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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出版社组织开展
“两学一做”领导班子讲党课活动

海洋出版社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海洋出版社组织收看习近平总书记
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6 月 2 日，根据国家海洋局党组“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安排和部署，海洋出

版社开展“两学一做”领导班子讲党课活动。

社长、党委副书记杨绥华以《学习党章和

系列讲话 切实履行出版工作者的职责》为

题讲授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副社长牛文生

主持会议，全社中层干部及副高级以上职

称人员共 30 余人参加会议。

杨绥华首先强调出版工作的功能和职

责，他指出，我国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国有文化企业需

在新形势下不断打造文化创新主体、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繁荣活跃文化市场内涵、

提升国家经济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发

展安全与稳定。中国共产党历来有重视文化

工作的传统，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文化

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毛泽东

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的重要批示

精神落到实处，海洋出版社党委召开会议，

传达习总书记重要批示，重温《党委会的

工作方法》一文，并进行讨论。社长杨绥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海洋出版社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社长杨绥华、党委

副书记牛文生的带领下，集中收看了中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听取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高瞻远瞩、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论述精辟，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

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是

我们党 95 年艰辛实践探索的认识升华和理

论结晶，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夺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伟大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是指导我们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大

他强调，海洋出版社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全媒体出版的框架

下，探索书、刊、数字出版、网络和新媒

体整合宣传的模式。同时立足海洋，在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将海洋强国建设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社工作的重点，主动作为、主

动发声，着力占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舆论

宣传阵地，积极探索用更好的形式和手段

宣传海洋工作、传播正能量、普及海洋知识、

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办公室  张波）

华主持会议，社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

和支部委员 32 人参加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 , 十二条工作方法，条条

都是“法宝”，是“四个服从”的具体化。

有的看似很小，但却以小带大、小中见大。

家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争做合格党

员，为海洋出版社的发展奋力拼搏。

牛文生对我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建

党 95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安

排和部署。他指出，要加强领导，组织学

习；加大宣传，形成浓厚氛围；结合实际，

抓贯彻落实；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

员干部队伍，为推动海洋出版事业的发展

提供坚强的保证。 （办公室  肖爱敏）

字数不多，但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

少，既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实际工作经验的

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

用，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是

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始终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财富，值得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它强调的科学工作方法和

领导艺术、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渗

透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 , 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 , 具有历久弥新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杨绥华指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是我们党科学理论的基石，再次学习该文是

对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又一次思想和能力的

及时充电，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在全面从严

治党的新形势下，把深入学习领会《党委会

的工作方法》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实实在在贯彻到履职尽责的过程中，

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办公室  肖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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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95周年 
海洋出版社组织参观“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7 月

1 日下午，海洋出版社全体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在社长杨绥华、党委副书记牛文生的

带领下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

大型主题展览。 

“复兴之路”展览分五大部分、17 个

单元，展示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历

程中，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种种探索，图文并

茂、震撼人心。大家依次参观了“中国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

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展区，通过

1800 多件珍贵文物、870 多张历史照片以及

文字解说和音频视频资料，回顾了中华民

族在屈辱挨打中奋起抗争的自救自强之路。

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欺凌提醒着“落后就要

挨打”这个不变的道理；洋务运动、维新变

法、辛亥革命等史实显示出中华民族不懈的

抗争和努力；在 95 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艰难困苦

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完成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业绩。大

家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领

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 （办公室  肖爱敏）

《太平洋学报》第五届编委会在京召开

海洋出版社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

5 月 21 日，《太平洋学报》第五届编

委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学报编委会

副主任、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主任石青峰主

持，中国太平洋学会会长、学报编委会主任、

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宏声，中

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学报主编、海

根据国家海洋局《2016 年安全工作要

点》和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要求，

为加强安全防范教育，进一步提高我社员

工消防安全意识和防火、灭火知识技能，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

处置能力，海洋出版社于 5 月 31 日组织全

社员工在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培训基地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

在培训中，大家观看了《火灾事故警

示录》案例视频；由教官带领完成 119 报警

模拟训练以及灭火器使用示范和演练，熟悉

119 火灾报警流程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进

行地震模拟训练，学习地震防灾减灾常识；

了解烟雾走势演示，熟悉烟雾的危害和扩散

规律。在最后进行的烟雾环境下的高楼疏散

实地演练中，根据应急预案规定路线，大家

弯着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按要领沿指定

洋出版社社长杨绥华等第五届编委会成员，

以及期刊评价转载中心的专家参加会议。

与会编委审阅了《太平洋学报》工作

报告，杨绥华主编宣读《太平洋学报》2015

年度优秀论文获奖名单，来自上海社会科学

院的张晓东助理研究员代表获奖作者发言，

楼梯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整个培训和

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实用性强，为我社员工

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提高了大家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收到预期效果。

