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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姚敏

①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东北海防研究鲜为学界关注。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聚焦于列强的海上

入侵、海防斗争、海防形势等海防事件，海防要塞的修筑，晚清八旗水师、民国东北海军、海军院校的创

建等内容，在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不足之处也很显著。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

大对民国以降东北海防的研究力度，重视东北海防武装力量领导、指挥体制等制度层面的研究，注重对东

北海防部署、海防武器装备和设施、海防人才培养、海防后备力量动员、海防信息传递、海防经济、海防

意识、海防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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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是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海洋权益，防范外敌入侵和人员、物资

非法进入等，在沿海和海疆进行的一切军事与非军事活动的统称，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防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海防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

全和发展全局”
②
。梳理中国海防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国海防研究工作的开展。东

北海防是我国海防的重要一环，从海防史学术史视角对近现代我国东北海防史进行回顾的文

章尚未出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国内的近现代中国东北海防史研究择要试作回顾。

一、涉及近现代东北海防的总体研究

部分研究中国海防或海疆的通论性论著，对我国近现代东北海防有所提及，主要围绕晚

清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海防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海疆权益等内容展开。

在近代东北海防研究方面，姜鸣在《晚清海防思想研究》一文中认为，李鸿章继承了希

里哈、魏源学说中关于海防的消极保守方面，在其基础上加以发展，确定了要塞防御、陆基

防御的海防方针，进而选择旅顺作为北洋海军的军港之一。[1]史滇生的《论清末北洋海防建

设》，介绍了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在旅顺、大连湾、营口地区构建的海防体系及吉林珲春和

黑龙江的沿江防御，回顾了甲午战后的东北海防状况。并指出，吉林地区海防以晖春为最重

要，清政府曾沿图们江增设防军驻守，在图们江口依山择要建筑炮台以抵御沙俄入侵；1877

年后，清政府又筹办黑龙江省海防，曾在黑龙江南岸沿江布防额兵和西丹兵 1 万人、鄂伦春

兵 500 人，配备新式枪炮；旅大是北洋海岸防御体系的重点之一。清政府在旅顺建成了被称

为“远东第一流的军港”的旅顺海军基地，至甲午战前，在旅顺、大连湾、营口东岸造炮台、

安置了一定数量的火炮。
[2]
戚其章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回顾了甲午战争期间日

本在旅顺地区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
[3]
张炜、方堃主编的《中国海疆通史》，考察了晚清

旅顺和大连湾海防工事的营造和甲午海战战事，遗憾的是清代以后的东北海防问题该书未曾

涉及。
[4]
王家俭在《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一书中，分析了洋员与旅顺建港、与旅顺口和大

连湾炮台建设、与大东沟海战、与包括东北地区海防官兵在内的北洋海军训练的关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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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海军装备与训练、炮台要塞的修建均仰赖西方国家的帮助，采用“国际的科技转移”。
[5]
王宏斌的《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考察了晚清包括辽东在内的环渤海地区海防兵

力部署与炮台建筑技术的改进情况。
[6]
杨金森、范中义所著《中国海防史》一书，系统回顾

了明清两代中国的海防历史。其中，考察了晚清时期沙俄割占我国东北沿海地区领土，黑龙

江、吉林、奉天三省的海防举措，黄海海战和中日辽东半岛之战等海防形势及海防事件。
[7]

戚海莹的《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丁汝昌与北洋海军》，对海军衙门的设立、北洋旅

顺海军基地的选址、海军经费的筹拨、《北洋海军章程》的内容、北洋海军的训练等进行了

详细介绍。[8]

在现代东北海防研究方面，《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一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夕

美国进犯我国东北海疆，从海上帮助蒋介石政府往东北输送兵力及武器弹药，支持其进行反

革命内战的史实。
[9]
刘宏煊在《中国疆域史》中指出，侵华日军投降后，中国原本拥有的图

们江进出海权应同东北主权一并回归，但苏朝两国在图们江出海口附近修筑铁路桥，中国被

封锁于桥西，这实际阻遏了中国行使通向日本海的权利。
[10]
史春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海权问题研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海军基地与大连

商港的历史。
[11]
吴寒月的《中国共产党海防思想研究》在梳理共产党海防思想的形成、丰富

与发展过程中，对东北海军的建设也有所涉及。
[12]
高新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海防思想研

