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南海北部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

建设项目正在启动
刘喜礼 (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

今天, 南中国海北部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

建设项目启动会的召开。表明该项目已从立项

进入了实施阶段。从今而后,我们将用 3年的时

间来完成这个对于南海的环境和资源保护具有

重大意义,对于整个南海区域,包括我国沿海的

海岸带综合管理都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本项

目从今年 3月份开始进入考察立项阶段, 由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国家海洋局的官员和国际国内专家组成的考察

团对南海北部的三个地区进行了考察 ,形成了

项目文件,在 4月 10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

持的 PAC 会议上得以通过立项 ,并于 5月 30

日签署了文件。在整个立项过程中,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经贸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国家

海洋局通力合作、密切配合 , 整个项目进展顺

利, 有了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 ,这预示着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一定可以取

得预期的成功。应该说,这良好的开端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家

海洋局, 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的地方政

府和国际国内专家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分不

开的。

这个项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别项目, 其执行机构是中国国际

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政府的实施机构是国家海

洋局。国家海洋局将组织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

广西自治区海委办、海南省海洋厅以及选定的

南海北部的三个示范区,也就是广东省的海陵,

广西自治区的防城港和海南省的清澜湾, 实施

海岸带综合管理, 达到在中国防止环境污染和

保护海岸带资源的目的。本项目援助三个示范

区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 ,维持海陵湾的渔业资

源的持续开发 ,加强防城港的港口管理并解决

清澜湾多种利用的矛盾。本项目重点在于协助

当地政府建立必要的协调管理框架,确定并解

决法律规章方面的冲突,制定功能区划, 强化环

境监测和监督,建立持续的财政机制,为中国其

他海域和海岸带的综合管理提供经验。在广东,

重点在于把海岸带综合管理概念实施于海陵湾

的持续渔业发展, 该湾在水产捕捞和水产养殖

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本项目将建立起管理框架,

通过防止或减少非法捕捞,污染和生境破坏等

有害影响 ,以保证海陵湾的环境条件适于水产

养殖业和捕捞业的发展。在广西 ,本项目重点在

防城港。港口建设在广西是优先项目,因为这里

具有屏蔽、水深等适于港口建设的条件。该项目

的目标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港口建设造成的环

境污染和潮间带围垦造成的生境破坏。在海南,

该项目旨在解决清澜湾多种资源利用的冲突,

尤其在旅游、工业开发和红树林及珊瑚礁资源

保护的矛盾冲突。

选择这三个地点作为示范区的理由是 :

资源利用的严重冲突对华南其他海岸带区有意

义; 地方管理部门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强有力

承诺 ; 有关管理部门已经采取实质性的管理

行动 ; 地方政府愿意应用海岸带综合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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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和资源利用冲突。因

此,该项目可利用这些条件达到项目的目标。

我们执行该项目的目的, 就是以三个示范

区为试点, 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 就是解剖麻

雀、就是抓典型、抓试点, 通过解决三个示范区

的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推广应用到全国。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有七项:

( 1)、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机构分散, 各机构

之间缺乏协调;

( 2)、海岸带管理法制机构不够健全, 执法

力量薄弱;

( 3)、缺乏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的功能区划;

( 4)、地方级海岸带管理技术有限;

( 5)、海洋环境监测与监督不力 ;

( 6)、海岸带管理的环境意识有限;

( 7)、维持环境管理的财政资源有限。

该项目主要从四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

机构间的协调与管理; 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能

力建设 ; 三个示范区海岸带综合管理框架的

建立; 环境监测、信息搜集及成果推广。

项目将注重于各机构间的协调, 因此项目

国家指导委员会和各示范区的项目协调与管理

委员会 ,协助项目在国家级及地方级的协调。

该项目由国家海洋局具体组织实施。为保

证国家和地方、国际和国内专家、国内外组织之

间的全面技术协调 , 国家海洋局将协调三个示

范区的项目活动和在厦门及境外的培训活动。

阳江市、防城港市和文昌市将在项目示范区的

执行中起主导作用。成立国家项目指导委员会

并在各示范区成立机构间协调和管理委员会,

以监督项目的实施和为项目管理人员、咨询专

家提供政策指导。这些委员会将在现有的国家

级和地方级海洋协调和管理的框架基础上建

立。在北京, 国家海洋局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

监督和协调三个示范区项目的技术工作 , 通过

专家提供技术建议 ,保证 UN DP 经费的及时到

位和项目成果的及时呈交。各示范区应成立项

目现场办公室,以监督项目的日常实施。

国家海洋局下属第三海洋研究所 ( 设立于

厦门) 将负责组织本项目在厦门的培训工作,推

广各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技术和经验, 协助编写

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和行政办法。项目的战略

框架为 :

