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岛开发与保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海岛开发与保护>>

13位ISBN编号：9787502782917

10位ISBN编号：750278291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海洋出版社

作者：张耀光

页数：617

字数：8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岛开发与保护>>

内容概要

张耀光编著的《中国海岛开发与保护--地理学视角》一共分4编，26章组成，分别从海岛特征与组织、
中国海岛的海洋地缘政治——岛礁争端、岛屿经济体与海岛经济布局(上)、海岛县经济发展、特征与
主要产业布局(下)和海岛保护来给我们介绍中国的海岛开发和保护本书的完成，为海岛进一步研究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热衷于我国海岛研究的学者，充分考虑全球环境变化及人地(海)系统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
我国海岛(屿)的成因、岛屿经济体的持续发展、岛屿文化产业、岛屿生态环境保护、我国海岛的地缘
政治等诸多问题，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海岛(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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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闽语方言地区，惯用“屿”字命名小岛，打开近代史籍上的地图，在台湾周边海面
上岛屿的命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黑水沟”以西的钓鱼列岛上，许多岛礁以“屿”命名。
如撰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郑开阳杂着》卷一的《万里海防图》，在钓鱼列岛海面上列
有：“钓鱼屿、赤屿、焦屿、大洋屿、小洋屿、地鳖屿”等。
而在琉球群岛海面上的岛礁却不见以“屿”命名的现象。
 屿，古韵书上注为“水中洲也”，这也是闽语方言地区命名海上岛礁的特征字，最著名的是厦门的鼓
浪屿。
我国海域上以“屿”命名的岛礁，几乎都在通行闽语方言地区的范围内，例外的情况极少。
现在回过来看，钓鱼列岛上那么多以“屿”命名的岛礁不是偶然的。
正是闽语方言命名的结果，说明我国最早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列岛。
 第八节 日本通过实地调查，钓鱼岛不属日本，而是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 日本自己通过调查，说明钓
鱼岛不属日本，而是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
根据日本外务省编撰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1885年9月11日，日本明治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调
查，结果均从不同侧面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无主地，而属于中国。
 第一次调查结果是：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后称知事）西村拾三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做调查称
：“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犬书记官森所接受密令从事调
查，概略如附件。
”这至少说明，日本冲绳地方政府当时已经确认，这些岛屿可能是中国的领土，并担心占领行为会刺
激中国。
不过，再度调查结果反使日方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当时日本的这些动向已引起中国报界警惕。
据1885年9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申报》“台岛警信”指出：“台湾东北边之海岛，
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
做贼必心虚，日本明治政府一面为占据钓鱼岛而加紧进行秘密登岛调查；另一面通过中国报章报道等
密切关注中方反应。
 第二次调查结果是：1885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该等岛屿亦
接近清国国境。
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且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
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等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注意。
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
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 这次调查进一步确认了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是“清国所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井上馨特意叮嘱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
引起中方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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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岛开发与保护:地理学视角》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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