究（1949—2009）》一书，从海军建设、海防体系的构建、海防装备和人才的现代化、开展

海防斗争等方面，在宏观考量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防建设时，对东北海防内容也

有所提及。
[13]
吕践、朱岩《吉林省的通海历史与出海权益》一文指出，清晚期我国东北海疆

领土虽被沙俄割占，但从法理上中国人民仍拥有从吉林省图们江入日本海航行的权利；1938

年“张鼓峰事件”爆发，日军封锁图们江口导致我国人民的图们江通海航行中断。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出现了数次恢复图们江通海航行权的历史机遇，也进行了种种努力，曾三次进行

图们江通航考察，但未能从根本上恢复我国的图们江通海航行权。[14]

二、近现代东北海防事件研究

海防事件是海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近现代东北海防事件的研究主要从列强

的海上入侵、中国人民的海防斗争、海疆形势、海疆勘界等方面展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列强侵犯我国东北地区海疆研究方面，孔经纬的《外国侵略者侵

占营口港的情况》，对英国如何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开放营口港，及外国侵略者

后在营口港倾销商品进行经济侵略进行了介绍；并指出，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危机的逐渐加深，外国侵略者在营口港的侵略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
[15]

在甲午战争时期东北海疆形势与海防事件研究方面，孙克复、关捷编著的《甲午中日海

战史》一书是论述甲午中日海战的力作。该书回顾了在甲午中日军进犯我国沿海、海疆及我

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具体情况，并指出：丰岛海战是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法，对中国海军发

动的有计划有准备的海盗式突然袭击；在战斗中，尽管中国海军官兵英勇抵抗，但因缺乏准

备、敌强我弱等而蒙受了重大损失。海战的第二阶段，即黄海海战，是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

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舰队，除极少数将领临阵逃、贪生怕死外，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气，同

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战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北

洋舰队广大将士在弹药缺乏、外授断绝的困难条件下孤军奋战，抗击日军的夹攻达半月之久。

威海卫失守和北洋舰队覆灭的结局并非广大官兵的过错，而是清政府及李鸿章的妥协路线所

致。[16]王洪恩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大连》，则对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在金州、大连湾、

旅顺的进犯及屠杀中国人民的野蛮暴行进行了披露，并回顾了清军将领徐邦道率军与日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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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鸡冠山激战，程允和率清军在椅子山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铁匠、织布匠、少年等民众反日

军进犯旅顺的斗争及大连湾守将赵怀业不战而等详细历史。此外，本文还梳理了日俄战争时

期日、俄两国在大连地区的主要战事及《朴茨茅斯条约》沙俄将“大连湾”“旅顺口”及其

领土领海之租界权力让与日本等史实。
[17]

韩行方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针对

学界对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应从哪天算起，日军屠城从何时开始，屠杀持续

了几天，死难者究竟有多少语焉不详的问题，考证得出 1894 年 11 月 21 日傍晚，日军侵入

旅顺市内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屠杀中国人民长 4 天，我国同胞死难二万多人。[18]

张公政《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海疆危机》一文，考察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东北海疆

的变迁及清廷因应东北亚国际关系巨变的表现，指出甲午战争时期东北海疆出现危机的内部

原因有三：清朝统治者对近代世界格局变迁的漠视，咸丰年间清政府从东北调兵镇压太平天

国起义所造成的东北边防空虚，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统治重心内缩及“以陆治海”海洋观念的

制约。
[19]

1900 年七月，沙俄为实现吞并我国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以“保路”为名，兵分

七路，悍然发动侵略外国东北的战争。张璇如的《可歌可泣的辽海保卫战——义和团运动中

辽宁人民抗俄斗争的光辉一页》一文，对 1900 年沙俄这次侵略中国东北的活动中侵占海城、

盖平（盖县）、熊岳、营口等地的情况，辽宁人民进行的防御斗争——辽海保卫战及其失败

的原因均进行了详细回顾。[20]

在沿海领土勘界与海疆权益研究方面，张本政的《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对自图们

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第二次中俄勘界始末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纠正了错立

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线，增立了许多新界牌，争得了图们江出海权。
[21]

三、近现代东北海防要塞、设施及装备研究

海防要塞、设施、武器装备，是海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对近现代东北海防要塞

研究主要聚焦于旅顺、大连、苏联与旅顺海军基地的关系等。

在近现代东北海防要塞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考察了旅顺、大连湾的海防建设。姜晔在

