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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有海陆两个战场，但是，海上战场处于关键性的地位。战前中日两国海军近代化
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对海战的胜负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在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的时候，探讨中国海军近代化同甲午战争的关
系，可以对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国防观念上开始了重要转变。面对日益严重的海防危机，清政府逐步改变了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将海防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接受了“师夷长技”的主张，认识到引进西方先进海军技术装备的必要。观念的更新带来了海军建设的进步。从19
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初具规模，具有当时亚洲第一流近代化
装备水平的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与此同时，先后建成了远东第一流的旅顺、威海军港。在南起琼州、北至营口的万里海疆上，建立了一
批新式海防炮台。创办了许多新式海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海军人才。清末海军近代化建设的成就，增强了中国海防力量，对防御日本的侵略起了
重要作用。  

  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和低估它在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对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是一次检验。北洋海军的覆灭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清政府在战争指导上
的一系列错误。就中国海军本身来说，在于其走向近代化的进程缓慢、实现近代化的程度不高。  

  第一，清末中国海军建设有很大的被动性，没有抓紧抓好海军近代化建设的有利时机。  

  长期以来，由于海权观念淡薄，清政府海军建设没有同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清政府建设近代海军的动因是西方列强海上
侵略对清朝统治造成的威胁。历史多次表明，一旦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威胁缓解，清政府海军建设的紧迫感就消失了。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威
海、旅顺军港建成后，清朝当局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不余”。海军建设的紧迫感一落
千丈，停滞了对世界海军先进技术的追赶，停滞了舰船和火炮装备的更新。实际上是将整个海军建设停顿下来，错过了继续发展海军的一个良好
时机。而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接近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洋海军。正是以此为条件，日本才敢于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没有解决建立先进的军事体制问题。  

  长期以来，清朝当局对西方军事优势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船坚炮利”这样的表象上，对革新旧军制、建立新军制是漠视的。清末中国海军是
一个新军种，但是，它的编制体制基本上是沿袭旧军制，脱离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近代战争的实际。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强调统一指挥，但是中
国各支海军却是各立门户、各自为政，实际上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就是北洋内部，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作战指挥系统，存
在着指挥多元化的情况。海军的管理体制和兵役制度也是陈旧落后的。军事制度的落后，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清末海军近代化建设没有确立先进的军事思想。  

  长期以来，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中一直忽视了对先进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研究。清政府办海军以来，曾就海军建设问题多次展开过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很少就如何运用海军、海军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清政府的海军衙门虽然设置了许多办事机构，唯独
没有一个研究海军战略战术的部门；翻译了许多外国海军书籍，但大多是介绍西方海军专业技术和海军历史的，介绍西方先进军事思想理论的书
籍很少；创办了许多海军学堂，但主要是教习海军技术，对海军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研究比较忽视。因此，海军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
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海军技术，但近代海军军事理论素养不高，战略战术思想比较陈旧。没有先进的海军军事理论指导海军建设和作战，是清末中
国海军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严重缺陷。在落后陈旧的海军军事思想指导下，清末中国海军长期被作为守岸的工具，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根本没有想过要争得制海权。而没有制海权的思想，消极地防口守岸也是难以成功的。甲午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清末中国海军军事思想落
后陈旧，不知如何正确运用具有相当海战能力的北洋海军，直接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教训十分深刻。  

  甲午战争的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国防建设乃至国家战略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海军现代化建设进
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海上反侵略战争的胜负，而且关系到国家海权的兴衰和主权的完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来。在甲午海战10
0周年的时候，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记取这次战争的历史教训，增强海权观念，努力推进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海洋报》1994年9月2日。史滇生，海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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