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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孫中山海權問題的研究，臺灣方面起步較早，并有專門論述。大陸研究展開較晚，始於

80年代後期。(1)從研究的內容來看，主要是對孫中山海權思想範疇進行了基本的探討，可歸結以

下幾個方面：1）反對列強侵略，收回中國海權；2）建設強大海軍，鞏固海防，保衛中國海權；

3）積極倡導發展海洋實業，爭取中國海洋權益，造福中華民族。這些內容概括了孫中山關於海權

問題的主要思想。然須指出的是，對孫中山海權思想與近代中國海權的關係、與20世紀初的時代

環境、對孫中山海權思想的特點及其歷史地位的探討，還比較缺乏。筆者以為此中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學術界對海權理論本身探討得很不夠，對海權內涵的界定認識不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和制約了對孫中山海權思想的深入研究。本文擬就孫中山海權思想進行初步探討。

漢出版了《The  In f l uence  o 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認為“sea power其義甚廣，

它不僅包括通過海上軍事力量對海洋全部或一部份

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對和平的商業和海上航運業的

控制”(6)。在馬漢的著作中，對海洋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對社會發展的作用，進行了歷史的總結，然後

對海權理論加以論述，它將海權分為客觀存在和具

體運用兩大部份，強調海權是國家對海洋的控制權

和發展權，包括國家在一定海域內的制海權，和國

家所獲得的以海洋為依托的商業貿易、海上航運等

方面的優越經濟地位和發展潛力。馬漢的海權論為

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注入了一支強心

劑，對急劇擴張的各帝國主義列強產生了巨大影

響，以致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海洋、尤其是太

平洋地區成為列強關注的重心和爭奪的焦點。

海權是一個歷史範疇，屬於國家戰略，最本質

的東西是體現國家與海洋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社會

發展不同階段、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人類對海權的

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形成不同的海權觀念，

出現不同的海權運用方式。所以，海權不止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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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的起源和基本內涵

海權一詞源於英文“sea power”，由於東西方

文化的差異和對馬漢“sea  power”理論理解的不

同，因此國內翻譯、銓釋也不盡相同，有譯成“海

權”的，有譯成“海上力量”、“海上實力”和

“海上權力”的，至今爭鳴不絕於耳。中國何時出

現“海權”一詞？筆者曾在〈中國海權與鄭和下西

洋〉、〈論鄭和海權的歷史地位及其性質〉 (2 )中論

及。根據皮明勇先生的研究，實際上中國出現“海

權”一詞比馬漢要早。(3)1885年，李鳳苞將奧國普蘭

海軍軍官學校教習阿達爾美阿原著《海戰新義》一

書譯成中文，由天津機器局正式刊印。(4)該書在論述

近代海軍的戰略任務時，認為“凡海權最強者，能

逼令弱國之兵船出戰，而弱國須守候機會，以伺擊

強國一分股之船”(5)。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是迄

今為止中國首次出現“海權”一詞，但對這一概念

的內含和外延沒有進行界定和闡述。從書中的內容

分析，這裡“海權”強調的是海上力量。1890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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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概念，內含不單純祇屬於軍事和經濟範疇。海

權意識是伴隨妷人類對海洋的實踐過程發展到一定

階段而產生的，海權是在國家或城邦形成以後出現

的，是指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綜合力量在海

洋的存在及其運用（控制、開發、利用、保衛、顯

示），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等諸多

因素。經濟利益是海權的最基本因素。軍事運用是

海權競爭的主要手段。其基本特徵強調“存在”的

所有和“運用”的態勢。

孫中山海權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中國近代海權思想始於鴉片戰爭期間，魏源是

主要代表人物。從魏源的思想和整個中國近代海權

發展軌跡來看，魏源的海權思想對中國近代海權思

想的產生也起啟蒙和奠基的作用。魏源海權思想沿

襲了中國傳統的海權觀念，但面對新的海洋形勢新

的對手，其海權思想也增添了新的內容：一是從長

期“中天下而立”的閉關禁海的保守觀念束縛中解

脫出來，“睜眼看世界”、“宜師夷之長技”，主

動學習吸收外國先進東西；二是意識到海洋對國家

安全的影響，由“重陸輕海”向“陸主海從”觀念

轉變，開始重視海洋的地位。魏源的海權思想并不

全面，主要集中在對海洋地位的認識和國家的海防

建設方面。從兩次鴉片戰爭的實踐來看，處於起步

階段的“師夷之長技”的海防建設所表現出來的近

代海權意識是相當淡薄的，缺乏社會機制和內在動

力，不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培育的結果，而是西方

殖民勢力不斷東侵逐漸從海上構成威脅的產物。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不再被看作像第一次

