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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类而言，海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那一览无际的蓝色大地，其

所蕴含的生物、矿物、可再生能源及空间资源等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由此可见海洋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海洋资源指的是与海水水体及海底、海面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的物质和能

量。 自然资源分类之一。指形成和存在于海水或海洋中的有关资源。包括海

水中生存的生物，溶解于海水中的化学元素，海水波浪、潮汐及海流所产生

的能量、贮存的热量，滨海、大陆架及深海海底所蕴藏的矿产资源，以及海

水所形成的压力差、浓度差等。广义的还包括海洋提供给人们生产、生活和

娱乐的一切空间和设施。  



地球给予
我们 



生 物 资 源 能 量 资 源 

空 间 资 源 化 学 资 源 



• 指海洋中蕴藏的经济动物

和植物的群体数量，是有

生命、能自行增殖和不断

更新的海洋资源。其特点

是通过生物个体种和种下

群的繁殖、发育、生长和

新老替代，使资源不断更

新，种群不断补充，并通

过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达

到数量相对稳定。  



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19世纪及以前，渔业主要在陆地淡水、河口及海岸带进行。20世纪，海

洋渔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800年世界水产品的产量约为120万吨，1900

年增长到400万吨，1938年为2100万吨（海洋水产品为1880万吨），1970年

达到7080万吨（海洋水产品为6070万吨）。 

     而后，产量进入较稳定的阶段 。 



       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等级的次级生态系统。每个次

级生态系统占据一定的空间，由相互作用的生物和非生物，通过能量流和物质流形

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海洋生态系统分类，目前无定论，按海区划分，

一般分为沿岸生态系统、大洋生态系统、上升流生态系统等；按生物群落划分，一

般分为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藻类生态系统等。 

海洋
生态
系 

海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

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  



• 海水不但可以通过其热能和

机械能等给我们电能，从海

水中还可提取出像汽油、柴

油那样的燃料——铀和重水。

铀在海水中的储量十分可观，

达45亿吨左右，相当于陆

地总贮量的4500倍，按燃

烧发生的热量计算，至少可

供全世界使用1万年。  



海 水 动 能 

•        主要指海水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及海水因温差和盐度差而引起的温

差能与盐差能等。其特点为：①蕴藏量大，可再生。估计全球海水温差能可利用功率达100亿千瓦，

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及海水盐差能等可再生功率均为10亿千瓦左右；②能流分布不均、密度低。

大洋表面层与500～1000米深层间的较大温差仅20℃左右，沿岸较大潮差约7～10米，近海较大潮流

流速只有4～7海里/小时；③能量多变，不稳定。其中海水温差能、海流能和盐差能的变化较慢，

潮汐和潮流能呈短时周期规律变化，波浪能有显著的随机性。中国沿海潮汐能蕴藏量为年发电2750

亿度，其中可供开发的总装机容量约3600万千瓦，年发电900亿度，1980年建成江厦潮汐试验站，

设计总装机容量3000千瓦，年发电1070万度。70年代以来，波浪及海洋温差发电发展较快，日、美

等国相继建成试验性的波浪和温差发电站。目前对潮流、海流、海水压力差、海洋盐度差等的开发

利用尚处于试验准备阶段 。 



海洋环境 

的特殊性 

海面——多变的气

象及海水运动  

海底——黑暗、高

压、低温、缺氧  

海水——强腐蚀性  海冰——强破坏性  







      人类利用海洋空间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荷兰人从13世纪就开始围海造陆，目前，荷兰有1/5的国土是从海中

围起来的。围海造陆是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是它需要经过

充分的科学论证，特别是做好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配套建设。  



               人工岛是人类利用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建造的海上生产和生活空间，可用于建造石油

平台、深水港、飞机场、核电站、钢铁厂等。通常，在近岸浅海水域用砂石、泥土、和

废料建造陆地，通过海堤、栈桥或者海底隧道与海岸连接，我们把这种新建陆地称为人

工岛。  

               海上城市是指在海上大面积建设的用来居住、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的海上建筑。

日本是建设海上城市进展较大的国家之一，除已建成的神户人工岛外，日本还提出了再

建700个人工岛的设想，计划新增国土面积1.15万平方千米 。 



海洋空间资源 

               ——领海 
 钓 鱼 岛 争 议 领海

争议 

       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规定：国家

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

的海域，称为领海。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也采用类似的规定，但增加了在群岛国的

情形，主权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

国家的主权也及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  

钓鱼岛位于距温州市约356千米、

福州市约385千米、基隆市约190千

米处。 大陆福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东偏南约385公里（208海里）处。

毗邻琉球群岛那霸空港（注：冲绳

那霸空港）西偏南约417公里（225

海里）处 。目前为中国与日本的争

议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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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污染（marine pollution）通常是指人

类改变了海洋原来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有害物质进入海洋环境而造成的污染，会

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类健康，妨碍捕鱼和人类

在海上的其他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环境质量等。  



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污染，海洋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导

致海洋环境及其资源的严重破坏，近30年来，不少沿海国

家和地区相继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各种类型的海洋保护区，

这些保护区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区分为：海洋生

态系统保护区、濒危珍稀物种保护区、自然历史遗迹保护

区、特殊自然景观保护区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区等等。   

        

       对海上和相关陆域活动采取必要

的限制措施，以确保海洋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海洋环境处于良好状态的一切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