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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强华(1975— ),男,安徽寿县人,哲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涉及到张謇海权思想研究成果主要有:韩兴勇、于洋《张謇与近代海洋渔业》(《太平洋学报》2008 年第 7 期),论述了张謇发展海

洋渔业对于维护海洋权利、发展民生的重要意义;宁波、韩兴勇《渔权即海权:张謇渔业思想的核心》(《第四届海洋社会学论坛文集》),
肯定了张謇是我国“渔权即海权”论的肇始者、渔业公司的最早创办者、宣示渔界海图第一人、水产教育的最早创议者、渔业法规的最早

缔造者;都樾、王卫平《张謇与中国渔业近代化》(《中国农史》2009 年第 4 期),梳理了张謇与中国渔业近代化的关系。 以上研究主要集

中在张謇渔业思想和实践在海权维护中的作用,缺乏对张謇其他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关注,更乏与同时代有识之士的比较。

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内容、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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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张謇海权思想形成于世界海权争霸和中国海权危机的背景之下,是其救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渔业以维护海洋权利、发展海洋实业以争取海洋利益、重建海军以捍卫海权。 在现实生活

中,张謇还克服各种困难,努力践行自己的海权思想。 张謇的海权思想及其实践在近代中国海洋意识提升、海
洋权利维护、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弥足珍贵的影响,彰显了张謇的务实品格,对当今中

国海权维护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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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关于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研

究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管理等多个

领域,形成一个有组织、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状

况[1]。 尽管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罕有对张謇海

权思想作专题探讨,偶有涉及也是放在其渔权思

想框架里进行论述①。 对于张謇提倡实业和教育

究竟与其海权思想和实践有何联系、其海权思想

和实践内容是什么、与其他有识之士相比较彰显

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对当今我国海权维护和发展

有何启示意义等论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深入细

致的专题研究。 海权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美国

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首次提出海权概念并将其界

定为“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对海洋进行控

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从而获得

巨大利益” [2]22,这里作为军事术语的海权其内涵

是指制海权。 当代海权概念是指由“国家主权”
概念自然延伸出来的为实现国家合法权益而对海

洋控制和利用的权利,其内涵包括:由国际海洋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主权国家享有的海洋权利;由海

洋权利产生的海洋利益;用以维护海洋权利和海

洋利益的海上力量[3]7。 本文以当代海权内涵的

三要素为切入点,探究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内

容、特点及其启示,理论上能够拓展有关张謇研究

的视角,实践上能够为我国当前海洋强国建设提

供些许借鉴。

　 　 一、张謇海权思想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不断遭遇列强由海而来

的入侵,伴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海权受到严

重侵犯。 晚清政府在致力于加强海防的同时也积

极努力维护和争取海权。 国际海权争霸激烈和国

内海权危机重重成为张謇海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

景。
(一)国际海权竞争激烈

欧美列强为追逐利润而到世界各地争夺市

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不断通过武力拓展殖民

地,海洋成为列强争夺利益的通道。 从鸦片战争

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遭受列强由海而来的五次

大规模入侵,在屡防屡败中逐渐陷入严重的民族

危机。 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再次出

现有海无防的局面,仁人志士感受到海权危机重

重,负责海军重建规划的姚锡光感叹:“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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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 [4]798 孙中山认为海权

之竞争已由地中海、大西洋移到太平洋,“惟今后

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

国家之运命者也。 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
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5]119。 与姚

锡光、孙中山分别从海军重建必要性和地缘政治

的视角看待世界海权争霸所不同,张謇则从渔界

视角认识世界海权争夺给中国带来的危机:“际
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
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

让而日蹙。 ……利害相形,关系极大。” [6]102 张謇

认为世界海权争霸势所难免,在此争霸过程中我

国的渔权定会遭受列强侵犯,而渔权关乎海权,海
权关乎国家主权,因此中国必须化被动为主动,早
做准备以应对国际海权争霸的局面。

(二)国内海权危机重重

中国海权面临的危机表现为国人海洋意识淡

漠以及海防力量的衰弱。
　 　 首先,国人海洋意识淡漠限制了对海权全面

而深入的认知。 张謇认为海洋意识淡漠表现在渔

界保护方面就是“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

渔船所到地段,或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

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 至于海权之说,士
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 [6]101。 国人海洋意识的淡