本次培训和演练是海洋出版社 2016 年

度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下一步，

我社还将通过安全隐患大排查、安全知识答

题等活动进一步推动树立红线意识、加强安

全宣传、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确

保海洋出版社安全生产工作有效落实，并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办公室 任玲）

第四届编委会主编鹿守本对《太平洋学报》

近几年的工作做了回顾，并对今后学报工

作提出建议和希望。来自北京大学、南京

大学和《新华文摘》的 3 位期刊评价转载

中心的特邀专家蔡蓉华研究馆员、沈固朝

教授和喻阳总编就期刊评价和转载标准等

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并结合《太平洋学报》

的具体情况，就提高学报影响力提出许多

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与会编委充分肯定《太平洋学报》近年

来取得的重大进步，对期刊栏目设置、刊文

方向、为国家海洋事业服务、扩大影响力和

成果传播、信息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国际

化进程等重大议题进行讨论，对期刊在已有

基础上把握机遇、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的思

路和方法积极建言献策。 （太平洋学报  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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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周边国家海岛开发
与保护管理政策研究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
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
议定书——内容介绍与实施指南

本书通过梳理和分析周

边主要国家在海岛开发与保

护 管 理 方 面 的 管 理 体 制、 政

策体系以及具体管理措施等

内 容， 结 合 对 我 国 目 前 海 岛

开发与管理的现状和管理实

践 的 分 析， 在 对 国 内 外 海 岛

本书供议定书缔约国及

未来可能批准或加入议定书的

国家使用，也为 1972 年《防

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

洋的公约》的缔约国提供指导

与 帮 助， 收 录 的 资 料 均 来 自

96 议定书与伦敦公约缔约国，

是总结各缔约国实施经验而形

开发与保护的管理体制和政

策体系构建以及具体的开发

与保护管理措施进行对比分

析 的 基 础 上， 对 完 善 我 国 海

岛开发与保护管理提出具体

的 政 策 建 议。 （ 专 著 中 心  

赵娟）

成的实用建议与指南。96 议

定书与伦敦公约是防止全球海

洋污染的重要国际公约，其宗

旨是保护海洋环境免受一切来

源的海洋污染，尤其是控制与

管理废物或其他物质的海洋倾

倒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

（专著中心  赵娟）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报告
（2016）

作为第一部对“一带一路”

公共外交事业发展做出全面梳

理和总结的专业报告，本书从

政府、城市、民间机构、跨国

企业、国际传播、民间交流等

多个角度，对“一带一路”当

前的公共外交实践进行深入分

析和阐释，从宏观层面展示“一

带一路”国家公共外交事业的

现状、成绩与问题。本书由中

国公共外交协同创新中心、中

国公共外交智库、三亚公共外

交研究院联合国内外有关学术

部门和相关驻华使馆等历时一

年编辑而成，为中英文对照版。

作者：孙治国（主编），

中国公共外交协同创新中心秘

书长、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副

院长兼秘书长。 （专著中心 

张荣）

中美对弈大棋局
本书把中美关系发展历史

归纳为早期中美关系、二战中

成为战略盟友、中国的内战与

美国的抉择、军事对抗与对峙、

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以及冷

战后中美战略博弈等 6 个时期，

试图从这几个历史时期发生的

一些重大事件去阐释中美关系

发展演变的背景和因由，引发

读者对中美关系历史和未来的

分析和思考。

作者：王仲春，法学博士，

国防大学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

师。已出版学术著作《五角大

楼作战计划揭秘》等。

蔡劲松，法学博士，国防

大学防务学院教译室副主任、

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出版学

术著作《十字路口：中亚走向

何方》等。 （文社中心  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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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海行舟
——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索

