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发展的需要
。

而海洋是蓝色国土 管辖海

域 和可以利用的人类共同继承遗产 公海和

国际海底
,

是富饶而未充分开发利用的资源

宝库
。

发展浅海滩涂的海水大农业
,

可以形成

具有战略意义的优质食品资源基地 开发海

洋油气和可再生洁净能源可以成为能源接替

区 发展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可缓解沿

海地带和海岛开发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

总之
,

开发利用海洋是缓解人 口
、

资源
、

环境压力的

重要出路之一
。

经略海洋国土
,

发展海洋经济战略
,

在今

后
一 巧 年内应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开展海

洋国土资源
、

环境大调查
。

需要查明中国海的

海洋资源储量
、

种类和质量
,

摸清海洋国土的

基本家底
,

尽早实现对海洋国土的有效管

辖
。

第二步是安排
“

全国海洋国土开发保护总

体规划纲要
”

的编制工作
。

全面规划安排国家

管辖海域及公海资源的开发管理
,

从空间到

时间两个方面制定战略原则
、

目标
、

步骤和措

施
,

使全国各行各业的海洋开发和保护工作

统一在促进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这

一根本 目的之下
。

第三步是全面启动海洋经

济强国建设
,

统筹安排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

环境的合理开发与保护
,

各层次
、

各方面的法

规
、

行动计划
、

政策措施等统统围绕海洋经济

强国建设这个中心
,

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在这个旗帜的带动下
,

进人快速
、

效益
、

健康的发展快车道
。

如此
,

经过全国上下从领

导到民众的较长期的努力
,

经略海洋
,

海洋经

济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

这对保障

未来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

保障 世

纪国民经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的发展
,

以及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一
、

海洋国土及其资源面临的

严峻形势和存在问题

海洋国土的概念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国际

海洋法律新制度的建立而提出来 的
。

就国土

的概念而言
,

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地域空间
,

是一个国家行使国家主权管辖

的空间范围
,

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物质来

源和承载基础
。

从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看
,

国

土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主权管辖下 的陆地领

土
、

领水
、

领海和领空
,

还毫无疑问地包括蕴

藏着由国家主权权利管辖之下的资源的一定

的地域空间
。

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国土概念
,

是

世界政治
、

经济
、

社会秩序剧烈变化的必然结

果
。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样的变化
,

调整 国民

对国土的传统概念
,

树立新的国土观
,

即海洋

是国土
,

海洋的开发和保护也是国土开发整

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
,

国际政治

经济形势发生了里程碑性质的改变
,

海洋作

为人类未来的重要生存空 间不可避免地成为

新时期国际斗争的焦点
。

主要将表现在 一是

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军事 目的为

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
,

特别是一些沿海

中小国家
,

参与争夺和控制海洋
。

二是由争夺

具有战略意义的海 区和战略通道变成争夺岛

屿
、

海域和海洋资源
,

争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

和开发海域的海洋资源
。

从一定意义上理解
,

控制了海域就可以控制资源
,

控制了岛屿就

可以长期控制海域
,

从而也就能长期控制资

源
。

三是由过去主要海洋大国对海洋的争夺

变为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纷纷参与

争夺
。

四是为了加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竞

争能力
,

无论是发达国家
,