漠使得国人难以像西方列强那样把渔界上升到国

家主权的高度加以对待,其原因在于中国特殊地

理环境形成了“重陆轻海”思想观念,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降低了人们对海洋的依靠,海洋价值只

是体现在“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以及作为抵御外

敌的天然屏障。
　 　 其次,微弱的海军力量难以为海权维护提供

保障。 中国海防力量在甲午战争中受到重创,海
军重建需要一个过程。 在此之际列强却加快侵夺

中国海权的步伐。 20 世纪初德、俄、日、英、法等

国不断侵犯中国近海渔业权,日本以旅大为基地

非法侵夺中国渤海湾一带的渔业权,德国在胶州

湾创设渔业公司以“侵我国之海权,夺我国之渔

利,上下受损,名实俱亏” [6]60,各国所谓的远洋公

界实际是我国江浙渔界旧地。 正是列强侵渔事件

激起张謇对海权的深入思考,并试图通过各种途

径以应对海权危机。

　 　 二、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张謇有关海权的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极为丰富

庞杂,以现代海权的海洋权利、海洋利益、海上力

量三个维度加以审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其纷繁

复杂内容的要旨。
(一)发展渔业以维护海洋权利

首先, 厘清渔界与海权关系。 鸦片战争以降,
有识之士多是从维护国防安全的角度认识海权,
也即如何掌控制海权以达到海防目的,而较少从

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认知海权。 在“于渔则无人

言及”的背景下,张謇首次从渔权的视角认识海

权,“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
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
相维系,各国皆然” [6]101。 领海界以渔界为限,而
海权又以领海界为限,所以海权自然要以渔界为

限,侵犯渔界等同侵犯海权,所以渔界的涨缩就会

决定海权之存亡。 世界各国在两国渔界分界之处

以兵舰守之,对渔权的维护是其重视海权的表现。
海权维护主要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渔界维护依

靠渔民和相关团体。 为了明渔界以张海权,张謇

主张按照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图册所载中国渔界作

为界限,要求各国驻京公使把图册所示的中国渔

界告知各国海军,以警示各国海军不得驶入中国

渔界,借此宣示中国对海权的维护。
其次,创办渔业公司与参加米兰世界博览会

以张渔权。 张謇认识到了“渔权的争夺和维护是

海权争夺的关键” [7],于是呼吁各省自办渔业公

司,“核之公法,各国领海界不合,虑其侵我国之

海权,夺我国之渔利,是以条陈商部,请各省自设

渔业公司。 集股试办公司事成” [6]57。 渔业公司

首要目的是“为自保利权起见”,获取渔业利益则

属其次。 渔业公司创立既要博采各国经验又要符

合中国实际情况,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渔业公司要

近海捕鱼与远洋捕鱼同时并举,达到外为内障和

内为外固、内外相资以为用的目的;二是在南北洋

设立总公司负责统一领导和规划;三是国家特设

专管渔政之官以主其纲,借助国家行政力量以消

除公司发展遇到的壁垒;四是在渔会地方建立初

等小学以提升渔民文化水平,在吴淞总公司附近

建立水产、商船学校为渔业发展培养水产研究及

航运人才。 总之,渔业公司的成立要起到促进国

家财政进步、扩张实业、保护海权以及稍伸公法的

作用。 除了创办渔业公司外,张謇还通过组织参

加米兰世界博览会以张海权。 1906 年 4 月 28
日—11 月 11 日世界博览会在意大利米兰举办。
张謇作为商务部头等顾问官负责组织中国参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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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针对此次赛会明言特设渔业,张謇指出:“欧
洲渔业自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英人始设会于伦

敦,……德法继之,美俄继之,义奥诸国又继之,渔
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极切之关系。” [6]93 所

以中国必须借参会机会,表明中国渔界“以正领

海主权之名”。 此次参会的意义:一是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渔业发展成果,同时认清中外渔业发展

之差距;二是激发了国人对渔权与海权关系的认

知,提升了国人海权意识,改变了过去滨海各省不

遗余力于保卫疆土而对 “领海主权, 多未筹

及” [8]66 的现状;三是通过参会开展的经济、文化

交流,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发展海洋实业以争取海洋利益

中国历史上不乏利用海洋以发展经济的事

实,但通常与维护海洋权利无涉,直至近代遭受列

强入侵,“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
一说” [9]112。 张謇发展海洋航运业以及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等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
而且维护和发展了我国的海权。