本书讲述我国近年来海洋

考古的诸多新发现与新成就，

通过研究这些海洋遗迹对中国

海洋文化进行探讨，提出“海

洋经济是人类海洋文化发展的

根本宗旨与核心内容”等重要

观点，揭示“海洋文化”对历

史的深刻影响。

作者：吴春明，博士，厦

门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

教授；2015 年 12 月当选为中

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

业委员会委员。 （文社中心  

唱学静）

“海狼”出击 
——美国海军“海狼突击队”战史

本书讲述美国海军第一

个也是唯一一个武装直升机中

队——美国海军轻型攻击直升

机第 3 中队（绰号“海狼”）

的越战经历。双机“海狼”支

队以专门建造的坦克登陆舰为

基地，可在数分钟之内响应友

军的支援请求。无论何种条件

下，“海狼”中队的直升机总

能以略高于树梢的高度疾驰而

来，在飞行过程中，舱门射手

和机载火箭会向地面泼撒出凶

猛的警戒火力。

作 者： 理 查 德·C. 诺 特

（Richard C. Knott），毕业于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退役海军

上校、前美国海军飞行员、历

史学家，美国“海军航空兵历

史和出版物办公室”的领头人

之一。   （海洋龙脉  杨海萍）

极地走航海冰观测图集

本书第一部分为海冰分

类 介 绍， 主 要 以 文 字 和 层 次

图形等方式介绍海冰类型和

冰 面 形 变、 冰 间 水 域 的 细 致

分 类 及 其 形 态 特 征； 第 二 部

分为图片及说明，共选出 26

类、192 幅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海

冰 图 片， 介 绍 每 幅 图 片 中 的

海 冰 特 征， 并 对 拍 摄 地 点、

时 间、 位 置、 船 首 向、 天 气

状 况、 拍 摄 者 等 信 息 进 行 说

明， 弥 补 了 美 国 版《 海 冰 观

测手册》的不足。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一直承担我国南北极考察走

航 海 冰 观 测 任 务， 积 累 了 大

量 的 观 测 数 据， 近 十 年 来 更

是通过拍摄积累了大量宝贵

的 图 片 观 测 资 料。 （ 专 著

中心  王溪）

南方之南
——中国第 32 次南极考察摄影纪实

本大型画册集中展示了

南极考察 30 年的巨大成就。

晨曦初露的长城站和中山站、

迎 风 破 浪 的“ 雪 龙” 船、 不

负众望的“雪鹰 12”和“海豚”

直 升 机、 漫 天 飞 雪 中 的 内 陆

车 队、 翱 翔 在 昆 仑 站 上 空 的

“ 雪 鹰 601” 飞 机 等， 无 不

凝聚着所有科考队员的热情

和 心 血， 以 及 他 们 对 极 地 事

业 的 崇 敬 和 热 爱。 画 册 还 展

现了南极的美丽风光和特有

物 种 的 多 样 性。 （ 专 著 中

心  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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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海洋动物好有趣

嘿！我住在海里

本丛书（共八册）是以海

洋小动物为主角，适合 3 ～ 6

岁儿童阅读的绘本，画面色彩

鲜艳，动物形象夸张有趣，最

大的亮点是巧妙地将科普性、

故事性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

同时具有启发性，使孩子们在

本 丛 书（ 共 八 册） 适 合

4 ～ 8 岁儿童阅读。第一人称

的 带 入 方 式、 简 洁 生 动 的 语

言、形象的比喻、精准聚焦的

描述，使海洋动物的特点跃然

纸上。此外，还介绍了这些海

洋动物不为人知的特点、身体

掌握海洋生物知识的同时养成

良好性格。

丛书引进自美国著名的海

洋低幼绘本出版商 capstone。扫

描封底“珊瑚虫童书馆 App”的

二维码即可收听地道英文原版故

事。 （数字出版中心  项翔）

部位和功能介绍以及趣味小知

识，有效激发孩子们对海洋动

物的兴趣。

扫描封底“珊瑚虫童书馆

App”二维码，不仅可以听故事，

还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海洋故

事。 （数字出版中心  项翔）

创新海洋科技
中译出版社   2016-06 

本书图文并茂，具有较强

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系统介绍海洋观测、海洋生物

的开发利用、海洋工程、海洋

气象、海洋军事科技等内容。

作者：金翔龙，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和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海底科学家（海洋地质－