鴉片戰爭一樣是單純軍事上的失敗。許多有識之士

在林則徐、魏源認識的基礎上，清醒地意識到中國

傳統海權觀念的落後，修修補補以陸岸為依托的海

防建設、避戰妥協的被動局面，被視為沒有爭取海

權能力的表現。因此，導致19世紀60年代中國形成

向西方學習的潮流，“自強”之聲於是乎出，而最

敏感、最迫切的莫過於購置與倣製新式海軍裝備、

建設近代海軍。以“自強”為目標的海軍建設構成

了這一時期中國海權的中心。1874年的日本侵略臺

灣事件，表明中國的海權正面臨更嚴重的挑戰，引

起中國朝野的巨大震動。清政府命舉朝文武大員就

海防問題“悉心籌議”，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次海

防大討論的高潮。這一現象，一方面表明中國海疆

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政府意

識到海洋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影響，海防地位上昇，

海防意識提高；同時，歷史上的倭患教訓亦使清政

府刻骨銘心。這一時期中國的海權思想仍以“保”

為主旨，增添了爭奪海權的意識。這一海權思想積

極影響了隨後興起的大規模海軍建設。

三十年間的洋務運動，以興海軍加強海防為中

心奠定了中國近代海權的基礎。以製造和購買近代

海軍裝備，建立船政和水師學堂，派遣留學人員，

設立海軍衙門，組建北洋、南洋、福建、廣東海

軍，建設海軍基地等，以及提出“求富”發展近代

航運業，和中法、中日海戰，都表現出爭取海權的

努力，在中國近代海權思想中，出現了發展中國海

洋經濟的內容。所以，19世紀70 - 80年代是中國近

代海權的形成時期。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海

權“帶有很大的被動性，是對資本主義列強海上侵

略的被動反應，沒有內在的經濟政治動力”。拙以

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海權已由完全的被動反應激發和

轉化為一定程度上的主動性，包含政治和經濟的動

力，其特徵是為了“自保”而“自強”“求富”求

發展，目的是保持中國原有的地位。

中法馬江海戰，對始建不久規模有限的福建海

軍來說，是中國運用近代化海軍爭取海權的初次實

踐。這次失敗，對清政府來說似乎還可以承受，總

結了戰敗的經驗和教訓，決定大治水師加強海軍實

力。十年後的中日甲午海戰，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爭

取海權的最大努力（儘管是不情願的），同時也是

對中國制海能力和海權觀念的一種檢驗。清政府傾

國力創辦的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以及

隨之而來的嚴重喪權辱國條約，中國海權進一步喪

失，對勵精圖治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三十年的心血和努力在較量中付諸東流，“中國海

軍的發展自頂峰跌入低谷”(7)。學界究其原因，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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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戰略消極保守，指揮失誤，裝備技術落後，軍

事素質低，海軍基地港口建設存在問題，政治腐

敗⋯⋯。然而，甲午海戰戰敗，歸根溯源，中國人

是落後在近代海權觀念上。從外表上看是海權意識

“淡薄”，如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後，清政府就認

為“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於是

放鬆了海軍建設的發展，先後挪用海軍建設經費約

二千萬兩銀去修建三海工程和頤和園，到甲午戰

起，北洋海軍未添一艘新艦。早在光緒二年清政府

從各省關稅中籌銀四百萬兩，作為創辦新式海軍經

費，“雖經議定，旋即移作他用，南北洋收到實銀

每年不及三四成”(8)。此弊實為中國近代海權觀念落

後所致。洋務運動所體現的海權意識祇是說明中國

人在近代海權道路上才邁開步伐，離實現近代化海

權的目標相距遙遠。

滋生在古典農業文明長期培育出的“中天下而

立”的觀念，重陸輕海、禁海閉關、孤芳自賞是其

表現；歷經鴉片戰爭危機產生的“師夷之長技以制

夷”的觀念，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老師須變為

學生；發展到洋務運動期間的“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才可以看出實質上還是不肯屈尊的“中天下

