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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海洋意識與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

王重陽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摘  要

回顧中國海洋意識的歷史發展，概略可分為傳統（西元前221年~1433

年）、近代（1433年~1949年）與現代（1949年~2016年）三個時期。從新時期

的中國來看，在如何達成國家發展戰略目標與實踐，反映在新中國的海洋意識

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主要體現在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與沿海省區等發

展模式與成效。

本文擬以認知心理的觀點，旨在觀察一個威權體制的大陸國家，其統治菁

英如何面對西方文明的衝突與對立，從而採行監控與融合的海洋戰略。簡之，

探究何以轉折、如何轉折與轉折成效等思路與脈絡，詮釋下列三個主要的目

的：一、中國海洋意識的歷史發展為何？二、新時期的海洋意識如何體現？

三、沿海省區的經濟建設與成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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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回顧近代的傳統中國與其文化，自鴉片戰爭（1840年）以降，即面對西方

文明的衝擊與對立，直至1949年關閉國門才能暫且安定下來。總結109年的慘

痛經驗，開始思索如何調適與順應，尋找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方向。在1978年開

啟國門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重新接納與學習西方文明的意識，採取摸石頭過河

的思路，選擇適合於自身發展的模式，形塑了今日經濟成就與讚許。這種海洋

意識的轉折（Transition），影響國際而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從歷史來看，雖然一般人對於傳統中國的印象，都係以農立國與陸權國家

的觀念。然而，數讀其史籍中的紀載，亦有輝煌傲人的海洋文明史篇。這也是

陸海兼備國家的必然與獨特性。依此，新中國如何有效利用北起於吉林省的鴨

綠江口，南至廣西省的北侖河口，長達1.8萬多公里，島嶼岸線長達1.4萬多公

里（若按2015年行政區劃分為8個沿海省、1個自治區、2個直轄市、54個沿海

城市、236個沿海地帶），做為連結西方文明與經濟發展的視窗，乃成為構思與

佈局的首選（中國國家統計局，2016）。

觀察這種轉變最為重要的，乃是海洋意識與認知監控的作用。此一概念的

形成，說明長期以來，中國面對西方文明衝擊與對立的過程，能審視如何探

索、調適、融合與創新的回應方式，從而繪製自身有利發展的願景與藍圖，這

已學習具備了適應與轉換的能力。簡之，從1949年以來，新中國從關閉國門到

改革開放的過程，反映出一種海洋意識的重新覺醒與趨向，積極推動沿海省區

的海洋文明發展，建構追築海洋強國戰略目標的基礎與推力。①

依此，本文擬以認知心理的觀點，解析自新中國政權成立之後，如何從保

守的大陸文化，重新接納與轉換來自西方的海洋文明。在研究的思路上，對於

① 本文對於「新中國」的界定，是指1949年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另對於「新時期」的
意涵，是指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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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現實或現象？乃依從理解過去的歷史發展如何形成今日，而後才能預測

或推理未來可能發展方向的邏輯觀點，期有助於分析1949年與1978年的兩個重

要轉折階段的發展路徑與脈絡。而其海洋意識又如何形成與體現在東部沿海地

區的經濟建設？此一觀點儼然已成為新中國現代化的主要思維與模式（如圖

一）。

貳、海洋意識的觀點

本文對於「海洋」意涵的理解，概略歸納四個要點：一、從性質而言。包

含自然海洋與人文海洋，前者所指的是海洋水體、島嶼、海洋底土、週邊海岸

帶及其上空組合的地理空間及生態系統。而後者是指人類以自然海洋為基礎的

行為模式、生產與生活方式，亦聯結天空的組合，通常是以人類使用價值作為

區分其屬性；二、從空間的概念來看。海洋可區分為海洋區域與海洋國家，前

者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開發利用海洋的地區。後者是指具有海洋區域和海洋使

力的政策與實踐的國家，或是以海洋做為其歷史生存的空間而定；三、從海洋

圖一　新中國的海洋意識與文化發展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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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角度來區分。概可分為海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概念，其中以海

洋經濟與海洋文化是為發展基礎。前者是指人類在海洋、島嶼與海岸帶直接或

間接，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和空間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總和。後者是指人類開

