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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大西洋海洋战略布局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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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和海洋力量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大西洋的海外利益不断延伸，这对

中国的海洋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出台背景

下，提前谋划中国的大西洋海洋战略十分必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大西洋的全球战略地位，从政治

与外交、军事与安全、经济与贸易、科技与环保等方面分析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探讨大西洋海洋

战略布局的目标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大西洋战略布局进行现实考量，提出全面构建大西洋

伙伴关系，提升大西洋资源调查、勘探和开发能力，中国海警加快融入国际海上搜寻救助体系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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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走出

去”战略进入新阶段，“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成为引领未来海洋

发展的战略主旋律，２０１６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

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

开发法》（简称《深海法》）更是吹响认识深海、和平

利用深海的号角，体现中国履行国际公约的责任、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决心。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发

展带来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拓展，这要求中国必须

提升对全球海域的介入及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各

种新的海上事态发展，保障未来中国国家海上利

益。未来“海洋强国”的建设也要求中国不仅在本

地区内保护自身的海洋权益，而是要发展自身的全

球海洋战略。

立足太平洋，发展印度洋，展望大西洋，在全球

大洋中参与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是对中国传统海

洋战略的延伸。一直以来，中国对大西洋的战略考

量未被正式提上议程，而未来的中国以全球化思维

经略大西洋是必然抉择。中国应在现阶段开始着

手经略大西洋，这是长远阶段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

需求，也是近期打破美国海上封锁、发展中国海洋

“外线战略”、保障中国海外利益的现实举措。中国

应不再局限于基于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考量的太

平洋和印度洋战略，而应放眼全球，将大西洋纳入

海洋战略考量范围，强化与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关系

建设，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合作格局，实现国家利

益维护力量由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迈进。当前的

中国已经有能力并且有必要为经略大西洋做出规

划，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大西洋战略做好准备。

１　大西洋的全球战略地位

相较于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重心的强调以

及对北冰洋重视程度的提升，我国一直对传统全球

战略中心———大西洋重视不足。这与大西洋在全

球的重要战略意义地位并不相符。

大西洋被称为“超级战略大洋”。回顾历史，公

元１５－１７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带来“地理大发现”，

世界贸易中心由原来的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

沿岸，奠定大西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战略地

位。大西洋两岸分布着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

多个发展中大国，西海岸主要有美国、加拿大、巴

西，东海岸主要有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西班

牙、葡萄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和南非等国。可以

说，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大部分仍集聚在大西洋沿

岸区域。

数据和资料显示，大西洋拥有世界７５％的港

口，其中波士顿、纽约、鹿特丹等世界知名港口货物

周转量可达世界的６７％，货物吞吐量达６０％
［１］；在

美国公开宣称的全球１６条海上要道中，大西洋占据

７条，包括佛罗里达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

等；美国将大西洋沿岸地区作为其海外军事基地重

要部署区，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占其

海外基地总数的５３％。２０１５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批

准的新版海洋学说仍将俄海军发展的“重音符”放

在大西洋和北极地区，要求俄罗斯在大西洋保持强

大的存在。可以说，大西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

现实意义。

２　大西洋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尽管在四大洋中大西洋距离中国最为遥远，但

是从海洋战略的整体性和海上利益拓展的长远性

来看，其对于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政治与外交方面，中国进入大西洋是我

国海洋战略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的重要环节，也是

中国外交伙伴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海上力量的不断提升，未

来的中国必将全面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甚至全面参

与国际海洋秩序的建设与维护，而中国在大西洋彰

显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外交

方面，中国在大西洋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已经基本

建成，这其中既包括与英国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也包括与刚果共和国正在扎实推进的伙伴关

系；深入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国外交建设，着

力探索与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合作领域的拓展，是

中国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建立外交关系“朋友圈”

的现实需求。

其次是军事与安全方面，大西洋是我国跳出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包围圈、打破美国遏制封堵的新的

战略纵深地。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就

在太平洋地区构筑岛链、封锁海上贸易，以扼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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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２０１０年，为维持全球领

导地位、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全

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在这个大背景下，南海

问题愈加突出，东海钓鱼岛争端也逐步升级。面对

美国及其盟友的围追堵截，向西开拓大西洋市场、

加强与大西洋沿岸国家合作将成为牵制美国并遏

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有效手段。

再次是经济与贸易方面，大西洋是我国海上利

益拓展延伸的重要区域。北大西洋沿岸国家是我

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欧、美与中国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非常紧密；大西洋两岸的拉美地区和非洲