而立”的老套作怪。可以說這是大陸為主的觀念、

保字為核心的戰略指導思想在近代環境下的“哲學”

運用。學的是“技”“用”，為的是保“體”。

“體”是傳統的、徘徊不前的、落後的，  “技”是

新生的、發展的、先進的。很明顯，“體”和

“技”存在距離，影響了“用”的結果。“體”上

的差距實質上導致了觀念上的落後，隨之而來的是

“技”之不精，“用”之不善。缺乏先進科學思想

的支撐，先進技術祇能在傳統的舊思想體系下運用，

傳統的土壤制約和排斥先進的科學思想，束縛了中國

近代海權觀念的發展，影響了近代的海軍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近代海權形成的過程

中，中國的海洋實業，主要集中在近代的航運業、

造船業及港口，在艱難中掙扎發展。19世紀60年代

前後，清政府開始注意輪船的使用，一些華商利用

外國勢力掩護“詭寄經營”，清政府中的洋務派也

意識到“欲自強，必先裕富。欲〔保〕餉源，莫如

振興商務”(9)，於海防、經濟、航運均有益。70年代

正式創辦了輪船招商局。李鴻章在奏稿中曾說，“辦

輪船招商局，庶使我江外海之利，不致為外人佔

盡”，“外洋損失一分利，中國人益一分之利”。(10)

此後中國民營輪船業興起，與外商航運業展開了長

期競爭。雖然中國海洋實業在內憂外患中艱難成

長，但卻是中國人爭取海洋權益和海權觀念有所提

高的表現。甲午戰後，中國人對傳統觀念、對國家

體制的認識有很大變化，變法之風日盛，倡導革命

者亦有之。在甲午短暫的震痛之後，1896 - 1898年

間朝野上下，總結經驗教訓，重振海軍的要求成為

迫切的呼聲。但是此時世界形勢發生了變化，資本

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對世界的爭奪集中到太

平洋地區，并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人重振海

權的努力困難重重，在震痛和危機中苦苦思索，新的

海權觀念正是在這種沉悶的醞釀中誕生的。

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海權思想開創發展的時

期，中國人面對一系列的慘痛教訓，開始真正學習

用西方的先進思想來觀察和衡量中國，學會了用世

界的眼光來審視和探討中國的海權問題，終於發現

了在西方影響巨大的海權論。一部份找到希望的中

國人立即把這一發現通過翻譯進行宣傳，1900年3

月，由日本乙未會主辦、在上海出版發行的漢文月

刊《亞東時報》開始連載“美國海軍參將馬鴻（馬

漢）”的《海上權力要素論》。隨後幾年，馬漢的

《海權論》、《海軍政藝通論》等有影響的著作在

中國刊物上走紅。與此同時，中國人對海權論的認識

和運用海權論探討中國海權問題顯得異常熱烈，擺脫

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發表了一系列創

新的著述，如佚名的〈說海權〉(11)、笛帆的〈海上主

管權之爭奪〉 、〈論海戰性質〉(12)、蕭舉規的〈海

軍論〉(13)、李毓麟的〈列強海軍今勢論〉(14)、梁啟勳

的〈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15)、沈鴻烈的〈海軍

發刊意見書〉(16)等等，他們對海權產生的歷史條件，

影響各國海權的因素，海權與國家盛衰的關係，分

別進行了研究，指出“凡一國之盛衰，在乎制海權

之得失”(17)，“所謂帝國主義者，語其實則商國主義

也。商業勢力消長，實與海上權力之興敗為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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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伸國力於世界，必以爭海權為第一義”。(18)范騰霄