發利用海洋所創造出的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的總和。就其價值而言，是說明其

影響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對外觀念；四、從互動關係而論。海洋經濟是海洋文化

的基礎，而海洋經濟發展促進海洋文化的轉型。而海洋意識在此發揮作用，並

決定海洋經濟發展方向。而海洋文化提供了海洋經濟發展的外在環境條件，海

洋社會的氛圍為海洋經濟產品帶來品牌、符號、潮流等附加值。海洋文化傳播

的海洋經濟資訊，塑造的消費觀念，有利於培養相關海洋產業的市場，海洋文

化產業的興起，是當代海洋發展的新趨勢（楊國楨，2008:1-25, 48-56）。

另依中國海洋統計年鑑的說明，對於「海洋」的定義，是指「海」和

「洋」的統稱。「洋」為地球表面上相連的廣大鹹水水體的主體部分，而

「海」係指在地球表面相連接的廣大鹹水水體被陸地、島礁、半島包圍或分割

的邊緣部分（中國國家海洋局，2015a）。

依前所述，對於海洋意識的看法，係從人類與環境交互關係所生成的文化

而來，可以區分為大陸與海洋等不同文化的認知。② 前者是指人類以土地為生

存與生活的要素，自然而然視海洋為國土之邊界。具有傳統、保守、封閉、教

條、倫理、安定、形式、單一、群體與感性為主的元素，呈現由內而外與縱向

思維的方式，視海洋為陸地的終點；後者則係以島嶼維生的國家，人民賴以生

存與生活所需文化元素均來自海洋，海洋是國家的大門。具有現代、開放、自

由、彈性、機動、公平、對等、多元、專業、個體與理性為主的特質，是一種

由外而內與橫向思考運作，視為海洋是陸地的起點，海洋保衛與守護著國家，

而國家為國民生命安全與利益，則必須控制與使用海洋（王重陽，2014:57-

66）。

② 認知（cognition）的意涵，則是個體認識與求知的歷程。認知心理包含感覺、知覺、意
識、學習、記憶、思考、想像、期望、理解、注意與辨識等的內部心理歷程與外部的行

為。摘自葉重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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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情感作用來區分的話，文化是由懷念過去的情感所引發出來的，而文明

是渴望未來的情感所引導而來。有了這種對比的關係，就可理解最常見的文化

概念與意涵，何以是指一個文化團體與地域共有的價值觀、信念、語言與行為

表現，具有相同的生活型態，對他人期待的思維與個人的世界觀等論點（陳增

穎，2012:81）。因此，民族國家擁有文化與文明，而文明與文化亦受民族國家

的影響，擁有這種柔軟特性的文化國家，亦可稱得上是一個具有魅力的文明國

家（川勝平太，2012:43-44）。

依此，對於認知心理對於意識的理解與分析，旨在說明人類如何認識外部

世界的複雜性，而反應在外顯行為與內在心理的一種歷程（張春興，2007:86-

87）。具有可監控與可控制的兩個功能：一、在可監控方面。監控自身及環

境，以便於覺察知覺、記憶及思考等認知過程。處理來自於週遭環境訊息為其

主要功能，也是注意力的作用。具有選擇性，通常都以攸關生命安全的重要性

為最高優先。二、在可控制方面。控制自身及環境，對於事實發動和終結行為

與認知的活動。具有計畫、發動與導引行為，以利週遭事件的相互調和（曾慧

敏，劉約蘭，盧麗鈴，2002:94-96）。因此，人類對於自身認知與心智作用，則

具有自我監測（self-monitoring）與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能力（鄭昭明，

2006:12-16）。換言之，此一說明統治階層的思考邏輯，如何反應於國家現代化

的政策與願景，與其何以採取探索、調適與創新的謹慎態度與回應方式上。

綜上所述，新中國是海陸兼備型的大國，有其獨特的輝煌文化與文明歷

史。然而，由於受於近代海洋文明衝擊與影響，國家考量安全與國民生計的需

要，因而先採取關閉國門與自力更生的做法，再到開啟國門與實行改革開放的

政策。這種一關一開的重大抉擇與轉折過程，不就是自我監測與自我控制作用

的反應？而且，這不也在既有歷史文化與文明的基礎上，重振海洋意識與民族

復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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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洋意識的歷史發展