首先,发展海洋航运业。 近代有识之士逐渐

认识到发展海洋航运业不仅能够获取经济利益,
而且是参与国际竞争以维护海洋权利的重要途

径。 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表达了为国争

利之目的:“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

尽”,“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

益一分之利” [4]23。 基于对“世界航业竞争之机

栝”的认知,张謇提出中国“航业必求发达,航路

必应扩张”的诉求[6]129。 而当时中国的海运业现

状却是江海河面主权丧失,甚至出现洋商领单运

货内地、华船愿挂洋旗的局面,江海权益受到严重

侵犯。 为了发展航运以争海权,张謇采取了以下

应对措施:一是设立商船公会,对航运进行统一规

划和管理;二是建设商船学校,培养驾驶人材;三
是效仿德、法、日等国在商船公司成立之际给予一

定的补助金和奖励金,以鼓励和支持发展远洋航

业。 在把发展航运业上升到维护海权高度方面,
孙中山与张謇有相似之处。 孙中山认为中日海运

业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航运业却“已可与世界

之大航运公司抗衡;中国之招商局其事业仅限于

国内,且不能与外国公司竞争” [10]16。 孙中山认为

由于中日地缘特征的差异,作为海国的日本必先

务水运,而作为陆国的中国在优先发展陆运的过

程中忽视了航运业的发展,更没有上升到海权拓

展的高度给予认真对待。 认知的差异决定了日本

政府对航运业“有津贴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

持” [11]206,而中国却看不到国家补助商船的意义,
无法像日本那样能与列强争竞,结果在货物出入

过程中经济损失惨重,这也是为何张謇主张贴补

远洋公司的缘由。
其次,开发利用沿海资源。 马汉认为海权的

历史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一个国家为了强大而通过

开发和利用海洋所作的全部努力[2]22。 张謇充分

利用沿海资源以发展轻工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

的,属于马汉所说的充分“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
观点,是中国近代开发利用海洋以发展海权的伟

大实践。 张謇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为农

尤要。 张謇主张就江海旷地广兴农业,在通海海

滨荒滩试办垦牧,“今天下敝,敝日患贫,又益岁

赔数千万之款,不亟取诸地,将日取憔悴之民而剥

之与之俱尽乎? 无是理也” [12]30。 可见通过垦牧

以发展农业经济达到富国强兵是根本目的。 其垦

牧规划是从北至南因港形势分为五堤,堤上种植

牧草,养殖牛马羊等,有沟渠的地方种植棉豆等。
到 1910 年,通海垦牧公司经过十年的努力,垦植

田地达 30413 亩,其中棉花种植面积达 29164
亩[13]420。 张謇利用海洋荒滩资源试办垦牧是对

中国传统重农轻商、重陆轻海观念的超越,彰显了

经略海洋的新理念,是传统价值观念变化和经济

与社会变动压力逼拶的结果[9]263。 与张謇经略海

洋的理念相似,孙中山也设计了最大产盐区北方

大港,主张将辽东湾头沼泽地开发为水稻田以

“得甚丰之利润” [14]325。
(三)重建海军以捍卫海权

张謇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外侮的根本原因

在于“海军之弱也” [12]5,甲午战后中国沿海七八

千里更是出现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的局面,所以如

今无论如何艰难终宜复设海军,“今日御敌大端,
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 [6]17,但海军“视陆军为尤

重,筹办亦视陆军为尤难” [6]159。 张謇清醒认识到

海军重建不可猝求速效,务必从人才培养、舰炮制

造及经费筹备方面“巩其基”,“厚其备”。
首先,培养多层次海军人才。 近代以来中国

海军人才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自主培

养与外派留学生相结合为途径。 所培养的海军人

才在近代海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海军人才整

体质量不高,原因在于人才培养在顶层设计、统一

领导、专业设置、制度保障、财政投入、人才激励等

方面受到了政治体制腐朽、财政危机、观念守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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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制约。 张謇认为外洋各国之强不在兵而在

