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文明 
海洋资源与人类文明史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原始资源利用阶段、传统资源

开发阶段、现代资源开发阶段。 

  一、原始海洋资源利用阶段 

  在远古时代，海洋除了通过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影响着人类的活动和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之外，一方面它构成

了阻隔不同地区人民来往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人们又从岸边的浅海获取鱼类、贝类和海藻等海洋资源作为食物。 

    原始海洋渔业的出现，是人类认识海洋和开发利用海洋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早在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与

海洋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距今18000多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穴居的洞内，就发现了作装饰品的海蚶壳。我国

考古学家在沿海各地发现了数十处贝丘遗址，多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原始人类采拾贝类留下的遗迹。早在公元前

4000多年以前，沿海居民就开始“煮海为盐”。在我国有关财富的文字中，有不少是以“贝”作为偏旁，说明在文

字形成的初期，“贝”曾广泛作为货币使用，表明古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与海洋有密切的联系。 

    波罗的海沿岸的贝丘文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里海沿岸的古代遗址，证明那里的居民也都经历过原始海洋

利用阶段。当时的滨海原始居民过着渔猎生活，利用贝壳作为装饰品和货币。 

 原始海洋开发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们依赖简陋的工具，向海洋索取鱼、盐等基本生活资料，

活动范围限于近岸和浅海水域。原始海洋开发阶段的意义很大，为人类认识海洋和开发利用海洋积累

了初步的知识和经验。 



二、传统海洋资源开发阶段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人们在海洋中从事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展。

人们所从事的直接或间接海洋产业活动，其产值比重相应加大。这里所说的传统海洋开

发阶段，是指海洋捕捞业、海水制盐业和海洋运输业等新兴产业尚未大规模兴起之前的

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的海洋开发阶段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延续到20世

纪60年代。当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海洋开发的历史进程

也有差异。 

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捕捞渔业、海水制盐业就已经初具规模，航海活动也有

较大的发展，秦代统一中国之后，传统的海洋产业逐步形成全国规模的独立产业部门，

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漫长的传统海洋资源开发阶段，经过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

海洋知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经验，劳动工具也不断进步。世界产业革命中取得的各种成

就，各种科学技术，不断被应用于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科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发

展起来。 



三、现代海洋资源开发阶段 

  现代海洋开发阶段是指传统海洋产业发展成熟，而海洋石油开发等新兴海洋产业大规模兴起的阶段。一般认为，

这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但是，形成现代海洋资源开发的准备时期很长。早在19世纪末，人类已在海底

发现了石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海水中提取镁砂获得成功。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使陆地工业部门不断向海

洋延伸，陆续出现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海洋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代海洋资源开发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应用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技术不断进步，并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70

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把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声学技术等应用于海洋，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开

发利用海洋的能力，促进了海洋开发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②海洋开发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海洋产业日益增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洋资源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陆续出现和兴起了海洋石油工业、海底采矿业、海水养殖业、海水淡化和旅游业等新兴产业。海洋资源开发的范围

也从近海不断向深海远洋发展，人类正在向着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阶段迈进。 

③海洋资源开发的物质产品不断增多，产值越来越大，海洋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的海洋资源开发不但

可以为人类提供大量的动物蛋白质，还可以提供巨量的能源、工业原料，提供建立海上工厂、海底仓库、海上公园

等生产和生活空间。 



四、海洋资源与人类文明的新理念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部世界海洋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化的百科全书。海洋不仅

是生命的源泉、资源的宝库、全球战略的通道和人类新的生存空间……从古至今，海洋孕育了东

亚太地区中国海文明、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并正孕育、演绎着太平洋文明的新纪元。从古

中国海洋文明时代到地中海时代到大西洋时代，再到太平洋时代海洋生态文明社会的创建，是全

球变化中的海洋大趋势和重大时代性课题。 

15世纪末期和16世纪初期，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哥伦布和麦哲伦的环球旅行，以及新大陆、

众多岛屿的发现，曾导致世界贸易规模的空前扩大，欧洲经济飞速发展，西班牙称霸于世界，英

国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西方海盗式或海权式、海战式的“文明社会”发展模式，只有本

民族或本集团目标，没有人类文明甚至国家文明环境目标，常常以损害其他民族和牺牲文明环境

的方式，去实现掠夺财富、征服自然、刺激经济增长，满足物质贪欲的需要。特别是工业革命以

来20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人类光靠日趋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征服手段，无限制地向大自然

索取，拼命地掠夺，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地球文明环境的基本生态

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物种灭绝、人欲横流与生态失衡。

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的环境不文明问题，已极大威胁着全人类及整个生物圈的合理存在。正是

在如此严峻的大文化生态失衡的形势下，才爆发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绿色和平运动已深入人心，世界蓝色文明运动正方兴未艾。亿万公众返璞归真，抛弃过度消费

主义的生活态度，自愿到洁净、美丽的海滨、海岛游乐，去过海洋特色的自然生活，引发蓝色文明

消费的新时尚。从生态文化观念、生态旅游、绿色企业、绿色技术、绿色运动到蓝色文明发展运动

的崛起，世界文明正向大海洋生态的文明化境界升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全面、进步的国际环境法条约，为解决其他国际环境问题提供了

一个范例。1996年问世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指导中国海洋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性纲领。它也指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在更广的范围内和平利

用海洋和全面管理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同时表明，中国将坚持不懈地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立法，

公海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研究与开发，极地考察与和平利用，亚太和西太地区

性海洋事务合作与交流，全球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

国际海洋重大事务。该议程提出了中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本思路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合理开发利用和海洋事业的协调发展。1998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

书，表明已把海洋事业正式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03年5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正

式被批准实施，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涉及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海洋

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与发展目标、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方向及布局、发展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区域、

加强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以及需采取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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