從海洋史學的觀點，對於分析中國的海洋歷史，概略可分為三個時期說

明：一、傳統時期。古代中國曾有輝煌的海洋歷史，出現在西元前221年前的

先秦時期，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的鄭和下西洋結束為止。此一時期的唐、

宋與元等朝代，就已重視海洋發展與鼓勵海洋貿易，開始從事大量海洋國際貿

易，實際上早於當時歐洲人幾百年的光陰。然而，自明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

12月），明太祖朱元璋頒佈禁海令，以傳統的統治思維做為執政的禁海國策，

諸如「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與「片帆寸板不許下海」等，中國中止1,500多年

的自由貿易與民間航海活動。在此期間，雖有1405~1423年的19年期間，明成

祖的鄭和七下西洋之壯舉，依舊無法改變這種大陸意識與認知的作用，把注意

力從海洋轉移到內陸地區，由此隔絕海洋文明與文化發展，喪失做為一個強大

海權國家的機會（楊國楨、陳支平，1995:83-87）；二、近代時期。在15世紀

末的地理大發現，西方海洋文明開始衝擊與影響全球海域。此一階段的計算，

係從1433年明朝關閉國門起，到1949年新中國政權成立為止，合計516年。在

此前期（1433~1840年），在東西方海洋文明相互競逐中，雖然有鄭成功收復臺

灣的重大歷史，一種新的海洋意識與海上文明力量出現，控制海權維持了「亞

洲地中海」的穩定局面（楊國楨，2003）。然而，在以大陸文化為主的滿清王

朝，滯礙了國家海洋發展的機運，正如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學

者指出，當時中國統治菁英在不對的時機，把注意力從海洋轉移到內陸，由此

隔絕海洋文明與文化發展，喪失做為一個強大海權國家的機會（吳國卿、鄧伯

宸，2013）。並導致在後期的時間（1840~1949年），慘遭海洋文明衝擊與羞辱

的事件發生，諸如1840年鴉片戰爭、1894年日清戰爭與後來一連串帝國主義

的侵略。在此期間，雖然有社會的洋務運動與民間的海洋貿易活動，但滿清

王朝的民族特性與認知心理，採行重陸輕海方針、實行文字獄與禁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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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迫使知識分子失去關注海外情況的積極性，實有別於鄰國的日本。③ 因此，

在轉折的過程中備極辛苦，最終卻付出109年的慘痛代價，國家停滯在文明與

文化的衝突困境，直到1949年的中共政權成立；三、現代時期。觀察新中國

於1949~1978年期間，統治者主要的發展思維，受限於外部大環境的制約與影

響，必須採取相適應的關閉國門與自力更生政策。回顧當時面對這種衝擊、調

適與探索的過程中，自然會以大陸文化為主體。而在海洋意識的活動方面，則

僅限在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以傳統產業為主，海洋管理呈現行業分散，而海

防以近岸近海防禦為主，這都是海洋文明與文化滯後發展的現象。

自1978年起，中國統治階層意識到外部環境的轉變，認知採取門戶開放與

海洋意識發展，乃係富國強兵與民族復興之道。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

實行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之政策，調整以海洋意識為中心的觀點，國家發展

方向從重陸輕海到陸海統籌轉換，採取以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並制定國

家發展路線圖，採取「三步走」戰略，以一種漸進式的方式佈局，從沿海地區

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省區，由南到北、由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

有計畫循序漸進發展。在發展類別上，從傳統產業逐漸朝向現代化新型產業轉

變，海洋管理從行業分散轉向綜合管理，近岸海防朝向遠洋海域發展，逐步由

海洋大國邁向海洋強國的目標前進。這種轉折的過程中，充分反應了現代、開

放、彈性、多元與理性為主的海洋元素與特質。依此而知，海洋意識已成為新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價值（如附表一）。

③ 日本與此同時卻是大量吸收海外文獻與文明，知識分子是自由與活耀的，諸如西方的軍
事、工程學與魏源的「海國圖誌」等。雖在鎖國體制期間，依然留下接受海外訊息的獨

立窗口，如長崎、薩摩與對馬等。轉引自網元司，《環境的作用—圍繞海洋的日常生活

的結構》，頁38-39。（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2011）。《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北京：中
華書局；另中日兩國，同屬中央極權專制的政體，在推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運動

的最大差異，乃為日本國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與西化工程，如1871年派遣史上最為龐大
的岩倉使節團，前往美國和歐洲計（107人，632天），學習西方文明（泉三郎，201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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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中國1949-2016年推展國家現代化歷程與特點

區分 外部環境 內部政策 政策依據與重點 備註

1949

｜

1978

美蘇對抗

關閉國門

自力更生

1.　 1949-1956年︰採行計畫經濟體制，
推展一化（國家工業化）、三改政策

（對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

改造）。
毛澤東時代2.　 1957-1965年︰推展大躍進運動與社會

經濟重建（採取二元結構，城市與農

村分離，人民公社成立）。

3.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1978

｜

1998

聯中制俄

開啟國門

改革開放

1.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
全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經濟

建設，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鄧小平時代

2.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由
農村走向城市，與整個經濟領域改革

的新局面。

3.　 1988年9月︰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治理
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導方針。

4.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

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

礎性作用。

1998

｜

2016

單極體系

美國獨霸

定型體制

深化改革

5.　 1998年10月︰十五屆三中全會確定實
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

奮鬥目標。

後鄧小平時代

6.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完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實施東北

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等問題。

7.　 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推進農
村改革與發展等若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

8.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
面深化改革等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資料來源︰ 參考中國共黨新聞網〈2016〉、毛澤東（1990）《毛澤東選集》與胡鞍鋼
（2008）《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等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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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所知，中國何以自1978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其主要背景乃始於