《近代清政府对旅顺港的建设》中指出，清政府为加强其封建统治、御侮于外，决定加强大

连地区海防，1880 年辟旅顺为军港，建码头、修船坞、筑炮台；旅顺港的开发建设，开创

了大连地区人工大规模建港的历史，对大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355-362

周丽娜的《双城记——近代军港城市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指出，1880 年到

1897 年北洋水师在旅顺修筑军港时期，旅顺市街城市空间与海防体系的关系逐渐显现，旅

顺城市功能具有全部为军港服务的特点。并认为旅顺的炮台防线有两条，分别是海岸炮台和

陆路炮台将东港和旧市街守卫其中。
[23]
《清代大连湾海防建设研究》一文认为，1879 至 1894

年清政府在大连湾地区建成了炮台、水雷营、码头、军用桥梁及道路等海防设施，遗憾的是

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些军事工程基本没发挥过作用。[24]

杨星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晚清旅顺海防要塞的经营与防御作战》认为，晚清时期，旅

顺海防要塞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战争的考验。其中，在甲午中日战争旅顺保

卫战中，旅顺要塞坚持守卫仅一天。在日俄战争中，俄军靠旅顺要塞坚守了约一年。通过对

旅顺要塞建设情况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文章认为清晚期旅顺要塞成为御敌屏障，决定着制

海权的归属，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失利并非由于旅顺海防

要塞的局限，而是中、俄两国政治上的腐败落后及军事上的消极被动导致；旅顺海防要塞的

设立保护了京津安全，奠定了近代中国要塞建设的基础。[25]《袁保龄与旅顺海防建设》一文

指出，1882 至 1887 年袁保龄在任北洋旅顺营务处工程局总办期间，完成了旅顺两岸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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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拦水坝、引河工程、口门挖深等工程，建成了东北国内、国际电报线和电报及水雷营、

鱼雷营等，为旅顺地区的海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6]
王瑞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地区海

防建设研究（1949-1966）》，从海防专业人才培养、海防装备与设施建设、制定海上管理办

法与培育海防意识、密切军民关系与建立军警民联防机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十年

间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情况。
[27]

苏联与旅顺海军基地的关系也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有关苏联军队进驻旅大地区、租

借旅顺海军基地、控制大连港的研究较多。如贾永轩的《旅顺大连最终收归祖国的曲折经历》

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旅顺大连历遭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的侵占、租借、统治

和苏联的接管，至 1951 年、1955 年大连、旅顺才先后被收归祖国。旅顺、大连的遭遇是我

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外交史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饱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大国沙文主

义的压制而最终站起来了。
[28]
此外，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考察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

胜利前夕，苏联如何通过雅尔塔会议密谋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将大连港国际化并保

障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及其如何通过签订协定逼迫国民政府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宣布

大连为自由港等历史细节。
[29]
沈志华的《苏军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回顾了抗战胜利后

苏联谋划占领我国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及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归还旅顺、大连的来龙去脉。
[30]

刘志民的《1945-1949：“特殊解放区”时期的大连》梳理了苏联进驻旅大地区，并在该地

实行军事管制的历史进程。[31]

在东北海防设施、海防武器装备研究方面，王朝彬《中国海疆炮台图志》一文，介绍了

旅顺南子弹库在日本投降后相继被苏军岸防部队、中国驻旅顺海军岸防部队接管的历史。
[32]

《百年历史灯塔之一：老铁山灯塔》一文，对日本投降后大连老铁山灯塔的历史、地理位置、

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
[33]

李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晚清奉天海防炮台建设研究》，回顾了两次

鸦片战争、日本侵台到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甲午战后几个时期奉天省海防炮台

的构筑情况，并从炮台构筑理念、火炮技术改进和进攻方式演变等方面论述了晚清奉天炮台

的构筑特点及影响因素。[34]任野的《东北海军自行配备军舰考证》，回顾了张作霖主政东北

期间，奉军海防舰队通过购置等手段自行配置舰船情况，指出这一时期奉军始终将海军作为

辅助兵种发展，没有从维护海防和国防的战略层面建设海军。
[35]
营口西炮台是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东北地区的海防要塞之一，赵代盈、王贺的《辽宁营口西炮台遗址铁炮的金相实验初步

研究》，对现存营口西炮台遗址 11 尊铁炮的金相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结论遗址洋炮材质整

体上要优于清军铁炮，指出历经西方列强多次侵华战争后，清政府深刻意识到了洋炮在作战

中优异的性能，因此引进大量洋炮用于营口海防，以抵御外侵。
[36]

四、近现代东北海防军队及海防人才培养研究

近现代东北海防武装力量及海军院校的创建等海防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东北海防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已有成果主要从晚清东北八旗水师、民国东北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东

