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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权之于中国是一个沉重而催人奋进的课题。
言其沉重自是近代中国饱受侵略的历史无不与海洋有关；言其催人奋进则是起自甲午战争，中经民国
，直至今日，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为中国海权而拼搏的精神从未消退。
　　纵观百年来中国海权思想史，先有民国时期盲目照搬西方，渴望中国成为海权强国，单纯呼吁加
强海军的海权思想；后有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岸防御思想；再有改革开放后，积极近海防御战略思想。
伴随海权思想的发展，中国也涌现出一批批海权思想者。
这些人中不仅有孙中山、陈绍宽等海权先驱，也有刘华清等为中国当代海权运筹帷幄的将领，更有从
国际法、国际关系、海权理论、海洋争端等角度研究海权问题的布衣学人。
　　中国海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整体发展战略深思之，熟虑之。
然而，近年来，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中“鹰派”学者有之，处理国家间海权争端主张“妥协”新思维者
有之，面对南海、钓鱼岛争端“铁血”愤青者亦有之，客观、理性兼有创见的研究者却少而又少。
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百花纷呈之际，严谨的中国学人更需超越感情和情绪，认真探究中国海权和地缘
政治变迁的历史，西方传统海权理论、海权问题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条件下的变迁等诸多理论与现实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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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权战略》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与分析中国海权战略的专著。
书中探讨了近代中国海权战略失败的历史教训，世界海权格局演变趋势，国内外主要海权理论，以及
中国海权战略的现实环境、既定目标、地缘政治条件、战略突破等问题，是一本多层次、深入解析中
国海权战略的优秀读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权战略>>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中国海权战略基础参照系：历史、理论与整体战略第一节　防御战略应对攻势战略的教
训一、晚清海防的发展及战略特征二、防御战略对海军战略的影响三、海军守势战略应对进攻战略的
案例解析四、战略防御与海军战略第二节　海权论的攻势内涵与地缘战略一、马汉海权论的军事与地
缘政治内涵二、印度潘尼迦的海权思想三、苏联戈尔什科夫的“海上威力说”四、马汉、潘尼迦、戈
尔什科夫海权思想的共性及现实启示第三节　海权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关系一、海权内含的经济利
益二、海权与中国战略安全的关系三、适应中国整体战略实现海权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中国海权战略
现实参照系：趋势、背景与战略态势第一节　趋势：内在力量渐次生成一、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二、
印度海上影响力的崛起三、东南亚各国独立四、日韩两国的壮大五、冷战期间亚洲海域周边的地缘战
略格局六、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海权主张与南海问题的产生七、冷战结束后亚洲周边海域权力格局的重
组八、亚洲周边海权的过渡特征第二节　背景：外在力量的间接战略一、对直接控制战略的否定二、
美国对亚洲的间接战略第三节　态势：外在压力多重汇集一、印度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压力二、美国重
返东南亚的战略压力三、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的挑战四、中国实现海权的战略要求第三章　中国海权
的近区域竞争者第一节　印度海军和海权战略一、印度海军的发展历程二、印度海权的战略目标三、
印度海权战略的经济支撑力四、支撑印度海军战略的其他非军事要素第二节　印度海权战略与对外关
系一、印度海权战略与印美关系二、印度海权战略与印俄关系三、印度海权战略与南亚周边国家四、
印度海权战略与东盟五、印度海权战略与日本第三节　印度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一、印度海权战略
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二、印度海权战略对中国地缘安全的影响三、印度海权战略对中国外交环境的
影响第四章　中国海权战略的区域内竞争者第一节　日本海权战略的历史传承一、近代日本海军战略
与地缘战略二、二战后日本海权战略的确立与调整三、当代日本海权战略的初步确立第二节　日本海
权战略的源动力一、传统安全与地缘政治压力二、海上航行安全三、海权战略的惯性思维四、政治右
倾趋势的影响第三节　日本海权的战略支柱一、国际战略支柱：美日同盟二、力量支柱：海上自卫队
与海军战略三、空间支柱：具有拓展效能的外交政策第四节　日本海权的战略目标一、实现本土安全
二、实现经济安全三、奠定军事与政治大国的基础四、与美国共享西太平洋海权五、日本海权战略的
目标体系第五节　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一、对中国地缘战略空间的影响二、对中国“近海安全
战略”的影响三、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四、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五、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六、对中日东
海划界与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影响第五章　中国海权战略目标与地缘战略框架第一节　中国海权的战略