外部環境的改變，以美國為主的聯盟推行「聯中制俄」戰略所致。因此，提供

了東亞海域和平與穩定的環境，從而掌握推展國家現代化的有利戰略機遇期，

重新開啟國門與接納回應西方的海洋文明（胡鞍鋼，2008:225-226）。④ 1987

年10月共黨十三大會議中，總設計師鄧小平總結改革開放之後的心得，正式提

出明確的「三步走」戰略，做為國家未來50年發展藍圖：第一步、是實現國民

生產總產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使

國民生產總產值再增一倍，達到人均1,000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

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國民生產總產值人均達到中等國家水準，即人均

4,000美元，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實現基本現代化（鄧小平，1993:226-229）。

在新時期海洋意識形成的重要政策，概略包含 2003年中國國務院印製的首

部《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2006年發佈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一個五年規劃綱要》。2012年9月16日，由國務院批准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

「十二五」規劃》，全面部署海洋經濟發展各項工作和任務；而在相關的法制

方面，先後完成了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1986年「礦產資源法」、2004

年「港口法」、2001年「海域使用管理法」（簡稱海域法）、2013年修訂「海洋

環境保護法」、2009年「海島保護法」、2012年4月國務院通過「全國海洋功能

區劃（2011~2020年）與2013年修訂完成的「漁業法」（王重陽，2016:114）。

在2012年10月中國國務院批准《開展第一次全國海洋經濟調查工作》等政

④ 胡鞍鋼指出：中國建政以來「現代化」發展戰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五○年代
提出「趕超戰略」，重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及實行國有制等，如1958年毛澤東「超英趕
美」戰略口號；第二階段、是六○年代提出「四化戰略」，即是到2000年，基本實現「工
業、農業、科技及國防現代化」，此階段亦屬於趕超戰略範圍；第三階段、是八○年代提

出「翻番戰略」，即用二十年時間（1980至200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產值和工農業總產值
翻兩番，對於傳統趕超戰略調整為轉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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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效掌握海洋經濟發展規模、海洋產業結構和佈局、海洋產品和服務、海

洋防災減災、海洋環境污染與治理等情況，期以建設國家海洋經濟基礎資訊

的平臺。2014年2月14日，依序頒布《第一次全國海洋經濟調查總體方案》與

《第一次全國海洋經濟調查管理辦法》等法規，做為開展海洋經濟調查工作

科學指導與依據（中國國家海洋局，2016）。並於2013年又提出國家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的倡議，構建21世紀海上絲路，從亞洲到歐洲，從陸地到海洋，

由海洋連結陸地，這種互聯互通的思維方式，亦是一種海洋意識的體現（中國

新華網，2017）。

另於2016年6月25日，由其國家海洋局委請相關學術專家們，共同建構

《國民海洋意識發展指數評價指標體系》，期以客觀瞭解與提升國民海洋意識

水準。此一體系指標主要內涵包含國民海洋意識的定義、分類與觀察指標等三

個部分。在定義部分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國民對於海洋相關政治、國防、法

律、管理、經濟、科技、環境、安全、自然、資源、文化與教育等方面的認

知；而在分類與指標上，其分為海洋自然意識、海洋經濟意識、海洋文化意

識與海洋政治意識等4個一級指標，並包括海洋科普意識、海洋消費意識與海

洋權益意識等20個二級指標，以及海洋地質地理、物質產品消費、世界航海

史、國家管轄海域等47個三級指標等。並於當年11月4日，公布《2016年國民

海洋意識發展指數（MAI）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各省（區、市）海洋意識發

展指數平均為60.02分，勉強達到及格水準。其中以北京84分位居榜首，上海、

天津名列第2位和第3位。內陸省份四川位居第9位。而海南、浙江、江蘇、山

東、廣東與福建等6個沿海省份均能進入前10名。其餘21省份得分均在及格線

以下，其中以沿海省份的河北，得分較低名列第22位。內陸省份新疆、青海與

西藏等排名最後。此一評估顯示，多數省份國民海洋意識發展指數得分均為偏

低，說明乃有待加強教育宣導與結構調整（中國國家海洋局，2016）。

依上所述，觀察新時期中國學習西方文明與回應的路徑中，採取先海後陸

的政策。由南而北、由東往西的點線面部署與規劃，先經濟特區（點）、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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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開放城市（線）到沿海省區（面）的發展。並於十六大、十七大與十八大決議