北海军院校的创建等方面展开研究。

1.东北海防军队研究

在晚清东北八旗水师和民国东北海军研究方面，丁宁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东北八旗水

师营研究》，勾勒了东北八旗水师设置与发展历程，论述了清代东北八旗水师的建置、兵丁、

军备及其为保卫东北边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37]张公政的《晚清东北海疆驻防体系变革考

析》，对旅顺北洋海军军港的设立，吉林设立靖边水师营的建立，沿海诸海口驻防力量的增

设进行了阐释。[38]潘洪钢《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一文，回顾了吉林、黑龙江、旅顺、

金州水师营的设立，指出康熙时期清廷基本完成了东北三省八旗水师营的建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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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杜连庆的《东北军海军始末》，对作为东北海防的主体——东北海军的组建与发

展、教育与训练、勤务与参战、结局进行了详细回顾。
[40]

赵守仁的《民国时期东北海防舰队

始末》专门对东北海军中的海防舰队的筹办、历史沿革、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梳理。
[41]

苏小东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北海军》中指出，中国东北海军其全盛时期，除编有 3 支舰队，

还有海军陆战队 2 个大队、1个水上飞机队。张学良宣布易帜后，东北海军也仍保持着相对

独立性，但这并没妨碍东北海军坚持一致对外的立场，他们浴血奋战、勇搏强故。抗战胜利

后，原东北海军已失去独立成军的条件，融入中央海军，东北海军的历史方告结束。[42]此外，

刘彬的《东北军海军兴衰研究》 [43]对近代东北海军的历史也有所论述，其观点与陆文大体

一致。罗世伟《民国时期东北海军小史》一文，从成因、萌芽、嫁接、巅峰、反抗强敌、凋

零几个阶段，着重从舰队组建层面对民国时期东北海军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指出民国东

北海军为保全国家主权而艰难谋划至克服困难北上的壮举、潮起潮落的经历验证了只有以国

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才能拥有强大的海军。
[44]

此外，部分中国近代海军通史著作，对晚清八旗水师和民国东北海军也有所着墨。《近

代中国海军》一书，回顾了晚清时期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设经过及防务体系等、吉黑江防舰队

的建立及防务、东北海防舰队的组建及发展。
[45]

吴杰章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海军史》，对鸦

片战争前的清朝水师，北洋海军基地及防务体系，甲午海战、奉系东北海军的兴衰等也进行

了剖析。[46]胡立人、王振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海军史》在吴著的基础上，还详细考证了晚清

海军衙门的人事和组织，有助于明析东北海防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
[47]

姜鸣的《龙旗飘扬的

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是研究研究北洋海军史的力作，对东北海军基地等海防内容也

多有论述。
[48]

此外，相关著作还有陈书麟、陈贞寿的《中华民国海军通史》，该书对东北海

军的形成与发展，葫芦岛海军学校、东北商船学校等东北海军附属机构、“九一八”事变后

的东北海军等内容。[49]

在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海防军队研究方面，目前还没有专门讨论现代东北海防力量的论著

出现，部分中国海军通史著作对此有所着墨。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史》第一、二卷

对 20 世纪 50 年代旅大快艇大队和快艇支队的建立及辽宁海防武装力量有所提及。
[50]
《当代

中国海军》一书，介绍了包括东北在内的海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建、旅顺海军基地的接管及

基地和部队初建时期的建设情况。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60 年（1949-2009）》一书，阐

述了大连海军学校的组建，长山列岛巡防区和长山海岸炮兵团的建立，旅顺海军基地和北海

舰队的成立等内容。
[52]

刘亮所编的《岸防劲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岸防部队成立》，回

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旅顺苏军装备，并对苏联有偿转让的武器进行评级鉴定以便补偿的

史实，阐述了旅顺基地岸防兵部独立一六七连的成立和辽宁地区海军第一枚岸舰导弹的发射

情况。
[53]

2.东北海防人才培养研究

创建海军院校、培养海防专业人才，是海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近现代东北海防专

业人才培养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考察了东北商船学校、安东海军学校、大连海军学校等培

养海防专业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建设情况。《东北商船学校创建始末》一文，梳理了东北商船

学校发展沿革，指出 1927 年 3 月东北航警处正式于哈尔滨筹建“东北商船学校”，隶属于镇

威上将军（指张作霖）公署及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是海军将校军官预备学校；该校学生