地球物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底构造与海洋

地球物理，被列为我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和学

科带头人。

陆儒德，全国少年儿童海洋教育促进会名誉会

长、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原航

海系主任、教授，是国内知名海洋学者和军事评论员，

2008 年被授予全国“航海终身贡献奖”。著有《中

国走向海洋》《海洋·国家·海权》等专著，发表

涉海文章 300 多篇，其中《大海告诉你》入选 2011

年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为唯一综合性

海洋科普图书。

2014-2015 海洋科学学

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04

本书为《学科发展研究报

告》系列丛书中的一册，由中

国海洋学会编著，介绍近五年

来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进程以

及与国外海洋科学的发展对比。整套丛书确保权威

性，注重研究工作的质量，确保研究报告为反映各

学科发展情况的最具权威性的指导性丛书；体现前

瞻性，注重体现最新热点、前瞻和重大学术进展；

突出严谨性、完整性，时效性好。

世界主要海洋研究机构概况 
科学出版社   2016-03

本书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选取了研究论文居于世界前八位

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日本等海洋

科技强国，然后基于定性、定量

相结合方法选取了 21 个国际一流的海洋研究机构，对

这些研究机构的总体概况、研究布局、设备平台和科

研活动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比较分析。大量采用图表

形式，突出研究机构的技术能力，注重学科领域布局

和开展的研究活动分析，力求可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对了解国际一流海洋研究机构的发展特征、推进我国

建设国际一流海洋研究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假如海洋空荡荡：一部自

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06

本书借助精心挑选的探险

家、海盗、商人、渔民和游人的

一手资料，重现了一再发生却又

一再被遗忘的海洋生物历史伤痕，

探讨了悠久的商业捕鱼史，展现了在人类贪婪的攫取

下海洋如何从过去的丰盈走向现今的空荡，带领读者

穿越五个多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海洋的衰亡。全书最

后一章，在单独划出的海洋保护区，动植物已经恢复

到过去一个世纪之前的程度，这样的成果表明，就像

“寂静的春天”可以变得不再寂静，空荡的海洋同样

可以变得不再空荡。

作者：卡鲁姆·罗伯茨，英国约克大学环境系

教授、海洋保护生物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活动

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本书为其代表作，获得“蕾

切尔·卡逊环境书籍奖”，并被《华盛顿邮报》评为

2007 年度十大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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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lantic World: Europeans, Africans, 

Indians and their Shared History, 1400-

1900，1st edition.

大西洋世界：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及其

共同的历史（1400-1900）, 第 1 版

1400 至 1900 年间，大西洋是欧洲、非洲与美洲相

互交流的重要海上通道 , 这促进了欧洲、非洲和美洲社

会的转变，并在整个大西洋的竞技中形成了新的民族、

文化、经济与思想。本书全面阐述了人类历史最具影响

力的文化碰撞史，在欧洲对外扩张的大背景下，大西洋

沿岸各民族不断适应这种扩张，并促使其经济和贸易繁

荣发展。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 

太平洋世界：海洋、民族与文化的历史

本书通过对全球互联与重要人和群体的历史综述，

探讨太平洋地区上千年互通的历史，及其与欧洲和印度

洋互通的历史。作者追溯了历史长河中的古代木舟航海

者、伟大的人类文明、海盗和海洋帝国，探究了现代日

益突出的核试验、全球变暖等问题，跨越殖民历史学、

人类学、环太平洋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系统地阐述

了太平洋世界的历史。以历史的形成为主线，以具体叙

事为手段，揭示区域化接触和竞争诱发的对殖民主义、

旅游以及亚洲经济崛起问题的全球性关注与争论。利用

古今亚洲、大洋洲、欧洲和美洲的叙事，从全球的视野

整合了互联互通的太平洋世界，修正了长期以来对该地

区相互分割的探讨与研究。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作       者：Thomas Benjamin

页       数：752 页

出  版  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09 年

语       言：英语

ISBN-13: 978-0521616492

作       者：Matt K.Matsuda

页       数：450 页

出  版  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2 年

语       言：英语

ISBN-13: 978-0521715669

“国外书讯”专栏重点推介国外出版的海洋类图书，欢迎有意引进、翻译国外图书的专家学者与我社版权
贸易部门联系。垂询电话：010-62100037，email：copyright@oceanpress.com.cn，联系人：李宝华

The Black Sea and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Europe, the Near East and Asia

黑海与欧洲、近东和亚洲的早期文明

黑海位于欧洲、中亚和近东三大文化区的交汇处，

对研究近东社会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和欧亚早期城市化

的持续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书首先全面综

述史前黑海地区的概况，深刻剖析由传统、政治与语

言形成的人为界限，既包括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分界，

也包括东欧和西方学术文献的界限。研究对考古数据

进行认真的编辑和整合，把史前黑海置于全球的历史

语境下；采用技术与创新的视角，超越对单纯物质文

化的描述性叙述，重点探讨社会、人类交往和物质世

界的融合。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The Story of the Voyage: Sea-narra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航海故事：十八世纪英国海洋叙事