中，明確「實施海洋開發」、「發展海洋產業」與「建設海洋強國」等總體目

標。於此觀之，中國建設海洋強國已成為國家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已從

戰略思維轉向成為實際行動（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2015）。

一、經濟特區的模式與成效

觀察新中國最先回應於西方文明的政策，乃首推1979年4月鄧小平提出要

開辦「出口特區」，先嘗試一種以點的佈局方式試辦，選擇於東部沿海省區便

利於吸取海洋文化。後於1980年3月，「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以

鄰近香港的深圳地區先行實施，並以西方自由港區的形式體現。「特區是個視

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鄧小

平，1993:51-52），這種對外開放政策主要目的，是在接納外部的海洋文明，

以經濟特區做為連結的平台，以減免關稅等優惠措施為誘因，鼓勵外商大舉投

資。依西方文明的元素與規範，創造一個適合西方模式的良好投資環境，引進

先進技術與學習科學管理方法，以達促進經濟技術發展的目的。

所謂「經濟特區」係以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靈活的經濟措施與特殊的經

濟管理體制，並堅持以外向型經濟為發展目標。這些制度與特點，就是西方文

明分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形式表現。這對於先進的西方國家來說，並沒有什麼

特別與驚奇的感覺，但對於大陸文化、傳統保守、威權體制與社會主義的東方

中國來說，就是一種全新嘗試與思想解放的作法。依此，在經濟特區的發展概

念，創新兩種主要的思維與模式：（一）1979年7月，先於東部地區的沿海省

區，諸如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與福建省的廈門等四個區域，開始試辦

出口特區。而於1980年5月，將此東部地區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在

1988年，又成立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如附表二）；（二）1992年之後，在

特區的基礎上創新國家級自貿試驗區，體現在四個方面：1. 是探索建立一個國

際化、法治化和市場化的營商環境；2. 是建立一個高度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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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探索建立一個典型的自由貿易區；4. 是推進與共建「一帶一路」戰略，國

家全面開放與對外緊密銜接。現行國家級新區（自貿區）計有上海、天津、福

建與廣東等。⑤

由上所述，新中國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選擇東部沿海地區開啟經濟特區

的模式，做為學習接納與交換的場域。對於一個滯後現代化發展與的國家，新

的制度規範與實踐，難免會有磨合與調適的時期。依此，觀察開放的海洋意

識，形成了經濟特區與總體經濟發展。海洋意識包含經濟特區，而經濟特區亦

是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許維安，2002:114）。⑥ 這種關聯與轉換的

成效，以其首設深圳經濟特區2016年統計資料來看，在常住人口方面，由1981

的36.69萬人，至2015年止已達1,137.87萬人，在此期間每年平均以2.7%的比率

⑤ 有關中國發展新自由貿易區資料（自由貿易試驗區專欄，2016）。
⑥ 所謂「海洋經濟」的定義，是指人類在海洋、島嶼和海岸帶直接或間接，開發利用海洋
資源和空間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總和。

表二　新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特區簡介

依序 特區 內容

1 深圳

經濟特區

1980年8月正式成立。深圳特區位於廣東省的南部沿海，總面積
327.5平方公里，2010年延伸到全市，2011年延伸深汕特別合作區。
2015年常住人口1137.87萬人。

2 珠海

經濟特區

1980年8月正式成立。下轄香洲、鬥門、金灣3個行政區。總面積
7,653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面積有1,7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17.93萬人（2014年）。

3 廈門

經濟特區

1980年8月正式成立。1984年廈門經濟特區範圍擴大到全島，現轄6
個行政區。面積1,569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249萬人，戶籍人口
173.7萬人。

4 汕頭

經濟特區

1981年11月成正式立，位於廣東省東部沿海潮汕平原，是著名僑鄉
與華南重要港口城市。面積2,064平方公里，人口539.1萬人。

5 海南

經濟特區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同時成立，包括海南島與
西沙、南沙、中沙群島及其海域，是中國面積第二大的島。面積

3.54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2014年人口903.48萬人。

資料來源：參考大陸台商經貿網（2015）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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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已達175,028,634萬元，每年平均以1.46%的比率增長；另在外商投資（包

含直接投資與其他投資）方面，由1981年11,282億元（美元），到2015年底已

達659,260億元（美元），每年平均以2.5%的比率增長（如附表三）。

二、沿海開放城市的模式與成效

1984年2月24日，鄧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後，明確

指出「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

表三　新中國1981-2015年深圳經濟特區發展概況

區分

1. 年末
常住人

口（萬

人）

年均

增長

（%）

2.
生產總值

（年均%）

第一

產業

第二

產業

第三

產業

3.
外商

投資

年均

增長

（%）

1981 36.69 49,576 13,343 16,019 20,214 11,282

1985 88.15 10.40 390,222
(  3.18) 26,111 163,586 200,525 19,340 14.58

1990 167.78 10.50 1,716,665
(  4.54) 70,220 769,319 877,126 39,497   9.79

1995 449.15   7.48 8,424,833
(  4.06) 124,122 4,221,435 4,079,276 130,989   6.03

2000 701.24 12.80 21,874,515
(  7.7) 155,656 10,860,852 10,858,007 253,168 10.35

2005 827.75 16.94 49,509,078
(  8.84) 97,385 26,425,225 22,986,438 401,713 12.60

2010 1,037.20 15.56 97,733,062
(10.14) 64,670 45,205,050 52,463,342 446,942 17.98

