海洋观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陈旧、淡漠甚至是落后的海洋观，给
社会带来的将是不幸和灾难。
一个国家海军的多寡强弱，基本上取决于海洋观的科学程度和正确程度。
　　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开放。
中国要开放，就要走向海洋，就要扬弃千年的黄土地观念，走进蔚蓝色的海洋文明。
这里，海洋文明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传统文化问题，而是要造就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新的进取精神
。
　　对21世纪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难以准确估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人类对于海洋的开发
和利用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西方的战略家们曾预言：21世纪的竞争将主要是海洋的竞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振兴和发展的经济将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对海洋的利用和开发。
随着海底石油的开采，潮汐发电技术、海水养殖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我国的海洋经济结构将有重大
变化，海洋经济将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而存在。
鉴于海洋经济未来的发展形势，中国必须随之更新和确立全新的海洋观。
　　国家海洋观念内涵是什么？
专家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海洋国土观。
这就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考虑自己的国土建设和国土防卫时要自觉地将海洋国土和陆地国土全面结
合起来加以考虑。
海洋国土不单单是根据国际海洋法规所指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领海、内水等属于主权国家管辖的
海域，而且还包括国际公海等人类共有的海洋面积。
海洋国土观的强弱，表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力量的强弱。
　　二是海洋资源观。
通常意义上的海洋资源，是指与海水本身有着直接联系的物质和能量。
具体地说，海洋资源包括海洋空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藏资源、海洋化学资源和海洋能量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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