本书以英国海洋帝国的扩张竞争为背景，从三个

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以威廉·丹皮尔的航海经历

为主要对象，第二部分聚焦库克船长、布莱船长和丰

盛号（Bounty）等著名的航海叙事，第三部分以奴隶

贸易、乘客叙事、水手自传等为材料。本书从航海叙

事的视角，揭示了 18 世纪英帝国的海外殖民与扩张

过程中少为人知的一面 , 是第一部全面研究 18 世纪文

学海洋叙事的重要著作。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作       者：Mariya Ivanova

页       数：404 页

出  版  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 年

语       言：英语

ISBN-13: 978-1107032194

作       者：Philip Edwards

页       数：268 页

出  版  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 年

语       言：英语

ISBN-13: 978-0521604260

以上图书我社已取得版权并已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正在翻译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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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要在南海上建岛

2013 年 末， 中 国 的 决 策

者决定在南沙群岛的七个礁石

上开展史无前例的建设项目。

到 2016 年初，所有七块露出

水面的礁石——永暑礁、渚碧

礁、 美 济 礁、 南 薰 礁、 赤 瓜

礁、东门礁、华阳礁——都已

经变成了岛。虽然其他南海声

索国——主要是越南、马来西

亚，还有菲律宾——过去几十

年一直都在填海造岛，但中国

建造项目的速度和规模在同类

活动中却十分显著，折射出崛

起的中国的工程学新造诣。那

么，为什么中国要建造这些新

岛屿 ? 要之何用 ?

一 种 常 见 的 解 释 是， 中

国只是试图通过增强在南海

的现实存在感 (strong physical 

presence) 来赶上越南、马来西

亚和菲律宾。由于多年来的疏

忽和能力缺乏，中国在南海的

现实存在已经危险地落后于越

南等声索国。因此，这种观点

认为，中国目前之所为不过是

对从前倦怠的补偿，中国不应

该因为做了其他声索国已经做

了几十年的事情而被单列出来

遭受国际谴责。

虽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对

的，但它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什么是现实存在感 ? 对此有许

多相异但并不一定相矛盾的答

案。一个目的也许是宣示和加

强主权声索。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和外交部长王毅都已经反复

声明中国的建造活动是完全在

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因而完全

是合理合法的。

然而，如果说中方意图只

是在强调主权，那就说不清为

何项目会以这种速度和规模建

造 ? 想必这在财政上也是花费

巨大的，还存在着巨大的外交

风险。如果是宣示主权，那北

京还有其他财政、外交成本更

低的可选项。事实上，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就通过海洋执法

活动公开这么做了，尤其是在

2012 年 5 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

岩岛的对峙。

目前的建造项目要付出财

政和外交上的巨大代价。虽然

官方数字还没有公布，但是财

政花费大概在数十亿美元甚至

更多。外交上的代价也是沉重

的，现在这点也很明显了，相

当数量的东南亚国家现在对中

国的怀疑在增多，地区舆论多

持批评态度，而美国已经实行

了两次“航行自由”行动来接

近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水面

岛礁。如果中国的意图是宣示

主权，那么宣示的代价看上去

是巨大的。

根据中国外交部所言，岛

屿建设将符合“必要的军事防

御需求”，但主要目的还是民

用的，包括海事搜救、防灾减

灾、海洋科学调查、气象观测、

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生

产。这些被看作是中国的国际

责任，也是中国打算产出的国

际公共产品。

遗 憾 的 是， 虽 然 北 京 反

复强调兑现国际公共产品的

动机，但这方面的成效进展却

很慢。其实中国可以更有效地

传达自己正面的意图，如，中

国可以直接宣布其中许多公共

产品设施将向地区和国际利益

相关方开放，甚至可以邀请外

国公司，包括东南亚国家和美

国的公司参与开发其中一些设

施，甚至也可以有选择性地向

一些外国媒体组织开放部分建

造工地。如果在 2014 年早期

填海造陆开始时公示如此意

图，北京面对的外交压力会比

现在轻得多。

与 之 相 反， 因 为 现 在 国

际关注都把最明显的在建设

施看作飞机跑道而不是搜救

站， 北 京 面 临 不 得 不 处 理 被

指控为军事化南海的棘手困

境。 尽 管 拥 有 本 地 区 最 强 大

军事力量的国家是美国而不

是 中 国， 北 京 只 是 声 称 这 些

岛 屿 是“ 必 要 的 军 事 防 御 需

求”， 但 许 多 外 国 观 察 家 都

意识到了这些岛屿的军事潜

在 价 值。 那 么， 这 些 岛 屿 能

有怎样的军事设施呢 ?