2015 1,137.87 18.24 175,028,634
(11.17) 66,486 72,079,359 102,882,789 659,260 13.56

資料來源： 參考深圳統計年鑑（2016）彙整（生產總值單位，以人民幣萬元計；實際利用外
資，以美元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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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放」。並提議：「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

連與青島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鄧小平，

1993:51-52）。當年5月，國家在探索之後，採取更積極的開放沿海港口城市，

計有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青島、煙台、威海、連雲港、南通、寧波、

溫州、福州、廣州、湛江與北海等15個。這些沿海港口城市的設計，主要目的

是對外施行經濟合作與技術交流，以利擴大吸引外資與技術，有利於推展社會

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因此，其所採取優惠政策是在對外國與港澳等地區的公

司、企業及個人，投資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獨立

經營企業（三資企業），均予減征、免征工商稅與企業所得稅等特殊待遇（中

國改革信息庫，2012）。

如從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來看，以2015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顯示，沿海地

區與海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在2006年海洋生產總值21,593.0億元（第

一產業增加值為1,229.0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0,218.0億元與第三產業增

加值為10,146.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0%，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

14.8%；2010年海洋生產總值39,572.7億元（第一產業為2,008.0億元、第二產業

為18,935.0億元與第三產業為18,629.8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9.9%，海

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14.7%。而於2015年海洋生產總值已達64,669.0億元（第一

產業為3,292.0億元、第二產業為27,492.0億元與第三產業為33,885.0億元），占

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接9.6%，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7.0%。如以2006-2015年

期間來看，海洋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2.2%，而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維持在9.6~10%之間（如表四）。

另從2015年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發展指標來看，在地區生產總值方面，較

上年度增長最大的海洋城市，以廣西省北海市12.5%為最高，江蘇省的連雲港

10.8%為次高，而以遼寧省的大連4.2%增長最低。然而，受於國際外部環境與

國內經濟政策影響，增長趨勢普遍呈現下行，15個海洋城市同樣受其衝擊，整

體表現較上年度平均增幅8.46%，乃均高於全國GDP 6.9%平均增長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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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從2015年人均（美元）來看，超過2萬美元的海洋城市計有上海與

大連等2市，超過1.5萬美元的計有天津、威海、青島、寧波與上海等5市，超過

1萬美元計有煙台、南通與福州等3市，而人均未達1萬美元計有溫州、北海、

連雲港、秦皇島與湛江等5市。如以人均排名來看，前3名為廣州、大連與天津

等市，第4~15名依序威海、青島、寧波、上海、煙台、南通、福州、溫州、北

海、連雲港、秦皇島與湛江等市。從增長角度來看，山東省的青島、威海與煙

台等發展較佳，挹注該省突破人均1萬美元之最大功臣（如表五）。⑦

三、沿海省區的模式與成效 

從中國的地理環境與特性來看，統治菁英的認知能力決定了發展方向。觀

察東部沿海省區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如何有效運用以面覆蓋的創新模式與成

效？從2006~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而言，東部沿海省區與全中國的比例關係， 

2006年的62.09%、2007年的60.13%、2008年的59.98%、2009年的60.03%、

2010年的60.15%、2011年的59.71%、2012年的59.14%、2013年的58.95%、

2014年的58.67%與2015年的58.42%。從平均增長幅度來看，沿海省區此一時期

表四　2006~2015年新中國沿海地區海洋生產總值發展概況

年份

海洋生產總值

（第一、二、

三產業）

第一產業

增加值

第二產業

增加值

第三產業

增加值

海洋生產總值

占國內生產總

值比重（%）

海洋生產

總值增長

速度（%）

2006 21,593.0 1,229.0 10,218.0 10,146.0 10 14.8

2010 39,572.7 2,008.0 18,935.0 18,629.8     9.9 14.7

2015 64,669.0 3,292.0 27,492.0 33,885.0     9.6   7.0

資料來源：參考中國國家海洋局〈2015b〉彙整（單位：人民幣億元）。

⑦ 所謂「海洋城市」，則係指海岸線的直轄市、地級市（包括所屬全部區、縣和縣級市），
不包含沿海地帶的縣、縣級市與區等單位（含直轄市合地級市的區）。摘自中國國家海洋

局（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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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新中國2015年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發展概況

