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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红灯”频亮警示国人提高海洋意识
 

作者：□王晓鹏    时间：2009-04-07

  近来，中国东海、南海上空风云骤起。1月28日和2月3日，菲律宾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属岛屿或领海基线的法案。2月6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

将同美国协商，把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框架内，若钓鱼岛受到第三国“侵犯”，日本将启动日美安保条约。

3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首次以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宣示 “主

权”。中国在上述海域的领土主权遭遇严峻挑战，正当权益面临被蚕食的危险。 

  按照国际法对确认领土主权“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连续不断的有效行政管辖”的原

则，以及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中国无可争辩地拥有南海诸岛和钓鱼岛列屿的主权。然而，中国政

府从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上述岛屿及海域争端问题

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友好协商解决领土纷争。2004年中菲两国石油公司

签署带有政治象征意味的商业合同《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开展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次年，越南加入该协

议。2005年3月，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由此可

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是目前保持地区稳定、逐步解决岛屿及海域争议的一个重要基石。那么近来

这些海域又何以“红灯”频亮呢？ 

  周边国家内忧外患挑起领海纷争 

  首先，受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中国周边的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国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

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提高以及消费者信心下滑等现象。这些国家在此时挑起与中国的岛屿及海域争端无疑是出于

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目的，希望能够借此增强国民对于本国政府的信心。 

  其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在1999年5月13日缔约的国家，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提出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给联合国划界委员会，由委员会审议划界案。钓鱼岛及南海主权纠纷错综复杂，菲律

宾、日本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都是在1999年前批准海洋法公约的，因而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提案。这也就不难

理解近期这些国家为何频频在岛屿及海域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了。 

  另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岛屿及海域争端由来已久，制造争端已成为它们在钓鱼岛或南海攫取海洋权益、宣

传海洋意识的重要步骤。这类争端的发生，每一次都相当于对其国民进行了岛屿及海洋知识的大普及。 

  我国海洋意识宣传不及邻国 

  多年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邻国在海洋意识宣传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以日本为例，2008年

日本政府组建了由首相福田牵头的海洋政策办公室，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扶持日本成为海洋强国的经济和财政政

策。为了争夺海洋资源、宣传海洋知识，日本政府还在国民利用海洋经济的意识上提出了将渔民改称为“海民”

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原来国民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从渔业扩大到对整个海洋资源的利用。日本自1941年

起，便规定7月20日为“海洋纪念日”。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日本国会立法将每年的7月20日确

定为“海洋日”。另外，日本还将每年的7月27日定为蓝海节。届时，日本沿海都市都将举办蓝海节，专家学者



共同研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海洋工作者。  

  与周边邻国相比，我国民众的海洋意识十分淡薄，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共青团中央曾对某大城市的大学生

做过一次抽样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对于我国300万平方公

里的海洋国土全然不知。近年来，在我国，作为海洋教育主要载体的地理课程教育出现弱化倾向。一方面，不少

城市将地理排除出高考范围，学生的重视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我国大学阶段细分专业过早，学生的知识面较

窄，对地球环境缺乏了解，青少年海洋国土观教育严重不足。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海洋国土教育，许多人对我国

海洋权益所面临的挑战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目前我国对于海洋问题的相关研究不多，海疆问题的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面临“找海洋研究专家难”的尴

尬。在海洋战略研究人才缺乏的背后，显示出我国海洋战略研究不足与海洋意识薄弱之间的正对应关系。 

  国人亟须提高海洋意识 

  基于目前我国整体海洋意识薄弱的现状，一方面，我们要在海洋意识的教育和普及上多做工作。加强国内的

海洋文化建设，加强海洋国土观教育，加强海洋强国教育，通过举办海洋文化展览会、制作海洋影片等形式，引

起国民对于海洋的关注，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建立起海洋综合人才的培养机制。海洋

维权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领域，专业性强，因此我国现在亟须加大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力度，尤其

要加强对于有关海洋的社科类、战略类研究的投入，完善海洋问题研究体系。总而言之，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是

一项复杂的浩大工程，只有不断地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适当形式向民众传播，才能够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海洋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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