在〈海軍經濟問題續議〉一文中帶有總結性地寫道：

“立國之道，國防而已。處此弱肉強食之秋，立國

之元素在軍備，軍備之擷要在海權。時會所趨，固

捨所謂黑鐵血以外無主義，堅船巨炮以外無事功

矣。” (19)20世紀初中國人對海權的認識，基本上接

受了馬漢的觀點，對海權理論有一定的研究，并且

運用西方海權理論探討中國海權、海軍建設問題，

對中國傳統的重陸輕海重農抑商觀念、傳統的海權

認識進行了分析和尖銳批評。長嘯在〈中法馬江戰

記〉序言中指出：“中國北阻長城，西蔽沙磧，國人

遠略之志全銷；海浸東南，掩護齊州，二千年來以

雉守為成習，城外之事，存而弗論。” (20)沈鴻烈認

為：“我國自有史以來，素持農本商末主義，

（⋯⋯）使人民醉死夢生於小天地中，直接為活躍

進取、商務振興之防，間接為貿遷有無、航業發展

之礙者，固為我民族受病之源。”(21)蕭舉規更明確指

出：“吾國民不知有海上權力，蓋有由矣。古昔載

籍既少海上知識之教訓，近古以來人嚴守海禁之政

令，關心海上者不得其門而入。”(22)在批評的同時，

他們對中國海權以及中國海軍建設從戰略指導到武

備建設也進行了論述，如佚名的〈重興海軍議〉(23)、

姚錫光的〈籌海軍芻議〉(24)等。應該指出，這些有關

海權的論述，直接反映了中國人對海權認識的水

平，當中有西化的傾向，照搬性較大，并不完全切

合中國實際，但對海權理解不再集中在軍事上，而

是在強調海權之軍事特徵的同時，更趨向於從國家

整體利益看待海權，看到世界爭奪重心向大平洋轉

移的趨勢，呼籲中國盡快強化海權觀念。

20世紀初出現的“海權論”熱潮，對清政府的

海權觀念和海軍建設方針有一定影響，但事實表明

也存在一定差距。清政府於1902年宣佈“新政”才

開始繼甲午戰後重建海軍的努力，從1905年清政府

組織力量重建海軍，相繼設立了海軍事務籌辦處、

海軍部，統一全國海軍；整頓船廠，購艦造船；恢

復海軍教育，派遣留學人員；并以親王載洵、載濤

和精通海軍的薩鎮冰等重臣專門集中精力研究和籌

辦復興海軍，載洵、薩鎮冰率領海軍考察團防問德、

意、英、美、日等國考察海軍，到1909 - 1910年時，

清政府就中國海軍建設制訂了一整套新方案。

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海權思想發展第三個階

段的開端，中國海權觀念中的“中學為體”的指導

思想被打破了。半個世紀的海上危機及其慘痛教

訓，使清政府對海洋地位的認識提高了，對海權的

重要性比以往更加重視了。清政府綜理新政的督辦

政務處在奏折中明確指出：“查現在時局日艱，海

權日重，欲謀自強之用，非振興海軍無以外固洋面

內衛各省。”(25)但傳統觀念的巨大慣性和落後的地位

仍束縛和制約妷中國海權觀念的樹立，與近代化的

海權觀念尚存在妷無法超越的鴻溝。這就是孫中山

海權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土壤。

孫中山的海權思想

孫中山的海權思想是在不懈地探索救國之路、

實現三民主義理想、建設近代化國家的歷史過程中

形成的，它根植於中國土壤，承繼中國近代海權思

想，把中國的獨立、進步、富強與世界發展大勢緊

緊地聯繫在一起，主張“參倣西法” (26)，“講求新

法”，循“世界進化之潮流”(27)，“集中外之精華，

防一切之流弊”(28)，主張中國人恢復和掌握自己的海

權，建設一個發達的陸海大國，從而形成了較為完

整的近代化海權思想，是中國近代海權思想發展第

三階段的主要標誌。

孫中山使用海權一詞始於何時？學界著述多以

1912年12月他給黃鍾瑛的輓聯“盡力民國最多，締

造艱難，回首思南都儔侶；屈指將材有幾，老成凋

謝，傷心問東亞海權”為據。實際上，從孫中山流

亡英國、日本的時間來看，自1897年開始，馬漢的

海權論就在英、德、日深受重視，產生了巨大的影

響；當時中國留學生是20世紀初翻譯和宣傳馬漢海

權理論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斷定善於吸收西方

先進思想的孫中山對馬漢的海權理論是知道的。孫

中山自己首次使用“海權”一詞是1906年12月2日，

他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闡述

民主主義時，曾舉例提及“故英國要注重海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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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海權，防糧運不繼”(28)。從這一時期孫中山的言論