地区资源丰富，是未来我国能源与矿产供给的重要

区域［２］。重视大西洋海域海上安全对于确保我国贸

易和能源运输安全及海上利益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陆上与海上的终点都

在大西洋，提前谋划大西洋海洋战略将对未来中国

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与亚、非、欧众多国家的

多边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具有重大战略布局意义。

最后是科技与环保方面，大西洋是推动我国深远

海战略、维护国际海洋环境安全的重要区域组成。随

着对海洋认识能力的提升，走向深远海已成为我国海

洋战略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国目前对国际海域的认

知还比较欠缺，尤其是在大西洋区域。尽管目前中国

的科考船在大西洋海域有一定存在，但是相较于大西

洋海域的广阔、资源的丰富和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中

国对大西洋的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生态等的了

解仍然有限，进一步提升中国海洋科考的调查勘探能

力、扩展科考远航范围有利于增进中国对全球海洋的

了解。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等

环境安全问题，对大西洋的全面了解有助于中国制定

维护国际海洋环境安全的政策，也有利于中国在这一

区域开展进一步的环境保护行动，这既是履行《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责任的要求，也是中国主动承

担国际责任的表现。

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家海底区域活动，先

后组织开展４０余个大洋调查航次，相继获得多金属

结核、多金属硫化物等资源勘探开发区，“蛟龙”“海

龙”“潜龙”系列深海勘查技术装备陆续下水，我国

已做好进一步认识深海、和平利用大西洋深海资源

的准备。但目前我国在大西洋的科研水平和能力

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巨大，随着《深海法》的

出台，可借此契机整合大西洋相关资源，推进大西

洋深海科学技术发展和资源勘探开发能力提升。

３　大西洋海洋战略布局目标框架

考虑到大西洋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和中国在大

西洋的实际利益需求，中国当前的大西洋战略布局

的目标框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在政治与外交方面，中国应努力在对美关

系上维持总体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深化同欧盟国

家的合作，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英、法、德等欧洲大

国；与拉美和非洲传统友好伙伴的合作在各领域内

进一步深化，拓展与更多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２）在军事与安全方面，中国要避免因为进入

大西洋而引起美国的过度紧张与反感；借助各种手

段适度增强海警力量在大西洋的存在；提升中国保

护大西洋航线上中国船只安全的能力；增强中国在

大西洋地区的影响。

（３）在经济与贸易方面，稳步推进中国与欧、美

国家的经济贸易和货物往来，提升贸易质量和层

次；加强与拉美和非洲等能源禀赋优越国家的合

作，拓展双边、多边贸易合作领域。

（４）在科技与环保方面，提升我国在大西洋的

调查、勘探能力，加大在该地区的科考力度，逐步增

强中国对大西洋海域的了解；摸清大西洋海域环境

变化状况与趋势；加强与大西洋国家在海洋科技和

环境保护、环境执法上的合作与交流。

４　大西洋战略布局的现实考量

历史上的海洋强国如果想要长期维持海上优

势，仅仅拥有海军力量是不够的。中国的海洋强国

之路也必须凭借综合性海权的支撑，而绝不能将自

身建设局限在海军建设上［３］。考虑到中国自身军事

实力的实际情况，在宣称和平崛起的同时如果强化

在远洋的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增加军费压力，成本

尚且不能带来相应的收益；并且，其他国家对中国

军事实力增长的恐惧和压制是限制中国军事发展

的重要因素［４］。因此在现阶段，通过贸易、投资、护

航、科考、环保等手段全面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是

中国经略大西洋的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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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全面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

当前可以借助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契

机，沿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拓展，深化与大西洋国家

的海洋经济与贸易合作，积极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

系。市场和贸易的发展是国家发展和国力提升的

重要推动因素，也是海上力量建设的支撑［５］。西方

海洋强国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兴衰史告诉

我们，建立在海上贸易基础上的海上力量才可以得

到比较正常和持久的发展，想要获得海权不能仅仅

依靠武力，还要有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海洋秩序做

支撑［６］。

经贸往来方面中国与大西洋两岸国家有着良

好的合作基础和发展势头，未来应与欧洲、美国、非

洲和拉丁美洲以不同的策略深入合作。中国与非

洲和拉丁美洲有着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相互之间

的经济也有很强的互补优势；美国、欧盟与中国是

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美与中国都有着巨额的双边

贸易，货物运输主要都是借助海洋进行，在这种情

况下，大西洋对于中国与美国东海岸城市和欧洲国

家之间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欧洲方面，２０１５年是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关系

快速发展的一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习近平主席１０月访问英国更

是将中英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高度，这两个事件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

