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纪呼唤中国蓝水海军 

  □ 邓 君 

    此篇“国防与科技”征文的作者是一位高中学生。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拳拳赤子之 
  心。在我们收到的众多读者来信中，有许多像邓 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都喊出了壮大海军，保我国土，强我 
  中华的心声。在此，仅以此文传达他们的心声，并祝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 
  报效祖国。——编者语 

    我们伟大的祖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既有960万平方千米的富饶辽阔的陆地国土，又有浩 
  瀚众多的岛屿和300多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中国大陆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长达 
  18000余千米，拥有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近6500个，岛岸线总长14000多千米，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 
  国家之一。 
    然而从近代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使祖国母亲留下了屈辱的一页。而西方却在“只 
  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是两手俱全的人”思想的影响下，加强了海军建设步伐；日 
  本也走上海军发展的道路。马汉曾说：“制海权对于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 
  素中的首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建立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也要建立强大的 
  海军”。从此，人民海军开始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民海军逐渐成为一支拥 
  有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海军。 
    随着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中国有权拥有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 
  最多可达350海里的大陆架。这样可归中国管辖的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从绝对数字来说，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但是12亿的人口，造成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世界平均值的四 
  分之一，在世界排行倒数第三位。到2000年，现有的铁、锰产量下降10％，铜、铅、锌将下降40％，40种主要 
  矿产到下个世纪将有近半数不能满足需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的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面对陆地资源加剧消耗，人口增长迅速的现状，中国同许多国家一样，已把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作为人类生 
  存的空间，是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之一。 
    正由于海洋极其丰富的资源和无法估量的潜在价值，以及人类海洋意识的提高，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生效，世界卷入了全面争夺和瓜分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新时期。正因如此，近来世界连续发生三起岛屿争 
  端。先是也门和厄立特里亚在红海的大哈尼什岛的军事冲突。接着希腊和土耳其为了爱琴海上的伊米亚岛大动干 
  戈，险些燃起战火。后是日本同韩国关于独岛问题再次引起纠纷。显然，世界热点向海洋转移，海洋的地位越来 
  越被各国所重视。 
    目前，中国海洋方向也面临着严峻威胁。除渤海为中国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均与邻国在划界问题上有 
  争议。对于黄海划界，韩国先后发布和签订了《关于毗连海域主权的总统声明》和《关于共同开发邻接两国的大 
  陆架南部协定》；朝鲜也颁布了《关于建立朝鲜经济水域的政令》及《在毗邻海域设立军事警戒线的公告》。对 
  于东海，日本颁布了《日本渔业水域暂定措施法》和同韩国划定“日韩共同开发区”，对历来是中国领土的钓鱼 
  岛视为“固有领土”。在南海，越南发表了《关于越南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发布的《关于菲律宾大陆架的 
  总统公告》和《关于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及其他事项》。马来西亚也颁布了《马来西亚大陆架法》和《关于 
  专属经济区的宣言》，印尼也发布《关于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的政府宣言》，文莱也宣布建立12海里的领海和 
  200海里专属渔区。如果按上述国家单方的划界主张，中国将失去大片本应属于自己管辖的海域。 
    海洋的形势令人担心，为了保卫我国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海军，建立远洋作战 
  舰队，尤其是航空母舰编队。航空母舰是一种攻击力大，作战性能极强的远洋作战舰只，在中国海军走入“蓝 
  水”之前，必须有一支航空母舰舰队，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可起到威慑别国，防止战争爆发，达到“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战略作用。试想一下，假如中国有一艘航空母舰驻守在南沙群岛和万里海疆，将会平息多少争端。 
  南沙群岛远离大陆，飞机从祖国大陆出发，到最南端大陆加满油飞往南沙，只能在南沙盘旋几分钟就得返航，否 
  则油尽机毁，哪能谈得上作战。因此，解决南沙问题，必须得有一座浮动的“海上堡垒”。如有一艘航母巡逻在 
  东海，台独分子的气焰也就不会那么嚣张，况且台湾正加紧海、空军建设，花巨资买了“拉斐特”级护卫舰、 
  “幻影”—2000战斗机、F—16战斗机、E—2T预警机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海军建设步伐，造出自己的航 
  空母舰。 
    未来的战争多数来自海上，它以高科技为主体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战略不仅局限于近海防御，而是要建立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战斗群”，用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及高技术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 
  而且要把敌人消灭在远海，要达到这些目的，最好的办法是造航空母舰。 
    航母是高科技的综合体，人们常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国情，权衡资源， 
  达到综合利用。航母由于涉及航空、机械、电子、武器等多方面领域，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从而体现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毛主席曾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今天，我们在造航母的决心上，更 
  要拿出“航母一亿年也要造出来”的气慨去克服一切困难。造出自己的“争气航母” 
    虽然航母有许多其他舰种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单靠航母去完成作战任务，是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也是不 
  完全、不经济的。必须备有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大型补给舰等一大批大中型水面舰艇担负防空、 
  反潜、补给的任务。把各种舰只组成有机的整体，这就必须加强潜艇的改装换代，用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军队， 



  新型驱、护舰的改进也应不断加强。总之，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系统，夺取并控制制海权、制空权，使国家的战 
  略地位与海军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海军走向“蓝水”终将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中国的蓝水战略并未改变其防御性质，但是海防并非海洋防 
  御，只不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战略防御的性质。“进攻是最有效的防御武器”一语道出了防御和 
  进攻的辩证关系，也构成了海洋防卫的完整内容。没有必备的进攻能力，也就没有有效的防御能力，只是为了加 
  大防御纵深和提高战役战术进攻能力，并未改变战略防御性质。 
    海军是国家海洋利益的忠实保卫者。没有海军就没有“海洋国土”。没有“海洋国土”，我们赖以生存的空 
  间必将受到威胁。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必然促使我们的海军向前进，海军的发展壮大不仅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对世界也将有巨大影响。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上的战略争夺与海洋权益的斗争将永不停息。海洋 
  在向我们招手，世界瞩目着东方。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去保卫和开发海洋，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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