这些新岛屿作为威慑工具

的价值只有在目标是美国这样

的超级大国时才说得通，而不

是东南亚小国。

除 了 中 国 外 交 部 长 王 毅

所 言 的 纯 粹 防 御 功 能， 这 些

岛屿还能被用作有限威慑或

兵 力 投 送 之 用。 威 慑 能 指 向

和中国有诉求争端的国家 ( 主

要 是 越 南、 菲 律 宾、 马 来 西

亚 ) 或者美国，即本地区的主

要军事大国。就前者而言，威

慑的目的在于防范区域国家

进 一 步 侵 占 中 国 主 权， 如 在

控制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

或者在附近水域进行渔猎和

自然资源开发活动。但岛屿建

设是否是吓阻区域国家挑衅

的有效战略值得质疑。

事 实 上， 2012 年 5 月 北

京在黄岩岛与菲律宾对峙时的

有力回击，已经在东南亚各国

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若区域

声索国继续侵占活动，北京可

以重复“黄岩岛模式”来应对，

正如有时中国分析人士所讨论



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

16 17

海洋出版 海洋出版

的一样，建造岛屿并不是向邻

近小国证明中国战略决心的最

佳方式。

而 且， 中 国 这 样 的 大 国

想要威慑东南亚小国是否有

战略意义也是说不清的。威慑

是一种最适用于对付潜在大

国的战略，如中国维持有限的

二次核打击能力应对美俄的

庞大核武库就有显著的作用。

但 是 对 东 南 亚 小 国 来 说， 中

国需要在其间激发的是尊重、

信 任 与 爱 戴， 而 不 是 怀 疑 与

恐 惧。 当 战 略 决 心 需 要 得 到

表明时，就像 2003 年至 2008

年间的事情说明的那样，当马

来 西 亚、 越 南 和 菲 律 宾 罔 顾

2002 年签署《南海行为准则》

而继续在南海岛礁上夯实泥

土时，这种战略决心可以由深

思熟虑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方式来证明。

因此，很明显这些新岛屿

作为威慑工具的价值只有在目

标是超级大国——美国而不是

东南亚小国时才会有意义，但

在这里“威慑”用词不当。中

国的意图也许是在对台湾开展

军事行动或中日钓鱼岛冲突时

拒绝美军介入或途经南海的一

部分，这样一种军事目标有时

被称作“反介入与区域阻绝”，

这个词被国际分析家用来描述

中国的军事战略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正是岛屿建造的这个战

略方面似乎令美国军事策划者

尤为担忧，因为这将是对美国

基于无阻碍进入包括海、空、

外层空间这些全球公域的海洋

战略的挑战。

中国已经至少在南沙群岛

建了 3 条跑道，每一条至少有

3 千米长，军用和民用飞机都

能起降。唯一完成的永暑礁跑

道有 3160 米长，中国当局最

近还在上面试验了民用飞机的

试降。此外，永暑礁、渚碧礁

和美济礁已经分别扩大到2.6、

4、5.6 平方公里，使它们变成

全南海最大的岛屿。

假 以 时 日， 除 了 为 自 己

的 潜 艇 修 建 深 海 港 口 外， 中

国或许就会忍不住在这些岛

屿上部署战斗机和对空导弹，

这 种 推 测 并 非 不 合 理。 事 实

上，卫星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

兴岛观察到了先进的导弹组，

这样的武器系统很可能惊吓

到区域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

刺激他们加强自己的军备并

寻求和美国更大的合作，此外

也许还能阻碍或至少给美国

在南海地区的军事介入以及

调度自由制造麻烦。

尽管它们在“灰色地带冲

突”中非致命性地运用军事力

量时确实有用，但在高烈度军

事行动中面对来自美军的攻击

时其实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岛

屿是无法移动的，它们在实际

冲突中相较于航空母舰被摧毁

的风险更高。因此，有点讽刺

的是，和美国保持和平似乎是

中国维持这些岛屿军事价值的

必要条件。

更 有 可 能 的 是， 中 国 并

不打算在实际冲突时把赌注

压在这些岛屿的军事价值上，

而是指望在中国实力的长远

投送上能依靠这些设施，即从

南海到印度洋、波斯湾，甚至

更远。中国的决策者似乎很明

白南海作为西太平洋和印度

洋 咽 喉 的 作 用。 以 经 济 上 和

战略上至关重要的马六甲海

峡 为 代 表， 南 海 位 于 欧 亚 大

陆可通航的边缘地带的中心，

全球的航线在这里汇集。如果

北京目前建设新海上丝绸之

路 的 战 略 瓜 熟 蒂 落， 这 些 岛

屿也许就会在这个新的经济

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的作用，