來看，他對海權還沒有作專門解釋。到民國成立

後，孫中山對如何建設國家使中國盡快富強進行了

一系列的實踐和思考後，早在20世紀10年代中後期

已形成了自己的海權思想。

首先，孫中山從進化論觀點出發，認為海權對

近代社會發展起妷重要作用，掌握了海權國家才可

以強盛，并闡述了世界海權的發展趨勢；結合中國

實際，指出國家獨立恢復主權是爭取海權的前提。

孫中山的海權思想受達爾文進化論觀點的影

響，認為“天下事非以競爭為不將〔進步〕。當此20

世紀，為優勝劣敗、生存競爭。”(29)“今日之世界，

純為一競爭世界。”(30)并用這一進化論的理論分析海

權對國家的影響。他認為“自世界大勢變遷，國力

之盛衰強弱，常在海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

者，其國力常佔優勝”(31)。而中國是由於“改變了傳

統的寬容政策。閉關鎖國，不與外人通商”，造成

沒有循“世界進化之潮流”發展，“近代物質文明

不進步”(32)，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由此發出“傷心問

東亞海權”的感嘆！孫中山的海權思想吸取進化論

中以競爭求發展的觀點形成自己的思想特徵，認為

劣勢的中國應與時俱進，緊緊追隨時代前進的步

伐，爭取優勢。他還不斷地探索世界海權發展規

律，預見其走勢，為中國爭取海權指明方向。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孫中山就敏銳地向國人指出：

“歐戰告終，太平洋及遠東為世界視線之焦點”(33)，

“海權之競爭，由地中海而移於大西洋，今後則由

大西洋移於太平洋矣。（⋯⋯）蓋太平洋之重心，

即中國也；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

耳。”(34)孫中山從進化論的角度揭示近代世界海權競

爭的特點以及通過競爭求發展的規律，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他認為海權競爭

是國家之間的競爭，帶有世界意義；海權是國家海

上實力的表現，競爭結果對國家地位產生重大影

響；海權競爭趨勢由小到大，從地中海到大西洋，

走向太平洋，遍及世界海洋；而太平洋海權的競爭實

質上是爭奪中國“門戶權”，從而喚起國人重視、恢

復、保衛自己的海權，具有強烈的反抗侵略性質。

孫中山倡導爭取中國海權的眼光，不僅看到海

權具有世界意義，而且指出海權屬國家主權範疇，

影響妷中國的發展。孫中山認為：“國家之生存要

素，為人民、土地、主權。”(35)恢復主權是國家向海

洋發展的前提，近代中國主權喪失，海權又為列強

掌握，沿海港口、島嶼、商埠、海上交通權、海關

權、海洋外交、海上貿易等主權喪失殆盡，海防力

量薄弱，海洋不僅沒有為國家造福，反而成為國家

的致命弱點，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障礙。孫中山

講：“中國自與外國通商以來，同外國立了種種不

平等條約，將中國主權、領土送與外國，所以，中

國與外人訂立通商條約之日，即中國亡國之日。此

等通商條約即係我們的賣身契約”，使“中國不成

其為國家”(36)，由此看到了國家的主權和海權與國家

存亡的直接關係，告誡國人“太平洋問題，即世界

之海權問題也。”“昔時之地中海問題、大西洋問

題，我可付諸不知不問也；惟今後之太平洋問題，

則實關於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中華國家之命運者

也。（⋯⋯）人方以我為爭，我豈能付之不知不問

乎？”(37)明確表示，“僕之意最好行開放主義，將條

約修正，治外法權收回，中國有主權”(38)，強調“一

定要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

事裁判權”(39)。他極力宣傳和活動，并致函美國國務

院，派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參加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

太平洋會議，指出“夫遠東問題，實以中國為樞

紐”(40)，認為這是關繫“我國生死”，“取消不平等

之條約”，恢復海權的“一線生機”(41)，疾呼中國不

要放棄這一爭取恢復海權的重要時機。

1923年12月，廣東人民掀起了收回海關主權的

反帝愛國運動，孫中山給予大力支持。當列強20艘

軍艦停泊在黃埔江面進行武力恫嚇時，孫中山向列

強明確表示：“列強對於此事，絕無干涉之權”，

“使列強以武力反對此要求，余亦惟有以武力對抗

之”(42)，“即使難勝外艦聯隊，雖敗猶榮”(43)，還向

列強在北京的外交公使團鄭重申明中國收回海關主

權的決心，發表了〈關於海關問題之宣言〉，強調

“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44)，表達了中國人

民已覺醒的海權意識和保衛海權的堅強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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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孫中山把海權當做國家主權的一部份，

