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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

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

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

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

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

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

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

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

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

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

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

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

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

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

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

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

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

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

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

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

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因此不会被视为威胁。
B.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是通过加强海军实力来强化海权，保证经济实力的提升。
C. 中国海权的内涵不仅受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影响，也受制于陆上防卫压力。
D. 中国目前主要依靠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海洋权益。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和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阐述中国海权维护问题的基础。
B. 中国经济强大的内在原因，是中国迫切需要壮大海军力量成为海洋强国的有力证据。
C. 中国南沙诸岛被长期侵占的事实说明目前国际法还不能十分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
D. 本文先通过比较分析阐述了中国海权的特点，然后提出了中国海洋维权的目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只要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依然存在，中国和平维护海洋权益的阻力就存在。
B. 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这是为了顺应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C. 如果要驱离他国擅入中国海域捕鱼的渔船，应首选海警而非海军来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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