可以预计该项目完成后, 三个海岸带综合管

理的模型将予以建立。即应用海岸带综合管理

方法进行海陵湾的渔业资源持续发展, 防城港

港口管理和清澜湾解决海洋资源多种利用矛盾

三个示范模型。阳江、防城港和文昌三个地方政

府对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概念、方法及应用具有

良好的理解, 项目将从三个示范点挑选部分官

员进行计划、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培训,这将提高

有关地方政府在实施海洋和海岸带综合计划和

管理的能力。

该项目将建议一种多部门的机构安排, 此

建议若被采纳将为各机构间和功能的进一步协

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将在海陵湾、防城港

和清澜湾建立一个长期的环境管理战略以保护

三个地区的资源和环境。通过项目的实施,三个

示范区的公众意识将提高, 以确保对海岸带综

合管理介入的支持。

该项目将在各示范区建立功能区划计划。

功能区划将为地方政府提供功能区划的框架以

根据各功能区的特点调节今后的社会经济活

动。同时,将建议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和管理的规

范性文件以调节法律上的矛盾。如果这些建议

得以采纳和实施, 将有助于海洋和海岸带资源

综合利用矛盾的解决。持续的财政机制的选择

将使地方政府能获得必要的资金用于维持目前

管理和扩大管理。该项目将在地方政府建立一

个海岸带环境综合监测机制以使地方政府的管

理介入建立在准确的相关的数据基础之上。

下面将三个示范区及其一些有关问题作些

介绍。

首先 ,我们这个项目是南海北部的项目 ,着

眼点在于整个南海, 而不仅是各个示范区所在

的港湾。世界上的海洋是没有边界的,一个海域

项目 能力建设 结果

项目管理协调 培训活动 海岸带综合能力加强

委员会 研究活动 环境和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项目管理办公室 法律强化 持续发展得到保证

公共宣传

海陵湾示范区 机构协调

防城港示范区 区域合作

清澜湾示范区 国际合作

水产资源管理

港口资源管理

综合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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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衰竭会影响到其他海域,

因此, 各沿海国、沿海省市县只有管理好各自的

海域,就是对整个世界海洋的贡献。这样来看问

题, 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更有意义, 这也是

U NDP 援助、国际社会和国际专家帮助我们的

原因之一。

第二,我们的项目是海岸带综合管理 ,其重

点在综合两字上。综合的反面是分散 ,两者是对

立的,但又处在同一平面上。我们如果划上一个

直线, 一端为分散 ,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相

互间不通气, 但却经常闹些矛盾; 另一端为综

合, 就是凡事达成共识,同心协力。在这条直线

的中间 ,我们可以填上交流和协调,当中这两项

工作做得越多, 我们也就越靠近综合。因此,我

们也就明白了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多通气、多交

流、多协调。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 三个示范

区的海洋资源一定能恢复,环境一定能改善 ,那

时候, 我们的海洋就是黄金般的海洋,一定能为

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这里我有

一点要明确一下, 就是说,综合管理并不是要取

代行业管理,而是对行业管理的补充,而是从高

于行业管理的层次上协调各个行业的活动, 达

到持续开发和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目的。

第三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能力建设,具体地

说是管理能力的建设、是机构能力的建设、是法

制能力的建设、是财政能力的建设、是科技能力

的建设、是环境监测能力的建设、是环境和资源

评价能力的建设。为了要建设这些能力,我们要

通过国内外培训、通过专家咨询、通过研究具体

课题、通过交流和协调、通过立法和公众参与等

手段来提高我们综合管理海岸带的能力,从而达

到持续开发利用海洋 ,造福全人类的目的。

关于海岸带湿地资源持续利用

的几点思考

吕彩霞 (国家海洋局综合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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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有 18000公里的海

岸线和 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如何合理

利用海洋资源, 尤其是海岸带资源, 改善我国

居民的食物结构和文化生活环境,这对我国这

样一个以世界上 6. 97%的耕地, 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 人均负载量超过世界平均值的两

倍以上的大国而言,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

工作。况且中国耕地仍以每年 36万公顷的土

地在减少。海洋环境与人口条件一样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组成了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

财富。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

展, 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 恶劣的地理环境

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发展起阻滞作用。

应该说, 海岸带资源环境是我国经济发展, 尤

其是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能否在开发利

用中做到科学合理,是保持东部沿海地区持续

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我国海岸带湿地的资源状

况及利用现状
我国海岸带湿地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土

地资源、水产资源、海水资源、旅游资源和矿产

资源。可供选择作中级泊位(不包括万吨级以

上泊位) 的港址有 164处。近海海洋生物有

3000多种, 潮间带生物有 1500多种。宜作海

盐生产基地的面积约 8400平方公里。滩海(包

括滩涂和浅海) 油气资源储量约有 30~ 35亿

吨。我国滨海砂矿种类达 65种,已探明储量为

15. 3亿吨。滨海湿地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其中

沙滩有 100多处和有奇特景点、生态景点数百

处。这些资源的开发对沿海的经济建设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 1)土地资源利用 我国海岸带湿地资源

分布广, 开发历史悠久, 利用类型多,特别是潮

间带和浅海水域土地资源利用在广度和深度

上有了全面发展。建国以来全国累计围垦滩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