于学,人才是海军的首要因素,不能通过兴办教育

培养合格的海军人才,再先进的坚舰利炮也无用

武之地,所以“根本之图,教育为亟” [6]160。 张謇

反思过往海军人才培养的问题在于未能根据“各
途需人”以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也缺乏灵活的

制度加以保障,因此主张:一是注重海军人才培养

的层次性,在奉、直、鲁、苏、浙、闽、粤沿海七省广

设初、高两等小学,每省建一所海军中学,南、北洋

各建一所海军大学,从小学到大学既可以培养低

端人才的海军士卒也可以培养高端人才的海军将

弁;二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加以保障。 为了保证充

足的生源,初、高两等均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学制

方面从初等小学到大学再到出国留学共十六七

年,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6]160-162。 为了改变过

去对所培养的海军人才“视之皆不甚重”的局面,
要像日本那样建立合理的任用制度以为海军人才

升擢提供保障。
其次,舰炮要以自制为主。 鸦片战争以降中

国海防舰炮主要依靠向西方国家购买,尽管洋务

运动中也创建了一些军工企业,形成了“四局两

坞”的基本格局,但所制枪炮质量存在诸多问题,
战时甚至出现“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的窘

境[4]322。 张謇批评了中国在舰炮置办方面仰息他

人之弊端,认为海军既然是一国实业、教育发达之

代表,舰炮要以自主制造为主,“今谋海军,而舰、
炮所资,唯倚外人,是竭本国人民之资财,为他国

工业之代价” [6]162。 要靠自力更生制造舰炮,必须

解决经费、技术、人才、材料等问题,因此张謇提

出:一是饬福建船政专重造船、扩充湖北、上海枪

厂,为了培养人才设置工科大学,奖励能造船之商

厂分任精造兵舰所需机械;二是饬各省产铁地方

兴炼铁厂,为舰炮生产提供钢铁材料;三是发展工

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以解决经费问题[6]162。 与张

謇主张不同,康有为、严复等人依然认为要等条件

成熟时再自造,当下还得依靠购置为主。 相比而

言,张謇主张把舰船置办从外购转向自制为主,既
能促进本国工业和经济发展,又能化被动为主动,
充分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攻坚克难的决心。

再次,海军建设经费要以自筹为主。 晚清海

防经费的有限、挪用及拖欠直接影响到海军建设

质量,制约了海军近代化步伐,其原因既有财政危

机的客观因素,更有对海军缺乏足够重视的主观

因素。 张謇将海军建设经费分为人才培养和舰炮

制造两部分。 教育费分十五年规划,从初等小学

到大学共计约二千余万。 制造费也分十五年规

划,包括船厂及枪厂扩充、工科大学创设、开矿等,
十五年以十八省平均计,每省岁筹不及二百

万[6]163。 海军重建经费依靠财政,那么财政从何

而来? 张謇主张依靠发展工商业,“此则养民之

大径,富国之妙术。 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

中矣” [6]23。 张謇主张自筹为主外借为辅,再次表

明其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现实问题的理念。

　 　 三、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特点

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与李鸿章、严复、康有

为、孙中山等人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也表现出

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其个人的成长环境、人
生经历及思想深度不无关系。

(一)认知上的世界眼光

近代中国在抵御外侮中被迫开启对世界的认

知,但由于受制于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使得这种

认知呈现出曲折态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中
国昧于外情,因应失宜” [15]890 而失败,从此激励中

国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战略构想,由于构想未得以实施而导致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

了实现“师夷以制夷”的目的,洋务派发起了以

“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基本上停留在器物和科技上,
在制度文化上还是严守“夷夏之大防”,对西方的

认识广度与深度依然有限,就连洋务派代表人物

奕在反思甲午战败时也作出了“中国之败,全
由不西化之故”的论断。 就海权而言,由于缺乏

对世界海权发展切实的认知,清廷没有通过军事、
经济及外交等多种手段去发展海权,更罔论像俄

国、日本那样全盘效法西方以将掌控制海权转化

为国家意志[3]36。 晚清海军的实战运用和外交威

慑之间的权衡依然停留在传统战略思想中重守

势、重伐谋伐交而轻实战的思维模式[16]217。 因

此,唯有冲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世界眼光客观地

认知彼此,并积极采取措施以迎头赶上,才是挽救

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 针对中国朝野上下务近遗

远、重内轻外的行事态度,张謇指出:“办以国事,
要有世界的眼光。” [17]297 他以日本为例,强调具备

世界眼光的重要性,“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

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 [18]542。 日本在近代举

全国之力以建设海军,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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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战争中获胜就是最好的例证。 张謇指出:“今
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