为保护中国日益扩展的经济

利益提供后勤与军事支持。

这 当 然 不 意 味 着 中 国 必

然会寻求在该地区的军事支配

地位，但中国志在建立一支足

够强大能保卫其经济利益的海

军，包括保护至关重要的海上

航道和打击海盗与恐怖主义。

假以时日，中国或许就会像今

天的美国一样，也会不仅仅在

西太平洋还要在印度洋寻求战

略介入。从长远来看，南海的

岛屿基地对这样的实力投送大

概是很有用的。换句话说，它

们是北京公布的要成为海洋大

国的战略的一部分。

如 果 这 些 新 岛 屿 的 主 要

战略意图是实力投送而非反

介入，那么王毅外长关于“必

要的军事防御需求”的官方

表态听起来就确实是真的了。

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家反复地

把中国的军事战略刻画成“反

介 入 与 区 域 阻 绝”， 但 是 从

中 国 的 角 度 来 看， 中 国 之 所

为仅仅是想把自己的军队现

代化以提高近海地区的防御

能 力， 以 及 保 护 像 贸 易 和 能

源 运 输 这 样 的 远 洋 利 益。 这

种战略的基本原理也贯穿于

中国去年最新发布的国防白

皮 书。 因 此 这 些 新 岛 屿 是 为

了保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

利与长期来看在更广阔的地

区投送中国实力。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目前

这一轮岛屿建设和伴随的无

果外交酝酿了一次该地区的

强烈抵制。很明显，北京在发

动建造项目之前所做的计划

不够充分，中国的决策者也许

曾希望美国在中东和俄罗斯

的燃眉之急会分散其在南海

的注意力，进而或多或少给中

国提供在本地区的行动自由；

或许还曾假设奥巴马总统的

“战略耐心”，或者说是“战

略犹豫”，给中国打开一扇珍

贵的机遇之窗，能以罕见的速

度开展建造项目。

考 虑 到 当 时 事 态 这 些 并

非是不合理的假设。确实奥巴

马当局也挣扎了一段时间才

给出一个有力的回应，但北京

忽略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一

个关键事实，也就是奥巴马当

局自上台伊始就把东南亚当

作优先重点，也曾增强在该地

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就在近

期，美国还实施了自诩为“航

行自由”的行动以反制中国的

岛屿建设，使得北京觉得必须

做出反应。

当 前 围 绕 美 国“ 航 行 自

由”行动的事态也许不会引起

中美之间的冲突，但是也很难

说是让人满意的事态，人们可

以对“航行自由”行动是否是

对中国在南海建设岛屿的最

佳 回 应 提 出 质 疑。 同 时， 中

国也需要回顾和评估这一部

分 南 海 政 策 的 有 效 程 度 ——

这是否达成了最初试图实现

的意图 ? 结果得失何在 ? 对于

该地区未来的政策又有怎么

样的教训 ?  （本文来自公号

IPP-REVIEW，英文版首发于 

http://www.ippreview.com/。

作者张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

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译者李

伯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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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热液和冷泉 10 种无脊椎动物基因组大小测定及比较

作        者：郑平，王敏晓，李超伦，孙松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创新国际团队项目 (20140491526)；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A

类 ) 资助 (XDA11020305)；国家基金委 - 山东省联合基金项目“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 (U1406403)；

自然科学基金 (41106133，41230963)

摘      要：基因组大小 ( 或称 C 值 ) 作为生物单倍体细胞中全套染色体的 DNA 总量，在一

定程度上是恒定的，因而 C 值可以作为生物物种的一个特定参数。深海热液和冷泉为更好地理

解 C 值与不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征性的模型。本文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了来自热液