一入校就被编入海军军籍，毕业后可授少尉军衔；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以“造就海军将

校”为宗旨，将商船学校办成青岛海军学校分校；该校为东北海军培养了一定量的军事人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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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立安《安东——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诞生地》一文，回顾了曾设立于今丹东人民路

67 号的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的创建、军官培养及教育、学员参加开国

大典阅兵、学校代表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参与创建大连海校及海军快艇学校等历史。并指出，

安东海校为新中国的海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安东海校的学员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各类海军院校的骨干。
[55]

刘永路的《刘华清将军与大连舰艇学院》，回顾了刘华清与大连舰艇学院结下了特殊的

不解之缘，包括 1953 年刘华清任大连海校（后更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校长兼政治委

员后，全面主持学校工作的具体情况及上世纪 80 年代刘华清倡导在大连舰院进行“通科育

通才”的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容，指出刘华清将军在建国之初，曾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主要

领导，是该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56]
《刘华清将军与大连海军学校》一文，指出刘华清在大

连海校任职期间确立“向工农干部开门”的方针，制订了本科四年制甲、乙两种学员培养计

划，强调向苏联学习海军建设经验及大胆地、放心地任用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组织学员进行

海上实习等开展政治、教学、管理和学校建设工作的大致情况。
[57]

五、近现代东北海防研究可拓展空间及展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东北海防史鲜为学界关注，因而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受此影响，中国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也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随着学界对海洋历史研

究的不断升温，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海洋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涌现，我国

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也取得了丰厚成果。20 世纪 80、90 年代是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的

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考证见长，21 世纪近二十年间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

多是在此基础进一步深化、丰富的。目前，学界对近现代东北海防的已有研究成果，分为以

下几类：一、涉及近现代东北海防的总体研究。部分研究中国海防、海疆的论著，对晚清时

期我国东北地区海防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海疆权益等内容有所提及。二、对列强的海

上入侵、东北人民的海防斗争、东北海疆形势、东北海疆勘界等海防事件的研究。三、聚焦

于旅顺、大连要塞及海防设施，苏联与旅顺海军基地关系的研究。四、晚清东北八旗水师、

民国东北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海军院校的创建的研究。近现代东北海防的已有研究，从

研究时段来看，重晚清轻民国、现代。从研究内容来看，重海防要塞、海防事件研究，重海

防力量沿革、轻海防部署，研究碎片化。从研究成果类型来看，以研究论文为主，尚未有以

近现代东北海防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问世。

上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近 20 来，国内学界对中国海防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存

在明显的“南热北冷”现象。此外，我国的东北边疆史地研究，重古代轻近现代，重陆疆轻

海疆。目前我国近现代东北海防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有诸多薄弱环节，尚

未见全面且系统的近现代东北海防专题研究成果，微观研究亦待深入。今后，近现代东北海

防史的丰富与深化研究，应重视以下几点：一，加大对民国以来东北海防史研究的力度。二，

采用海防学、边疆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与理论，开展东北大海防史研究。东

北海防研究除以军事为重点外，还应从东北海防经济、海防意识、海防教育等层面着手。三，

重视东北海防武装力量领导体制、指挥机构设置等制度层面的研究。四，注重东北海防武装

力量及其布防研究。主要考察海防力量的种类、编制、训练、奖惩及巡防、海防部署情况等

内容。五，更加注重对东北海防武器装备、海防设施的研究。六，丰富海防人才培养及海防

后备力量动员研究。七，注重考察东北海防信息传递等通讯方式、效率研究。

海防是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海洋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大稳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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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边海空防”
①
。党的二十大又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

②
。海

防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等的重要事务。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国家对相关学

科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学界对东北海防历史的研究也将呈现出更加系统深入的态势，

为我国东北边疆安全和国家更好地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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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Coastal
Defense in Modern China

YAO Min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1980s,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oastal defense in northeast China was rarely
paid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the 1980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astal defense in modern times, but the deficiencies are also
obvious, focusing on the maritime invasion, the struggle for coastal defense, the construction of coastal
defense forts, the eight flag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ortheast Nav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val academie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northeast coast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y attention to the leadership and command system
of the northeast coast defense armed fo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northeast coast defense deployment,
coastal defense weapons and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coastal defense personnel training, coastal
defense reserve force mobilization, coastal defens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astal defense economy,
coastal defense awareness, and coastal defense education.

Keywords: China；Modern times；Northeast region；Maritime frontier defense

作者简介:姚敏（1987-），女，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东北边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