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

争之会,……以其不足与于列强竞争之会,即不足

救我国时局之危。” [12]188 正因为张謇具备了这种

观察世界之眼光,注意到各国对发展渔业、航运

业、海军教育的重视及具体策略,才会以彼为鉴,
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借鉴其经验以迎头赶上。

(二)实践上的务实品格

张謇认为近代中国大患是“自强之无实” [6]3

而非外侮纷乘,也即中国没能通过自强以形成抵

御外侮的强大力量,因此 “惟凡事须从根本作

起” [12]185 遂成为张謇的做事准则,表现在他的海

权思想和实践上就是客观地认识中国海权现状及

面临的问题,尔后采取合乎中国实际的措施为海

权维护和发展扎扎实实地打好各方面基础,既
“力图补救,以夜继日” [6]15,又不急躁行之。 在海

洋权利维护方面,张謇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呼吁

上,而是从组建渔业公司、参加渔业博览会等具体

事务着手,以实现维护和发展海权等目的。 在海

洋利益实现方面,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沿海荒

滩资源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了更好地发展航

运业,从创建商船学校培养海运人才之基础工作

着手。 在海军重建方面,甲午战后对于海军是否

亟需重建以及如何重建等问题,朝野上下存在不

同意见,张之洞等人认为“宜亟治海军”为“中国

安身立命之端”,刘坤一认为一无巨款二无将才

因此海军宜“从缓设复”。 张謇从民族危亡的高

度出发,认为必须重建海军,否则丧失的不仅是海

权,中华民族都将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但是海军

重建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打好基础。 张謇采取

发展实业以筹经费,兴办教育以培养人才,发展工

业以置炮造舰,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

为海军重建打好人力、财力、物力之基础,正是其

务实品格的充分体现。
(三)战略上的“以战为和”
张謇海权思想是其海防思想的延续,在战略

上皆采用“以战为和”。 海防与海权的维护都要

以能战为前提,并且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国家

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 [6]4。 尽管“自来中外

论兵,战和相济” [6]13,但是唯有在能战基础上的

和解才会占主动,“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

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
彼绌我伸” [6]5。 张謇厘清了战与和之间的辩证关

系,批评了主和派“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

不坚持和议”的行为。 就海战战术而言,张謇主

张“以守为战”,“我必毋庸舍长用短,相持于汪洋

大海之中,争不必争之地也。 但严扼诸海口,凭据

险要,以顺制逆,以逸待劳,以众御寡,以主伺客;
又海滨之民,多能熟悉形势,洞晓情实,用得其道,
破敌尤易” [6]6。 “以守为战”的战术由于缺乏对

制海权的争夺和控制,会使自己陷入被动,这也是

近代中国多次海防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张謇的

战术选择是保守的。 在地缘战略上,张謇主张保

朝鲜防日本。 针对俄国和日本窥伺朝鲜,张謇极

力主张保护朝鲜,朝鲜即为中国外户,当其处于积

孱极弱之际更需要中国的军事保护。 就朝鲜对于

中国的屏障作用而论,康有为与张謇有同样的认

识,“于朝鲜未必能救,而吾东三省海疆必受其

患” [19]246。 日本对朝鲜的威胁远大于俄国,尽管

日本的军事实力不及俄国,但日本离朝鲜较俄为

近,更何况其对朝鲜的图谋亦非一年。 张謇认为

如果不能保护朝鲜,不仅如康有为所言的东三省

遭受危机,甚至英俄还会乘机争夺西藏。 张謇给

出了保护朝鲜的具体对策:定藩服之名、启用宿将

统兵、简调海军参置前敌、别选奇兵为攻心之助、
严兵屯守南洋各口、量增劲旅屯驻北洋、坚将士之

志、无轻许和,等等。 甲午战争后,张謇认为“此
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 ……以前例后,则
此次之和,犹未和也” [6]15。 既然和约对于日本而

言只是一纸空文,那么中国就必须做好战备以迎

敌,张謇从海陆军建设、枪炮厂开办、人才培养、商
务工政开展以及巡幸之所预备等方面给出了具体

对策建议。

　 　 四、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建设海洋强国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海权是“海洋强国