追求一、战略环境与战略机遇二、和平发展与“共赢”战略三、近海防御的战略内涵四、中国海权战
略对亚太地区的现实意义第二节　中国海权的地缘支点一、中国海域周边的地缘战略结构二、中国近
海安全的地缘支点三、中国远洋安全的地缘支点第三节　中国海权的地缘突破第六章　中国海权的战
略高压点第一节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线索二、“美国因素”对两岸关
系的影响第二节　“台独”与和平统一一、“台独”的两种政治诉求二、和平统一的基础第三节　战
略迂回与高压化解一、由外而内实现战略优化二、由内而外修补战略盲点第四节　战略突破：渐进推
进海洋合作一、选择适当的战略合作点二、战略选点的单向度评估三、海洋合作战略的多元效能考察
第七章　中国海权的战略切入点第一节　南海问题的缘起与发展一、南海问题的缘起二、南海问题与
海洋资源三、南海问题的发展四、南海问题的症结第二节　从南海启动中国海权战略的设想一、从南
海启动海权战略的可能性二、军事与地缘要素的综合运用三、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实现战略切入四、从
南海启动海权战略的意义全书结语参考文献附录Ⅰ　“本土安全”思想对中国近代海疆安全战略的影
响附录Ⅱ　印度尼西亚新防务战略解析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权战略>>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海权战略基础参照系：历史、理论与整体战略　　第一节　防御战略应对攻势战略
的教训　　一、晚清海防的发展及战略特征　　海防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对殖民侵略的被动应敌之
举。
为了应对来自海洋的威胁，中国晚清政府开始积极建设海军、加强海防。
伴随侵略危机的加深，晚清海防逐渐从海岸防御发展到海上防御。
然而，无论海防思想如何变化，强调本土守卫、消极防御一直是其核心内容。
　　海岸防御是晚清海防最早的战略主张。
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缺乏海上防御能力的现状，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以守为战”、“久持
困敌”，“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等海防观点。
虽然林、魏等人也曾着眼未来，提出过建立“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在福建、广东等
地建立新式海军“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等海上防御的思想，但直
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之后，持：“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水师不必迎敌，但令
游弋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
”等观点者仍然不乏其人。
甚至后来晚清海防的主要建设者李鸿章当时也认为，海防固守之法“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
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
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
一为那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
根据海岸防御阶段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的总体战略思路围绕保疆守土展开。
将仅有的“水师”（而非海军）定位在配合陆军作战战略层面的主张是这一战略思路的典型。
　　晚清海防的第二个阶段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这一时期，海上防御的重要性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
创建新式海军、发展海上防御力量成为海防的重要内容。
为筹建海军，丁日昌在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并于1868年重新拟定了《海洋水师章程
》。
在这两个文献中，丁日昌提出了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加强海岸防御，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
队，组成外洋海军，分区设防，三洋呼应，共守海疆等海防主张。
1875年，清政府颁布上谕，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晚晴海军开始进入筹建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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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中国海权战略》是鞠海龙博士花费3年时间、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升华的研究
成果，也是他对中国海权战略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在这部专著中，鞠海龙博士不仅提出了中国海权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而且对中国海权战略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也有客观而独特的研究。
　　防御战略对海军战略的影响　　海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海权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亚洲周边海域权力格局的重组　　中国海域周边的地缘战略结构　　中国海权的战略
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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