和冷泉环境中的 10 种深海无脊椎动物的 C 值，其分布范围从 0.87 pg 到 12.28 pg，其中，相比于

软体动物和多毛类，甲壳生物基因组大小及变异均较大。对比热液和冷泉两个群落中共有种 ( 深

海偏顶蛤 Bathymodiolus platifrons、柯氏潜铠虾 Shinkaia crosnieri 以及长角阿尔文虾 Alvinocaris 

longirostris) 的基因组大小，发现 C 值差异并不显著。同时，综合已有的数据，对深海化能极端环

境与其他环境条件下的物种 C 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深海化能极端环境下生物的基因组大小

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变化趋势。

《海洋学报》

泰国近海习见有毒立方水母和钵水母的遗传分析

作        者：刘瑞娟，肖洁，张学雷，Charatsee Aungtonya

基金项目：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濒危海洋物种合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206162)

摘      要：本研究利用线粒体 16S rDNA 和核基因 18S rDNA 片段 , 对泰国沿海常见的有毒水

母进行遗传分析 , 并比较了 2 个基因片段作为通用分子标记 , 在研究水母类多个纲的遗传多样性中

的应用。研究发现 , 泰国近海的有毒水母存在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 所获得的 32 个样品可以分为 9

个种 , 包括 4 种钵水母、4 种立方水母和 1 种水螅水母。然而 , 完全确定各种的分类地位 , 还需要

更多的形态、生活史等方面信息。两个基因片段均能明确区分各种类 , 但核基因 18S 序列比线粒

体基因片段更为保守。根据 16S 基因片段序列计算水母种内和种间的 K2P(Kimura 2-parameter) 遗

传距离 , 发现所研究的 9 个水母种类 , 种内遗传距离在 0~0.050 之间 , 其中 94% 的种内遗传距离小

论南海仲裁案“岛礁属性争端”之不可仲裁性

作        者：王勇

基金项目：2015 年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中国与东盟国家磋商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过程中

的国际法问题研究”（15SG45）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2015 年 10 月 29 日，倍受瞩目的南海仲裁案初步裁决出炉，仲裁庭裁决对包括

4 项“岛礁属性争端”在内的７项仲裁请求有管辖权。从法理上分析，南海仲裁中的“岛礁属

性争端”既要符合国际仲裁所能审理的国际争端的一般特征，还要能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件七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国际争端的特殊要求。但是，南海仲裁案中的“岛礁属性争端”既无

法反映争端方的对立观点，又无法反映中菲之间存在法律权利上的利害关系，还与中菲之间的

领土主权争端、海洋划界争端密不可分，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争端，因此不属于仲裁庭的

管辖范围。中国不仅应该继续秉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而且还要积极寻求有效的

应对措施。

《太平洋学报》

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内涵解析

作        者：刘大海，欧阳慧敏，李晓璇，纪瑞雪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项目（BJ1216001）；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济司

项目（QT2916001）；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项目（QT3016001）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工作。随着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推进，有必要尽快启动编制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文章基于环境经济学、会计

学等理论，探讨编制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意义，梳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背

景；结合海洋资源属性特点，界定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具体概念，深入剖析海洋自然资

源资产、海洋自然资源负债与海洋自然资源净资产等要素的内涵和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讨

论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原则及应用范围。

《海洋开发与管理》

于 0.040, 同纲种间的遗传距离为 0.204~0.474, 其中 91% 的种间遗传距离大于 0.250; 而利用 18S 基

因 , 种内距离在 0~0.002 之间 , 同纲种间距离为 0.008~0.066( 平均为 0.038,SE=0.006)。16S 的 AT

碱基含量明显高于核基因 18S, 且 16S 的碱基含量在不同纲之间有显著差异 , 进一步表明水母线粒

体 16S 基因的突变率相对较高 , 适合研究水母较低分类阶元以及种下的遗传差异。 

《海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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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27-9016-5 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战略研究 78.00 马英杰  等

978-7-5027-9427-9 大海星空：2014 年度海洋人物 28.00 本书编委会

978-7-5027-9336-4
海洋溢油应急响应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与设计实现
60.00

孙培艳    季    民    

卜志国 等

978-7-5027-9447-7 我国政府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50.00 崔旺来    叶    芳  等

978-7-5027-9179-7 筹海文集（第一卷） 198.00 金永明    赵雅丹

978-7-5027-9382-1 贝壳绘 35.00 张蓓蓓

978-7-5027-9381-4 海鸟绘 35.00 张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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