还是发展中国家重

视海洋科学技术的投人
,

认识到海洋科学技

术能力就是获取最大海洋利益的根本
,

把加

强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作为提高本国国

际竞争力的基本筹码
。

五是为了适应新的海

洋斗争形势
,

各国在裁军
、

控制军事力量规模

的同时
,

都在调整军事战略
,

重点加强海军力

量建设
。

海洋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

重要舞台
。

 全世界共有 多处国家间海

洋边界需要划定
,

目前只解决了约
。

今后

年左右的时间内
,

海上边界划分将是国际

海洋政治事务的核心问题
。

 海洋经济领域

的海底油气资源争端
、

渔业资源争端
、

深海矿



产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深海生物资源利用的竞

争
,

也是十分激烈的
。

 海洋政治经济领域

的斗争必然影响海洋军事
,

形成以维护海洋

权益为中心的军事防卫任务
,

局部地区出现

争夺海岛主权
、

争夺管辖海域
、

争夺经济资源

的海上战争
。

今后海洋领域的斗争将有许多

新的特点 首先是超出以往控制海上交通线

和战略要地
,

以及通过海洋制约陆地的性质
,

发展到以海洋空间和资源为中心的海洋本身

的争夺 其次
,

争夺海洋的力量已由单纯的武

装力量发展到政治外交力量
、

经济开发和科

技力量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综合海上力量
。

因此
,

海洋领域的斗争是关系到民族生存和

发展的战略性争夺
,

涉及国家整体力量的竞

争
,

也是涉及政治
、

经济
、

科技
、

军事等多领域

的复杂斗争
。

在 世纪
,

海洋的战略地位将更加突

出
,

海洋斗争也必将更加激烈
。

未来
,

世界各

国对海洋的关注将进一步加强
,

有的注重海

洋本身
,

有 的注重于通过控制海上通道和航

行进行扩张或者掠夺
,

以维护陆上利益
。

海洋

的战略地位所以越来越重要
,

除了海洋作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宝库和

作为天然 国际通道 以外
,

海洋对各国的国家

安全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

大多沿海地带是国

家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科技中心
,

世界上

的大城市
、

的工业资本和人 口集中在距

海岸 千米以内的海岸带地区
。

因此
,

海洋

既是屏障
,

更是中心
。

海洋对沿海国家来说是

国家和民族兴衰荣辱的战略要害
,

海洋资源

开发的巨大经济效益可以迅速改变一个国家

的地位和实力
,

海上石油开发已成为很多沿

海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

本世纪末到下

世纪中叶
,

海洋开发将会对沿海国家的兴旺

发达起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作用
,

很多国家已经把海洋视为争取生存与可持续

发展的基地
,

把控制海洋和开发利用海洋
、

发

展海洋经济
,

作为增强综合国力 的一项基本

国策
。

但是
,

多年来我们还未能跳出已有的思

维定式
,

从来没有把海洋作为国土进行过相

应的国土基础测量
,

对海洋国土的基本家底

模糊不清
,

更谈不上把海洋像陆地国土一样

进行开发保护的总体规划和安排
,

海洋国土

的实际管辖不到位
。

近年来
,

随着国际海洋形

势的变化和我国沿海地区海洋开发活动的剧

增
,

影响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问题越

来越突出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海洋开发前期基础工作不足
,

给海洋

资源开发活动造成诸多不便
,

后劲不足
。

目

前
,

我国管辖海域的大部分区域缺乏实测的

基本图 万至 万 海岸线长度
,

内

水
、

内海
、

领海
、

毗连区
、

专属经济区等的面积

数据不准 领海的基点
、

基线缺乏必要的科学

论证和实测依据 海岸动态变化 自然及人为

因素 情况不能及时汇总掌握
,

并且总体变化

趋势不明 河 口港湾的数目
、

面积
、

功能及动

态变化等缺乏科学一致的概念和数据 主要

人海河 口三角洲的作用范围
、

面积
、

变化规律

等情况不甚明了
。

总之
,

海洋国土的基础数据

资料尚处于空白状态
,

海洋资源环境等国土

经济基本要素的基础调查研究和动态监测
,

与开发利用的社会实践需要相差较远
,

造成

海洋开发活动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
,

甚至已

经造成很多海洋典型生态系
、

生态区功能发

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和破坏
。

 海洋环境污染加剧
,

影响海洋开发总

体效益
。

我国已建立起来的近海环境常规监

测情况表明
,

近年来我国近海海域污染程度

加重
,

环境质量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
,

其中锦

州湾
、

渤海湾
、

大连湾
、

胶州湾
、

