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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领土，除广袤的大陆外，还有6500多个岛屿，分布在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中，濒临太平洋有长达18000千米绵长曲折的海岸线。    中国的领海包括渤海全部、黄海、东海、
南海的一部分，台湾岛周边海域及国际法承认的周边海底区域的一部分，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    
海洋国土，又被称为蓝色国土，是每一个沿海国家的内水、领海和管辖海域的统称。    中华民族是世
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民族之一。远古时期，就有“乘桴浮于海上”的记载，春秋时齐人得东
海“渔盐之利”，后来又有以中国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    明朝前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庞
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比欧洲的哥伦
布还早87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无疑位于世界前列。历史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
国。    但是漫长的农耕社会传统束缚了国人的思想，中国长期以来把活动重心局限在陆地，在资本主
义兴起的时代中国人海洋意识落后了。明清时期又施行闭关锁国政策，终于招致了1864年鸦片战争的
惨败。从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始了百年之久的丧权辱国
的噩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飞跃，海洋意识空前高涨，中国人的目光开始
关注海洋。    海洋是地球生物的发源地，是地球上最后一座生物宝库。开发海洋，可以解决由于人口
增加而伴生的粮食问题。    海洋是地球上最后的资源供应地，开发海洋，可以满足人类生活、生产对
矿产的需求。    海洋是世界上最后的能源基地，开发海底油气田和可燃冰，以及风能、潮汐能可以长
久地满足人类对能源的需要。    海洋是世界各大洲交通的最经济的通道，海洋运输成本仅为公路运输
的五分之一，是铁路运输的1 0倍以上。世界上贸易运输的80％，是靠海运完成的。    海洋又是地球上
最大的淡水资源生成地和储存地，海洋影响着大陆的风雨，海洋有巨大的冰山，在世界性缺水的今天
，人们把对淡水需求的目光投向了海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人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蓝色国土
漠然处之。    保护蓝色国土的生态环境，发展海洋经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坚决捍卫蓝色国土的
主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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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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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古老的童话故事，在对海洋的描述中会提到：那里有座金碧辉煌的龙宫，披盔带甲
的虾蟹巡视着海洋，柔软的海草摇曳生姿，千姿百态的鱼儿成群结队，不知疲倦的精卫奋力填海，五
光十色的贝类一张一合。海洋，是个光怪陆离的生物世界，海洋生物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共同生活
在一个海域中，生活、繁衍直到死亡。它们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_个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 在
这个广袤无垠的水域中，已经登记在册的鱼类有15304种，最终预计海洋鱼类大约有2万种。而目前已
知的海洋生物有21万种，预计实际的数量在这个数字的10倍以上，即210万种，其中有不少是可供我们
人类使用的资源。我们的祖先就曾以渔猎生活，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原始时期。直到今天，发展渔业，
向海洋要粮食仍然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源的重要途径。蛋白质的重要补给海洋里的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
，有数据表明，海洋每年产生的有机碳为1350亿吨，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年可提供30亿吨水产品，这些
水产品至少能供300亿人食用。海洋为人类提供的食物产量相当于陆地耕地面积所产的农产品产量
的1000倍，可以说海洋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宝库。目前，世界很多国家的海洋水产作业向深海、远洋发
展，有人从蛋白质的生产上计算，全世界的海洋每年产生的各种海洋动物蛋白质约4亿吨。 世界人口
数量逐年增加，人类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渐渐地加大，陆地上的生产很难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世界上
每6秒钟就有一个儿童饿死，有10亿人在挨饿。因此，人们把眼光转向海洋，向海洋要粮，认为这是缓
解食物短缺的办法之一，尤其是蛋白质的供应，进一步开发富饶的海洋生物资源成为重要的措施。联
合国粮农组织已把豆类、肉类和鱼类列为三大蛋白质的供应源。辽阔的海洋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在
万顷碧波之中，凌空滑翔的飞羽，银光闪闪的带鱼，金灿灿的黄鱼，疾驰如箭的旗鱼，体色斑斓的霓
虹灯鱼，气势凶猛的鲨鱼，体形庞大的鲸鱼，及其他鱼类，构成了海洋生物资源的主体。它们是人类
直接食用的动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并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生物
进化论来说，海洋里的某些鱼由于环境的变化逐渐迁到陆地上生活，成为两栖动物的始祖，并渐渐演
变成盛极一时的爬行类，翱翔长空的鸟类，结构复杂的哺乳类，直到成为万灵之长的人类。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鱼类是人类极为遥远的古老祖先。浑身是宝的鱼鱼类浑身是宝，自古以来沿海的劳动
人民就开发海洋，行鱼盐之利。我国是世界上发展渔业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历代的文献、典籍和文物
中，都有关于渔业的记载。如陆龟蒙的《渔具诗序》、邵雍的《渔樵问答》、屈大均的《广东新语》
等，这些文献对渔具、捕鱼方法都颇有记载。据考证，我们的祖先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在几万年
前就有较好的捕鱼方法；东南沿海曾经发现原始社会陶器上绘有鱼形的花纹；《齐太公世家》里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从
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鱼类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近代，渔业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
为农林牧副渔的五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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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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