的关键内核” [20]5,张謇海权思想和实践之智慧对

当前我国海权维护和发展乃至海洋强国建设依然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全面提升海洋意识

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性认识。 海权意识是海洋意

识的集中表现,没有深厚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将

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自春秋战国以来,海
洋的价值仅停留在“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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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至明清之际,为了应付海疆危机,实行了移

民和海禁政策,海洋依然被视为抵御外敌的天然

屏障。 尽管在外敌逼迫下近代国人海洋意识有所

觉醒,但由于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传统观

念的影响,国人对海洋的认知和实践是十分有限

和被动的。 张謇出生在沿海城市南通,自幼对海

洋非常熟悉且有深厚感情。 近代列强借海洋以强

大的事实,加之旅日期间目睹了日本对海洋的开

发和利用,进一步增强了张謇的海洋意识。 正是

基于自觉维护海权和经略海洋的牢固意识,张謇

才会在发展渔业、航运业、涉海农业、海洋教育等

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其所思所为也激发了近代国

人海洋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为了不再重蹈覆辙,
必须认识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经验教训。 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

措,既离不开经济、科技及军事的硬实力支撑,更
离不开作为软实力的海洋意识的提升作用。 意识

永远是实践的先导,唯有增强全民关心、认识和经

略海洋的意识才能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思想基础

和精神动力。 就此而言,张謇对海权的认知和实

践对于当今我国海洋意识的提升依然有着借鉴意

义。
(二)必须重视渔权的争取和维护

近代西方列强侵夺中国海权的方式之一就是

在中国近海侵渔。 张謇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认

识到渔权与海权的关系,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渔权

加以维护,进而促使了中国近代领海渔业权观念

的产生。 张謇提出的“渔权即海权”的观念对当

今中国争取和维护渔权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长期

以往,中国只是把海洋渔业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

去发展,而忽视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去认识

海洋渔业和渔权的发展与维护[7]。 自《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中国严格按照《公约》与周

边国家就合理利用相关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协商

和谈判以维护渔权,为了与日本、韩国、越南、俄罗

斯等国就渔业捕捞、渔业贸易、水产品加工等问题

达成协议,我国与之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 尽管

如此,中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菲律

宾、缅甸等的涉渔纠纷依然不断,甚至引发成外交

事件。 面对渔业冲突和矛盾,必须站在维护国家

主权的高度加以审视。
(三)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海军

甲午一战充分暴露了晚清海军建设的深层问

题:既要向外学习现代科技又要防范 “以夷变

夏”,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忽视了政治、经济及

制度的支撑作用,过多集中于武器装备的质量提

升,弱化了海军战斗力;海军建设缺乏社会力量支

撑,导致海军发展内在驱动力严重不足。 张謇强

调“国无大小,忘战者败” [12]4,海军在保卫国家领

土和主权以及承担 “游弋东西洋,保护中国商

旅” [12]5 的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张謇

在汲取甲午战前海军建设教训的基础上,从人才、
财政、装备等方面对海军重建作出了全面而系统

的规划。 当今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为建设

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我国当前在海洋权益的

维护、台海的统一、岛礁主权争端解决等方面遇到

巨大挑战,海上贸易通道、海外能源、驻外企业和

公民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各种护航、维和、
护侨以及维护海洋公共安全的任务也变得日益繁

重,因此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装备先进的强大人民海军显得尤为迫切。 张謇关

于海军强则国强的战略认知及海军建设坚持自力

更生、重视人才培养所彰显的战略智慧,对当今我

国海军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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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ritime Right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LI Qianghua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Zhang Jian’s thought of maritime rights are formed in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sea power strug-
gle and Chinese maritime right crisis, an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s developing fisheries for safeguarding maritime rights, developing maritime industry for winning
over maritime interests, and rebuilding the navy for defending maritime rights. In real life, Zhang Jian over-
comes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tries to practise his own thought of maritime rights.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ritime rights have a preciou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s promotion of maritime consciousness, mainte-
nance of maritime rights,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and cultivation of maritime talents, and manifest
his pragmatic character, and have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Chinese
maritime rights.
　 　 Key words: Zhang Jian;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fishery rights;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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