區分 開放城市 常住人（萬人） 地區生產總值 同比增長 人均（美元）
人均

排名

1 上　海 2,415 24964.99   6.90% 16619.7   7

2 天　津 1,472 16538.19   9.30% 18062.9   3

3 大　連    591 7731.6   4.20% 21032.5   2

4 秦皇島    304   1250.44   5.50%   6613.0 14

5 青　島    896   9300.07   8.10% 16887.3   5

6 煙　台    701   6446.08   8.40% 14783.8   8

7 威　海    280   3001.57   8.50% 17234.5   4

8 連雲港    520  2160.64 10.80%   6680.1 13

9 南　通    729 6148.4   9.60% 13559.5   9

10 寧　波    766 8011.5   8.00% 16814.9   6

11 溫　州    807   4619.84   8.30%   9203.7 11

12 福　州    750 5618.1   9.60% 12043.0 10

13 廣　州 1,292 18100.41   8.40% 22523.4   1

14 湛　江    724   2380.02   8.5  %   5285.0 15

15 北　海    168     856.01 12.50%   8191.7 12

資料來源： 參考中國各省市政府官網及中國統計信息網（2016）彙整。（產業總值以人民幣
億元計，人均以美元計）（人均換算係先除以總人口數，再除以現行美元 / 人民
幣匯率6.22：1計算）。

均達13.36%，相較於全中國的平均增幅9.55%，高出達3.81%的比例（中國國家

統計局，2015）。這也說明海洋意識的發展與影響，從而堅定新中國築夢的動

力（如表六）。

另依新中國2015年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GDP增幅6.9%，創下近25年

來增幅最低的情形，並有依續往年下滑之趨勢。然而，從人均GDP突破1萬美

元以上省區，計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內蒙古、廣東、福建、遼

寧與山東等省區，除內蒙古屬於中西部之外，其餘9省市均屬於沿海省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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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六　新中國2006-2015年沿海省市國內生產總值發展概況

區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天津 4462.74 5252.76 6719.01 7521.85 9224.46 11307.2 12893.8 14442.0 15726.9 16538.1

河北 11467.6 13607.3 16011.9 17235.4 20394.2 24515.7 26575.0 28442.9 29421.1 29806.1

遼寧 9304.52 11164.3 13668.5 15212.4 18457.2 22226.7 24846.4 27213.2 28626.5 28743.4

上海 10572.2 12494.0 14069.8 15046.4 17165.9 19195.6 20181.7 21818.1 23567.7 24964.9

江蘇 21742.0 26018.4 30981.9 34457.3 41425.3 49110.2 54058.2 59753.3 65088.3 70116.4

浙江 15718.4 18753.7 21462.6 22990.3 27722.3 32318.8 34665.3 37756.5 40173.0 42886.0

福建 7583.85 9248.53 10823.0 12236.5 14737.1 17560.1 19701.7 21868.4 24055.7 25979.8

山東 21900.1 25776.9 30933.2 33896.6 39169.9 45361.8 50013.2 55230.3 59426.5 63002.3

廣東 26587.7 31777.0 36796.7 39482.5 46013.0 53210.2 57067.9 62474.7 67809.8 72812.5

廣西 4746.16 5823.41 7021.00 7759.16 9569.85 11720.8 13035.1 14449.9 15672.8 16803.1

海南 1065.67 1254.17 1503.06 1654.21 2064.50 2522.66 2855.54 3177.56 3500.72 3702.8

合計 135151 161170 189991 207493 245944 289050 315894 346627 373069 395355.4

年增

%
16.90 19.25 17.88 9.21 18.53 17.53 9.29 9.73 7.63 7.6

全國 217656 268019 316751 345629 408903 484123 534123 588018 635910 676708

年增

%
12.69 14.2 9.62 9.24 10.63 9.49 7.75 7.69 7.27 6.9

全國

比%
62.09 60.13 59.98 60.03 60.15 59.71 59.14 58.95 58.67 58.42

資料來源： 參考中國各省市政府官網及中國統計信息網（2016），有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彙整（金額以人民幣億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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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進入發達省區的門檻。從東部沿海省區與全中國的比較來看，人口佔據全中

