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约》把占地球表面积 的海洋

总面积 亿平方千米 从总体上划分为两

大部分
,

即国家管辖海域 包括内海
、

领海
、

毗

连区
、

大陆架
、

专属经济区
、

群岛水域
,

总面积

 亿平方千米
,

占海洋总面积 和

公海及国际海底 面积 亿平方千米
,

占

海洋总面积
。

根据这两部分海洋的法

律地位
,

有人称前者为
“

准国土
” ,

后者为
“

公

土
” 。

随着 《公约》在 年签署以来
,

特别是

《公约》生效和实施
,

对世界海洋事务产生了广

泛深远的影响
。

当今海洋事务 已经成为国际事

务的重要领域
,

形成三大热点和一些新特点
。

划分海上边界的潜在矛盾表面化
。

据

不完全统计
,

全世界沿海国家涉及管辖海域边

界划分的就有 多处
,

沿海各国竞相利用

《公约》给予的国家权利
,

尽力扩大国家的管辖

海域
。

所以有人称之为新一轮
“

圈海运动
”

已经

形成
。

 把开发海洋资源
,

解决人类面临的因

人 口膨胀而出现的资源
、

能源
、

食物短缺问题

列人国家的发展战略
。

人们 目前虽然对海洋的

了解有待加深
,

但对海洋是富饶而未充分开发

的资源宝库有着共同的认识
。

 保护海洋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使

命
。

保护 地球
,

必须保护好 占地球表面积

的海洋
。

海洋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最基础条件之一
,

没有健康的海洋
,

就没有地

球及其生命系统
,

人类就会灭亡
。

现在对海洋

健康损害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自己的活动
,

海

洋污染物主要来源于陆地
,

破坏全球生态平衡

的最大危险是人类不科学的开发
。

因此
,

全世

界关注全球环境的重要领域是关注海洋环境

的保护
。

年世界环发大会通过的《 世纪

议程》的第 部分
,

即关于海洋 世纪议程

部分
,

对海岸带
、

近海
、

国家管辖海域以至公海

和深海大洋的环境保护作了详尽规定
,

提出了

相关的政策措施
。

这些规定和要求
,

与《公约》

第 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是一致的
。

在这些热点上
,

世界各国之间有斗争
、

有

联合
,

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由少数大国

之间对海洋的争夺转向广大沿海国家的广泛

介人
。

二是由过去军事战略目标为主转向占有

资源
,

关注经济与军事战略并重
。

三是在竭力

扩大国家管辖海域的同时
,

一些大国仍不放松

对海上战略区域的控制
,

甚至以保护航行自由

为名
,

插手其他地区海上争端
。

四是竞争与合

作并存
,

而且在政治
、

经济
、

科技
、

环境乃至军

事领域都存在
。

二
、

我国海洋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总的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