并作為國家的發展權來看待，將爭取海權與實現三

民主義目標結合起來，從中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海權

思想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內涵。

其次，孫中山從中國所處的環境及地位出發，

在海權理論上非常強調制海權問題，認為要恢復、

保衛和發展中國海權，必須強固海防，建設一支妷

眼於世界和未來的海上武裝力量。

孫中山目睹近代世界海權的競爭，不僅是列強

之間商業和貿易的競爭，而且更以制海權爭奪為前

提，“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佔優勝”，并將

這一“競爭”的特點與20世紀初世界發展的大勢結

合起來，意識到制海權的競爭將變得日趨激烈；并

從世界“諸國海軍皆長足進步，爭先恐後，觀諸國

海軍表現，其國力競爭之消息，可以默喻矣”(45)，指

出“海軍實為富強之基，彼英美人常謂，制海者，

可制世界貿易，制世界貿易者，可制世界富源，制

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46)。他把這一世

界發展大勢及規律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世界的

角度來分析中國，看到近代以來由於喪失了制海

權，海權薄弱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和恥辱，讓國家任

人宰割，“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

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47)。

他還對清政府加強海權的指導思想“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竊嘗深惟歐洲富強

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

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

擴宏圖，勤求遠略，倣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

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48)

他指出中國昔日也建設海軍，而且還在甲午海戰中敗

給了日本，“可知國家祇有強兵利艦，亦不足

持”，即使有數百萬強兵、數百萬噸軍艦，“亦不

能立國於此三、四十年之內”(49)。孫中山在闡述制海

權問題上，指出應注意“本”“末”之關係，在國

家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上，把改造國家，發展經

濟作為根本基礎，不讚成單純地學習和吸收西方技

術和裝備。從中可以看出孫中山是從國家整體利益

考慮國家海權問題，闡述制海權的重要性，并不是

忽略海軍建設，而是從國家戰略高度和歷史教訓

中，擺正兩者之間的關係。孫中山指出：“中國之

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

外侮，則中國危矣。”(50)“現在強鄰如虎，各欲吞食

我國，若我國不有相當武械自衛，則我國必為虎所

食也”，“故我國須改良武器，然後能自衛也，不

為虎所食也”，“故今日中國欲富強，非厲行擴張

新軍備建設不可。同志謂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

設，此中國不富強之原因，誠是也。故中國欲勤修

軍備，然後可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也” (50)。可

見，孫中山在闡述制海權思想的時候，非常辯證地

分析了海權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在此基礎之上，孫中山於是把海軍建設放在國

防建設之首位。近代海防建設，一直是清政府的重

心。孫中山從中國近代的教訓和20世紀初中國面臨

的形勢，首次提出“海軍建設應列為國防之首

要”，主張“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

齊驅并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52)。為了實現這一

目標，牢牢掌握中國的制海權，孫中山進行了不懈

的努力，奮鬥到底。他畢生關心海軍事業，重視海

上武裝力量建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

動、護法運動、反擊陳炯明叛變的過程中，都有賴

海軍的參加。他曾說過：“向來革命之成敗，視海

軍之向背。” (53)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設立

了海軍部，突出海軍的重要地位。在定都問題上，

“極力主張遷都南京，不讚成北京，其中理由，全

國形勢，南京握全國之中，長江流域界於十八省之

間，南京為長江之要地，交通便利”，可“收海軍上

之利益極為完全”，“南京為海軍之根本”(54)，重視

發揮海軍作用，以利於掌握全國的制海權。1921年，

他在擬定《建國計劃》中的〈國防計劃綱目〉時，就

如何建設與中國地位相適應的海軍問題提出了設想。

該計劃所列海軍建設共五大部份：

（一）海軍建設

二十二、發展海軍建設計劃。

二十五、各項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



7 文 化 雜 誌 2002

孫
中
山
海
權
思
想
研
究

特

稿

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事教育會議

之屬，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召集之，以為

整理國防建設。

四十九、組織海、空、陸軍隊之標準。

（二）裝備建設

三十八、向列強定制各項海陸空新式兵

器，如潛水艦、航空機、坦克炮車、軍用飛

艇、汽球等，以為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和倣製

兵器之需。

五十九、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

計劃，陸軍各種新式槍炮、戰車及科學兵器、

機械兵器建造計劃。

（三）訓練教育

三十五、舉行全國國防總集員令之大演習計

劃和全國空海陸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三大操演。

四十二、聘請列強軍事專家人員來華教練

我國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

術工程之意見計劃書。

六十、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軍隊大計劃。

（四）基地建設

二十、各地軍港、要塞炮臺、航空港之新

建設計劃。

（五）涉及海軍問題

在孫中山擬定的六十三條項目中，還有二十幾

項計劃涉及海軍問題。(55)