长江 口
、

杭州

湾和珠江 口污染比较严重
。

由于 目前海洋环

境污染监测 的手段和系统跟不上海洋开发利

用的需求
,

污染灾害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
,

也

使海洋的可持续利用缺乏基本的保障条件
。

 海上邻国纷纷通过海洋国内立法及

其国家实际管辖行动
,

抢占我岛礁
、

掠夺我资

源
,

使我依法享有国家管辖权的海洋国土中

的 多万千米 面积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

而

我国对依法管辖的海洋国土缺乏实施有效管



辖的手段和实际控制能力
。

与此同时
,

世界沿

海各国加速对国家管辖海域的国有化进程

一方面强化本国管辖海域海洋资源的实际享

有和专属性
,

另一方面加速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海洋资源的抢占和开发
,

主要手段包括加

速国内立法
、

扩大海洋资源跨国合作开发
,

并

积极抢占公海资源
,

从而使我国的海洋资源

开 发从起步伊始就面临更为艰 巨 困难的局

面
。

因此
,

为 了推动我国海洋国土开发保护

战略的实施
,

我们必须抓紧开展下列几项工

作 一是加强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

维护我

国海洋权益 二是加速海洋国土的勘测和规

划
,

实现对国家管辖海域的有效管理 三是深

化海洋资源环境调查和勘探
,

寻找新的可开

发利用的海洋资源 四是研究开发新的技术

方法
,

发展海洋观测
、

预报和监测系统
,

减轻

海洋灾害损失
。

二
、

经略海洋国土
,

建设海洋

经济强国的战略任务

海上划界任务

从北到南
,

我国需在黄海
、

东海和南海

个海域内与 个周边 国家进行海上划界
。

在

黄海北部
,

我国需与朝鲜分别划定各 自的领

海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 在黄海南部
,

我 国需与韩国进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

界
。

在东海
,

我国需分别与韩国和 日本进行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
。

在南海
,

我国需分别

与菲律宾
、

文莱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
,

同时还需要与越

南进行领海 北部湾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划界
。

我国所面临的海域划界形势非常严峻
,

除了需分别在黄海北部和北部湾北部与朝鲜

和越南进行领海划界之外
,

主要任务是需分

别与 个国家进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

界
,

在有些海域
,

同时涉及与 个国家的划

界
。

有些海域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可适用

同样的原则和方法一起划界
,

而有些海域情

况较为复杂
,

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需分

别考虑
。

专属经济区海洋资源开发保护任务

东海和南海的渔业权益争议问题比较严

重
,

我国在该两海域的传统捕鱼权受到严重

损害
。

在东海
,

我国与韩国
、

日本均存在着渔

业纠纷
,

其中尤以中日渔业纠纷问题较为突

出
。

在南海
,

问题较为突出的是中越在北部湾

和南沙海域
、

中菲及中马之间在南沙海域的

渔业纠纷
。

目前
,

我国基本丧失了南沙西部的

传统渔场的捕鱼权
。

在东海东部的大陆架上
,

存在着大片中

日
、

中韩
、

日韩三方的大陆架主张重叠区
。

年
,

在未经我国同意的情况下
,

日
、

韩为

了勘探油气资源
,

签订了 日韩东海大陆架共

同开发协定
,

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包括了我

国所主张大陆架的一部分
。

日
、

韩无视我国的

抗议
,

实施了该协定
。

年日韩又径自将
“

日韩共同开发区
”

上覆水域定为日韩渔业协

定水域
,

再次无视我国的主张和权益
。

在南海南沙群岛附近有争议海域的大陆

架上
,

文莱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越南和印度尼

西亚等国分别通 过引进外资和技术等手段
,

积极勘探和开发油气资源
。

从贫油国发展成

了石油出 口 国的文莱等国
,

油气出 口已成为

其唯一的或主要 的出口 贸易
。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问题
,

从表面上看主

要集中在国家管辖权范围之外的国际海底区

域
,

因而 国际海底矿产资源问题似乎并不是

一个敏感问题
,

极易被人们所忽视
。

实际上
,

它也直接涉及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

突
。

国际海底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是保证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
,

