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海洋大讲堂”记录表 

主讲题目 世界海洋文明与中国的海洋意识 

主讲嘉宾 庄国土教授 活动序号 总第 74 讲 

活动地点 珠海校区教学楼 H603 活动时间 
2020 年 11 月 5 日 14：00-15：

30 

学生参与情况（参与学生人数、年级、专业、学院，学生兴趣、参与度等）： 

海洋科学学院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本科生，参与人数约 80 人，学生互动良好，提

问环节参与积极。 

 

内容摘要（主讲的大致内容、学生提问与互动情况等）： 

2020 年 11 月 5 日，海洋科学学院”海洋大讲堂”系列第 74 讲《世界海洋文明与中国的

海洋意识》在珠海校区教学楼 H603 举办。本次主讲嘉宾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

授。讲座由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廖喜扬副书记主持。 

   讲座开始，庄国土教授明确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机遇和挑战都来自海洋。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走近深洋，主动融入全球化，可谓把握住了 4 机遇；西方海洋强国发展强劲，态势逼

人，中国也迎来挑战。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现状，他表示担忧，支持改变

以外贸经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倡导国内外双循环的新经济模式。 

随后，庄国土教授通过介绍世界历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意识先行的海洋强

国，讲明了海洋意识的缘起。没有海洋意识的全面崛起，海洋和海权价值无从认知和践行。

庄国土教授还重点讲了自身对于海洋文明与海洋意识的看法和见解，从两个视角剖析文明

的含义：文明首先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其次还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模式的体现。

而海洋文明是受海洋要素影响和主导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具有三大特征：（1）开放性：

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的文明；（2）文化多元性：容忍和吸收多种异质文化，

包括价值理念、制度和政治文化；（3）原创性和冒险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冒险。从中

可以看出，世界海洋文明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其实，中华文明中也不乏有海洋基因。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曾由于海洋意识的缺失，

一次次迎来机遇却又错失机遇，令人惋惜。然而，在海洋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主要机遇

的 21 世纪，中国经略海洋的硬实力有显著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在海洋软实力的海洋

意识仍需增强。因此，庄国土教授寄语，希望同学们不仅要有对海洋科学的深刻理解，而

且还要关注海洋文化，心怀大海洋观。 

本次讲座，同学们全神贯注，积极热情。最后，有同学就如何看待中巴走廊、渝新欧

项目以及如何协调海陆对外开放政策等问题与庄国土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学们从中



获益匪浅。 

参与老师： 

 

记录人：   孟峥      

 2020   年  11 月  05 日 

备注： 

 

 

庄国土教授作讲座 



 
讲座现场 

 

同学向教授提出问题 



 

庄国土教授回答同学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