制海權主要是海軍實力的競爭。從孫中山〈國

防計劃綱目〉，可以看出孫中山是站在國防戰略的

高度關心和重視海軍建設的，從中可見孫中山近代

化的制海權理論。孫中山在研究中國制海權問題

時，從中國海陸現狀出發，就海防戰略要地海南島

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他首先分析了海南島的海

洋地位和面臨的危險形勢，認為該島“四面港口，

星羅棋布”，“貿易船舶之所輻輳，商賈貨物之所

雲集，山海物產之所鱗屯，此固海疆之要區，南方

之屏障也”，其時各列強“垂涎是島，歷有年所”
(56)，指出“今臺灣既去，海南之勢甚孤，倘一旦為外

國所佔領，非特該島人民受蹂躪之禍，恐牽一髮而

動全身，即神州大陸亦必受其影響”(57，為此，從國

家海防和掌握制海權角度妷眼，“瓊州位置極南，

為大西洋艦隊所必經之路，南洋之門戶也”，尤其

是榆林、三亞港口“為天然之海軍根據地”，“吾

國海軍諸港如旅順、威海、膠州灣、廣州灣等地，

次第借租於外國，其餘可為海軍根據地者無幾，倘

再舍此而不顧，恐後患有不可勝言者”(58)。所以，孫

中山認為從“鞏固海防”觀點而言，海南島應改設

省，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十分重視海南島在中國

海防上的戰略地位，把它建成中國的“海軍根據

地”，以保衛和爭取制海權的能力。孫中山制海權

思想是他海權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佔有突出的位

置，這顯然是與孫中山對海權的認識和對中國周邊

的安全環境分析分不開的。

第三，孫中山把海洋作為連接世界市場的紐

帶，指出它具有重要的經濟地位，積極主張發展中

國自己的海洋實業，以港口為“策源地”，外通內

聯，帶動國家整體實業的發展。這些內容是孫中山

近代化海權思想的突出表現，構成他海權思想最光

輝的特徵。

近代的中國人進入了一個不斷面向海洋的時

代。五口通商打開了閉關的大門，自此，海洋成為

中國人面臨的最緊迫問題。魏源是中國近代海權思

想的開拓者，在那個時代他指出中國要面向海洋，

重視海軍的作用；洋務運動中的“自強”“求

富”，前者取首要位置，後者在實際中被置於次要

地位，對海權的認識還比較片面；20世紀初，中國

雖掀起“海權論”熱潮，但多熱衷於對海權理論的

宣傳、制海權的探討和世界海權發展趨勢的分析，

對海洋經濟地位和發展中國的海洋實業的論述寥寥

無幾。可見，在那時，中國近代海權思想雖然已經

不斷發展，但仍缺乏對世界近代海權理論的全面認

識，還沒有形成中國近代的海權理論。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海權思想發展的集大成者。

他少年時“負笈外洋”，“始見輪舟之巨、滄海之

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 5 9 )。而在

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他初步意識到“貨能暢其

流”發展海洋經濟的作用。他一生大部份時間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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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中華”奔走世界各地，跨越世界諸大洋，多