國42.8%達三分之一強，而國內生產總值卻佔58.4%超過一半的比例，在GDP

平均增幅7.6%，高於全中國6.9%。再者，從沿海省區的人均值11,211.9美元，

高於全中國7,914.5美元，落差3,297.4美元近三分之一（29.4%）的比例（如表

七）。由此而知，不難發現海洋意識的成效與影響，符合先前假設與推論，確

實是一種推動經濟發展與國強民富的有效方略。

表七　新中國2015年沿海省市海洋經濟發展概況

全國

排名

沿海

省市

2013年
總人口數

（萬人）

2015年
GDP
總產值

（億元）

同比

增長

2015年
人均

（美元）

沿海開放城市（15）
經濟特區（5）

1 廣東 10,644 72,812.5 8.0% 10,997.9 廣州、湛江

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

2 江蘇 7,939 70,116.4 8.5% 14,199.1 南通、連雲港

3 山東 9,733 63,002.3 8.0% 10,406.8 青島、煙臺、威海

4 浙江 5,498 42,886.0 8.0% 12,540.6 寧波、溫州

7 河北 7,333 29,806.1 6.8% 6,534.8 秦皇島

9 遼寧 4,390 28,743.4 3.0% 10,526.4 大連

11 福建 3,774 25,979.8 9.0% 11,067.3 福州

廈門（經濟特區）

12 上海 2,415 24,964.9 6.9% 16,619.6 上海

17 廣西 4,719 16,803.1 8.1% 5,724.6 北海

19 天津 1,472 16,538.1 9.3% 18,062.8 天津

28 海南 895 3,702.8 7.8% 6,651.4 海南經濟特區

小計 58,812 395,355.4 7.6% 11,211.9

全國 137,462 676,708.0 6.9% 7,914.5

資料來源： 參考中國各省市政府官網與中國國家統計局（2016）彙整（全國國內GDP總產值
以人民幣億元計；人均GDP以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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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緣起於近代西方文化與海洋文明的興起，如何衝擊與影響了全世界的

民族與國家，形成今日的國際體系與秩序。對於以亞洲為世界中心的傳統中國

來說，這種史無前例的百年屈辱與教訓，則何以成為其轉折的動力，在其轉換

的過程中，又如何使其成為今日的海洋大國，與海洋強國目標發展，從而改變

了東亞海域週邊國家與世界的觀點。這種轉變有賴於新中國的統治菁英，如何

在保守的大陸文化中，學習與轉換西方海洋文化的能力。

從論述的過程中，以認知心理與歷史文化的整合觀點，探究與解析此種轉

換的內涵與特徵，是否符合原有的預期與假設。在威權體制的國家決策系統，

輸入與產出項都取決於統治者的文化意識與認知。這種專制、統一、快速與穩

定等體制的特點，正好是在此戰略機遇期中最好的優點。因此，重點就在於決

策階層，如何判斷對的時機與做出正確的事情，有利於國家發展方向與政策，

這種表現就是認知系統的監控與控制作用。

總之，觀察新時期的中國海洋意識發展，如何推動與體現在沿海省區的經

濟建設，概可歸納三個要點闡述：一、在為何轉折方面。主要來自於新中國領

導階層的認知與意識，感受近代以來國家面對威脅最主要的方面，均來自於

西方海洋文明的衝擊與侵略，這也是大陸國家何以採行鎖國政策的目的。如前

所述，在不對的時機做出錯誤的決定，將嚴重影響國家發展的方向；二、在如

何轉折方面。在論及國家大事的成敗之間，關鍵則在於政策方向的明確與組織

路線的推動。新中國經過109年的文化與文明衝突、探索與調適的過程，最終

在1949年達成國家發展目標與願景，而在1978年則重新接納與回應西方海洋文

明，制定新的國家戰略與經濟發展藍圖，從而創造與形塑所謂中國發展模式；

三、在轉折成效方面。新中國於1978年依續推動國家現代化，提出改革開放政

策，重新佈局最為接近西方文明與海洋文化的港澳台地區，在其東南沿海地點

設置5個經濟特區，藉以導引外資，學習技術、管理與知識等窗口的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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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如何擴展其成效，以線連點規劃15個沿海開放城市，形成產業聚集與帶狀

發展，並依序採取全方位的方式，以面覆蓋整個東部11個沿海省區。這種海洋

思維確實達成了國家發展「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符合推論海洋意識與經濟發

展的關連性。而沿海地區海洋城市的文明與文化，則成為推動新中國現代化與

經濟發展的主要基礎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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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ean 
Conscious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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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ould simply divid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ocean consciousness 
into three stages: Traditional period (221 BC~AD 1433), Modern Times (AD 
1433~AD 1949), and Contemporary Age (AD 1949~AD 2016). Through the New 
Era of China, New China constructed her ocean consciousness and economy in east 
area to fulfill and achiev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mainly 
reflecting o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coastal open cities and developing model in 
coastal provinc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observe a mainland country with authoritarian regime, see how their rulers face 
th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adopt the monitoring and 
integrating marine strategies. In sum, to explore the sequence of ideas for the reasons 
of transform, how to transfor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writer 
interprets three points as the following. Firstly, what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Ocean Consciousness? Secondly, how’s the Ocean Consciousness in new era 
expressed? Lastly, what a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Keywords:　 ocean consciousness, “three-step walk” military strategies, the coastal 
provi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