标志性事件，而在这其中经济合作成为推动中、欧

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应通过经贸合作稳步推

进中、欧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

美国方面，当前中国与美国在海上的竞争态势明

显，在这种情况下努力保持与美国的关系整体稳定显

得尤为重要。２０１５年９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后中美关

系走向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的缓解。中美之间的经

贸往来是双边关系保持友好的“压舱石”，因此借力大

西洋航运发展与美国东海岸城市的经济往来有助于

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拉丁美洲和非洲方面，中国应加强与拉丁美洲

东海岸国家和非洲西海岸国家的关系，推动建设

“第三世界”大西洋海上共同体。增加贸易往来尤

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可以减轻我国对中东地区能

源的依赖程度，中国可借力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为

将来经略大西洋做好准备。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中国与大西洋沿岸国家深入合

作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５年底中国企业承建的喀麦隆—

巴西跨大西洋海缆系统项目正式签约，这个项目打

破发达国家对国际跨洋海缆工程的垄断，是中国在

大西洋提升存在力的重要项目之一［７］。目前正在酝

酿的在巴西、秘鲁等国建设跨太平洋、大西洋铁路

计划也持续引起多国注意。

通过此类经济合作，中国不仅可以提升与大西

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以获得长远的经济利

益，而且可以避免军事存在引起的猜疑，还可以通

过民事项目增进对大西洋海况的探索。此类真正

关注民生的项目还将为相关国家民众带来切实的

利益，也是未来“一带一路”着重发展的方向［８］。

４２　提升大西洋资源调查、勘探和开发能力

加强海洋科考，提升大洋资源调查能力，进而

增加我国对大西洋海域信息的掌握，提升中国参与

大西洋资源勘探开发的主动权。尽管我国的大西

洋战略布局是为执行和平与发展使命，但由于途经

美国、俄罗斯、西欧国家等大国间博弈的敏感地带，

可能无法避免相关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各种揣

度。如果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对大西洋的认知，在

任务执行过程中将面临管控风险、避免冲突等难

题；而科考作为一种带有公益性质的海洋探索受到

的关注相对较少，一般也不会引起国际媒体的猜

忌，是目前我们增进对大西洋了解的有力手段之

一，也可以促进中国与大西洋沿岸国家在海洋科技

与创新上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探索在大西洋海底进

行资源开发的可能。

中国可加强与欧盟、拉美和非洲国家在大西洋

海域科学考察及资源勘探与开发的合作。２０１１年

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大西洋战略显示欧盟在大西洋

的资源需求，其大西洋战略仍注重现实利益的获

取［９］。由于大西洋与中国之间距离遥远，中国对大

西洋的海况与资源分布的基本信息了解较少。增

强对大西洋海域的科考与资源勘探，有利于我们提

升对大西洋海域的认知，并且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资

源紧缺，还能促进中国与大西洋沿岸国家在海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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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与创新上的国际合作。拉美和非洲国家对中国

的资金与援助有着旺盛的需求，如大西洋东岸的安

哥拉和西岸的委内瑞拉已经分别成为对中国出口

石油最多的非洲和拉美国家。随着中国在深海钻

探石油上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与这些国家还存在着

巨大的合作潜力。

４３　加快融入国际海上搜寻救助体系

以融入国际海上搜寻救助体系为契机出现在

大西洋，既降低力量存在的敏感性，又提高合作的

可能性，是中国维护全球海洋秩序、保护海上人员

和财产安全、保护全球海洋环境安全的一个有力手

段。为开展国际合作搜寻营救海上遇险人员，政府

间海事协商组织曾制定《１９７９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

公约》；公约强调发扬人道主义，规定缔约国在本国

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情况下，应批准其他缔约国

的救助单位为搜寻发生海难地点和营救遇险人员

而立即进入或越过其领海或领土。中国于１９８５年

６月２４日核准该公约。作为海上行政执法的主要

力量，中国海警可考虑在公约框架下积极发挥全球

国际合作搜寻救助作用。海警作为准军事力量走

出国门开展活动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有不

少先例，对海警的运用可以更加灵活［１０］。随着中国

海警力量的不断提升，可依托海警的全球行动能

力，以全球国际合作搜寻救助为契机，使我国海上

力量逐步进入大西洋。中国可以借助“非战争军事

行动”加强与大西洋沿岸国家在海洋安全维护、人

道主义救援、海洋环境管理等多领域的深度合作。

本文认为，中国海权的增长并不必然要求中国

发展与美国相对称的或全球性的海军来对抗美

国［１１］，而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加强双

边、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以

保证运输通道安全。通过执行全球任务，增强对大

西洋海域的了解，还可以发展海上软实力［１１］。与此

同时，对美国形成更大的压力，使其插手我国周边

海域问题时会有更多的顾虑。这项工作应尽早布

局，保证机会合适时已做好准备。

５　结语

构建我国的大西洋战略不仅是时代的责任与历

史的使命，也是吸取我国几百年闭关锁国教训的重要

举措。历史上，我国曾错过地理大发现、错过大航海

时代、错过成为海洋强国的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

时代的变迁，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意识不断

增强，海洋经济不断发展，海洋强国战略不断推进。

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赋予海洋精神新的内涵，向

更深、更远处探索是现代海洋精神的核心，“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便是现代海洋精神的重要体

现，为开拓性地发展海洋开辟道路。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海洋

是世界的海洋，是开放性的空间，这决定现代海洋

精神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开拓性的、探索性的，

指引着我们向更深、更远的海洋迈进，探索、开拓未

知的海洋空间。推进大西洋海洋战略不仅在推动

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

意义，对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也有着重要战略意

义。中国应站得更高、看得更广，更全面地把握全

球海上局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确保我国在世界

海洋强国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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