次往返於世界各大港口之間，把中國與世界結合在

一起，把中國政治革命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聯繫起

來，形成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同時也構成他那近

代化的海權思想。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主要

是指人民生活和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實業計

劃》是實現其民生主義的宏偉藍圖。在這一計劃

中，孫中山提出了中國積極對外開放，向海洋求生

存、求發展，建設中國海洋實業的方案。“今欲急

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60)，“願欲解決此問

題（⋯⋯）余以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外，殆無

他策。此政策果能實現，則大而世界，小而中國，

無不受其利益”(61)。這些主張都浸透了孫中山發展海

洋實業的偉大設想。

孫中山高度重視港口地位及其在國家經濟發展

中的作用，他制訂了一套完整的中國港口的建設規

劃。孫中山曾明確提出港口“為國際發展實業計劃

之策源地”，“為世界貿易之通路”，是“中國與

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62)顯然，他是從港口與世界

經濟發展、國際市場以及近代中國的關係來分析港

口的地位，認為港口包括以下特點：一是聯繫世界

的紐帶，是交通樞紐，具有世界意義；二是開放窗

口，具有綜合的多功能作用，還必須擁有與“紐約

等大”的世界級大港；三是港口要與內地經濟建設

結合互動，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實業計劃》共有

六大計劃，其中三項是關於港口問題的。孫中山規

劃在中國沿海建立起以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

大港為中心的三個世界級大港，其間有四個二等

港、九個三等港、十五個漁港構成“連合中國全海

岸線”的海港群體。(63)他說：“願吾人之理想，將欲

於有限時期中發達此港，使與紐約等大。”(64)這不僅

包含了對發展中國海洋實業的重視，而且還深含妷

在海洋經濟上與列強爭海權的思想。孫中山把港口

同國家鐵路建設、長江等內河運輸、礦產資源開

發、區域經濟佈局、旅遊資源開發、落後地區的開

發等密切結合起來。它不單純的是一個港口建設，

而是以沿海港口為中心，對外開放交往，對內促進

交通，推動國家整個經濟建設，表現出以港興國的

思想。孫中山認為：“交通不便，實業必不能發

達”(65)，交通“為一切實業之母”(66)。近代化理想，

振興中華的決心，凝結在他的海權思想當中。

孫中山強調要面向世界、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國

的航運業和造船業。孫中山總結了中國歷史上和

英、美、日等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認為“水運是世

界上運輸最便宜的方法”(67)，作為海洋國家，“必先

求水運便利”(68)，向海洋發展。“西人於水，則輪船

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圜

闠”(69)。中國則不然，“凡屬通商口岸，利權外溢，

到處皆然”。航運業薄弱，最大的輪船招商局“不

能與外國公司競爭”，“商權幾全握於外人之

手”，造成“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70)因此，孫中

山極力主張發展中國的航運業，“急要者，當有一

航行海外之商船隊，（⋯⋯）除航海船隊以外，吾

人尚須建造大隊內河淺水船及漁船”(71)，同外國爭海

權，發展自己的海洋實業。航運和造船“互相所

關”影響妷國家海洋經濟的能力。孫中山目睹世界

海洋競爭日趨激烈，正面臨妷“船荒之時代”，分

析了中國的國情，力主抓住時機，開拓海洋實業，

爭中國海洋權益，主張中國自己組織力量在內河和

沿海商埠造商船，要擁有至少一千萬噸的航海船隊

和數以萬計的內河船和漁船，造船能力達到年產二

百萬噸，同列強“有相等之發達”(72)。

孫中山發展海洋實業的思想，是為了從根本爭

取和鞏固中國海權，使中國近代海權思想同世界海

權的發展態勢相適應，力爭處於先進地位。然而，

孫中山發展海洋實業的思想仍受到當時西方海權論

的影響，對海洋經濟的認識多集中在航運、港口、

造船等方面。有學者認為，孫中山已主張“全面開

發海洋”(73)，筆者以為此說值得商榷。孫中山的海權

思想是當時最先進的理論，有超前的預見性，然而

它畢竟脫離不了他所處時代的局限。

孫中山海權思想的歷史地位

孫中山是一位十分重視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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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家，在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國家富強的

鬥爭實踐中，對海權的重要性認識日益深刻，形成

了自己的海權思想。

孫中山的海權思想，是把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繫

起來，從中國國情出發，妷眼於適應世界海權發展

的大勢，形成以“振興中華”為目標的海權思想。

它承繼了中國近代海權思想的發展，突破了以往以

海防建設為中心的海權觀念，發展成從國家政治、

經濟、軍事等方面之整體利益考慮的近代化海權思

想，在中國海權發展史上閃耀著最先進的思想火

花，是近代中國海權思想發展的高峰。

孫中山的海權思想，是在世界進入海洋劇烈競

爭時代，由馬漢的擴張爭霸的海權理論影響世界帝

國主義列強時期產生的，其突出特點表現為與馬漢

海權論形成鮮明的對照，那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海

權，爭取、保衛和發展中國自己的海權，具有強烈

的愛國主義思想。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海權思

想是伴隨妷革命實踐不斷地豐富和完善的。由於他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處的先行者地位，其海權思想顯

得更為突出和重要，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及以後中

國海權的發展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我們今天正確

地認識海權問題，發展國家的海洋事業，建立具有

中華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海權理論仍具有重大的現

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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