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

我国已通过申请
,

获得批准在太平

洋洋底有一个勘探区域
,

并已积极开展有关

的工作
。

同时经过选举
,

我国也已在 国际海底

区域勘探开发有关组织机构中得到一些重要

席位
。

目前
,

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从国

家利益出发
,

在国际海底 区域各项制度的形

成之际充分发挥作用 制定并有效地实施我



国有关勘探和开发 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方

面的战略 和规划
,

充分行使我 国的合法权

利
。

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开发利用任务

大多数国家的涉海开发管理部门在 巧

个左右
,

我 国的涉海部门大约也有 个左

右
。

各个部门和行业分别制定用海计划和工

作方案
,

相互之间会形成多种不协调
,

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

 沿岸陆地建设不合理征用岸线
。

许多

沿岸陆地建设喜欢占有岸线
,

临海而建
,

有的

是为了方便向海中排放废弃物
,

有的是为了

从海上进出方便
,

有的则纯粹是为了便于观

赏海上风光
,

并无经济利益可言
。

因此
,

许多

岸段存在着军事设施
、

港 口
、

工厂
、

市政设施

争占岸线问题
。

例如
,

据大连
、

秦皇岛
、

天津
、

烟台
、

青岛
、

连云港
、

上海
、

宁波
、

温州
、

厦门
、

汕头
、

广州
、

湛江
、

北海和海 口等 个主要海

港城市的资料
,

长期以来
,

由于没有统筹安

排
,

没有按海岸带的功能进行岸线分配
,

加之

管理不善
,

致使多处海港城市岸线使用不合

理 有的岸线宜用来建设深水泊位
,

却被浅水

码头占用 有些有航运价值的岸线
,

被非航运

部门占用 有 的单位并不需要岸线
,

但也占

用 有些在规划中留作建设发展用的岸线
,

也

被挪作它用
。

青岛市已使用的岸线中
,

不合理

使用的占
,

秦皇岛市占
,

大连市占
。

 渔业
、

盐业
、

农业如苇田
、

水稻等争占

滩涂和湿地
。

这方面的问题从 年代以来就

一直很突出
,

曾经发生过数起农业 围垦挤占

水产养殖滩涂的事件
。

目前
,

辽宁
、

浙江
、

福

建
、

上海等地
,

都存在农
、

渔
、

盐
、

苇争滩涂的

矛盾
,

也有规划上的潜在矛盾
。

例如
,

辽宁省

总共只有 万公顷滩涂
,

但按照盐业
、

芦苇

种植业和水产业的海域使用行业规划
,

约需

滩涂 万公顷
,

因此共有 万公顷重叠

区
。

辽河
、

双台子河
、

鸭绿江以及大洋河人海

处是芦苇适生地区
,

原有 芦苇 田 万公

顷
,

因历年毁苇种稻
,

目前仅剩 万公顷
。

年皮 口化工厂规划在牛心沱引堤东侧滩

面扩建盐 田
,

而新金县拟在同一地点增建虾

场
。

年锦州绥丰盐场拟扩建年产 万

吨级的盐 田
,

但当地政府为发展农业
,

要求盐

场少占滩涂
,

结果农业也因缺水无法耕种
,

滩

涂荒废多年
。

 不同行业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

渤海

沿岸的盐 田抽水
,

每年要损失几十亿尾对虾

幼苗 浅海石油勘探的地震作业
,

对于渔业也

有影响
。

许多盐场面向海的一侧是对虾养殖

场
,

这些养殖场有的堵塞盐场的排盐渠道
,

致

使盐场雨季受淹
。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

渔

业
、

盐业
、

农业
、

海运
、

石油等各行业的政策和

计划是各行业分别制定的
,

相互之间缺乏必

要的协调
。

而各行业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往往

只顾本身的利益
,

忽视其他行业的利益
。

例

如
,

位于大连湾内的大连港是我国著名的国

际枢纽港
,

但近年来港 口与水产之间矛盾日

益突出
,

屡次发生港 口航道堵塞
、

锚地被占引

起的海事纠纷
,

而且水产养殖范围还不断向

湾内逼近
,

严重影响船舶进出
。

地处渤海湾沿

岸的 个盐场和一个电厂
,

因为制盐和冷却

需要抽取大量海水
,

致使虾苗受到严重损失
,

每年少产对虾约 吨
。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任务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已经形成多种类型
。

目前
,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可以分成 大类 航

运和通讯的海洋空间利用
、

海洋矿产资源开

发和能源利用
、

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

海洋

旅游和娱乐
、

海上废物处理
、

海洋军事利用
、

海洋调查研究等
。

不同时期的各种海洋资源

开发活动形成各种海洋产业
,

有传统的海洋

渔业
、

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盐业 近 年来

形成的新兴海洋产业
,

包括海水增养殖业
、

海

洋油气工业
、

滨海旅游娱乐业
、

海水直接利用

业
、

海洋医药和食品工业等 另外还有一些正

处于技术储备阶段 的未来海洋产业
,

如海洋

能利用
、

深海采矿业
、

海洋信息产业
、

海水综

合利用
,

等等
。

一般认为
,

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渔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