新的国际海

洋法律制度使我 国的国家管辖海域扩大了近

倍
,

但同时也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边界

划分矛盾突出
,

维护 国家海洋主权权益的任务

繁重
。

海洋经济发展迅速
,

但开发不足与开发

无序同时存在
,

,

造成资源浪费与破坏严重
,

生

态环境恶化势头加速
,

因此
,

加快开发海洋
,

持

续发展海洋经济与保护海洋环境的任务加

重
。

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权益是 当前和今后

相 当长一段 时期的重要历史使命

年 月 巧 日我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成为 《公约》第 个

缔约国
。

这表明《公约》已对我国生效
,

我国将

遵循 《公约》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处理海洋

事务
,

调整海洋方面的内外关系
。

我国濒临的

渤海
、

黄海
、

东海
、

南海的自然面积总和为

万平方千米
。

按照《公约》的规定和我国历史上

对有关海域的权利
,

我国的管辖海域约 万

平方千米
,

是过去只拥有内海和领海总面积

万平方千米的 倍
,

大陆架面积约 万

平方千米
。

同时
,

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

际海底及其资源
,

亿中国人应当享有相应

的权利
,

我国根据 《公约》及相关附件
,

已经在

太平洋获得一块 巧 万平方千米的多金属结核

资源专属开辟区
。

但是
,

海域划界的潜在矛盾

逐渐表面化
。

除了渤海是我国的内海而外
,

其

他海域都与相领相向周边国家存在划界矛盾
,

同时与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岛屿的主权争端
。

尤

其是我国南沙海域
,

已经呈现岛礁被侵占
,

资



源被掠夺
,

海域被瓜分的严重局 面
。

维护我 国

海洋主权权益的形势十分严峻
,

问题十分复

杂
,

任务十分艰巨
,

斗争将是长期的
。

海上维护主权权益斗争的形势特点表现

为  争议区面积大
。

根据 目前掌握的周边国

家的海上划界主张
,

其重叠面积接近我 国管辖

海域面积的一半
。

尤其是南海区域
,

越南甚至

无理主张我西沙群岛也是越南的主权岛屿
,

菲

律宾把我卡拉延群岛划为其版图
。

如果把这种

无理主张也考虑在内
,

其海域主张的重叠面积

将超过我管辖海域面积的一半
。

多种矛盾

交融形势错综复杂
。

在每个海区都存在两个以

上国家与我国有划界矛盾
,

甚至有些区域存在

着多个国家的多重重叠主张
。

黄海
,

我国与朝

鲜和韩国存在着划界矛盾
。

东海
,

我国与日本
、

韩国存在划界矛盾
,

在所谓 日韩共同开发区存

在着中
、

日
、

韩三国的主张重叠区
。

另外
,

我国

与 日本存在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
。

该岛是

 ! 年中 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的
“

马

关条约
”

中方被迫随 同台湾一起割让给 日本

的
。

抗战胜利后
,

本来战败的 日本在归还台湾

时应连同钓鱼岛一起归还中国
。

由于当时美国

占据
,

直到 年 月 日
,

日美签订归还

冲绳协定
,

美国在归还冲绳行政权时将钓鱼岛

一并交给 日本
。

迫于当时全世界华人
“

保钓运

动
”

压力
,

美国不得不在当年 月表示
,

美国归

还从 日本手里获得的钓鱼岛
,

毫不损害有关主

权的主张
。

现在 日本声称钓鱼岛是 日本固有的

领土
,

甚至不承认与中国有争议
,

是完全没有道

理的
。

南海更复杂
,

我国与越南
、

菲律宾
、

马来西

亚
、

印度尼西亚
、

文莱都存在着海域划界争议
。

有些海区
,

存在着中
、

越
、

菲三 国
,

中
、

马
、

越三

国
,

中
、

菲
、

马三国的主张重叠区
。

与此同时
,

越

南占据我国南海 个岛礁
,

菲律宾占据我国南

海 个岛礁
,

并在 年 月非法宣布
“

卡拉

延群岛
”

为菲所有
,

马来西亚占据我国 个岛

礁
,

并将南安礁
、

曾母暗沙划为管辖范围
。

除此

之外
,

在南沙范围内的海上争端中
,

少数大国借

口确保南海航行自由也企图插手其间
,

借机挑

拨我国与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
,

宣扬中国威胁

论
,

妄图遏制中国
。

我国在争议最严重的南

沙地区控制能力较弱
,

呈现小国欺负大国
,

弱国

欺负强国的架势
。

我国在南沙驻守 个岛礁
,

占

外国实际占领岛礁数的 巧
,

且远离我大陆
,

后

方供应和支援都有很大困难
。

从控制南沙油气

资源来看
,

我 国驻守的岛礁还难以对南沙油气

资源丰富区形成控制
,

甚至我国与外国石油公

司签订的海上石油勘探合同
,

由于越南干扰也

难以履行
。

相反
,

在南沙占据岛礁的国家
,

都大

力采取措施强化占领
,

特别是增强已占岛礁的

军事设施
,

加强实际控制
,

对别国船只活动进

行限制
、

干扰
,

甚至武力驱赶
。

与此同时
,

加速

资源勘探开发
,

保护既得利益
。

面对严峻的海上斗争形势
,

我们首先须认

真贯彻中央关于解决海洋权益的方针政策
,

努

力做好各方面工作
。

当前要处理好稳定周边
、

发展经济和维护好海洋主权权益两个大局 的

关系
。

按照公认的国际法
、

现代海洋法
,

包括

《公约》在 内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
,

通

过和平谈判
、

友好协商
,

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周

边国家的海上争端 坚决反对使用武力相威

胁
,

反对外来干扰
,

反对国际化
,

避免在海上形

成新的热点
。

但是海上的原则问题不能让
。

遵

照小平同志提出的
“

主权属我
,

搁置争议
,

共同

开发
”

的方针
,

钓鱼岛和南 海诸岛的主权属我

不能变
,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

我国在南海和其

他海区的历史性权利必须坚持
,

因为这些海区

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条件
。

对于争议区

一时谈判解决不了的
,

可 以寻求共同开发
,

一

时共同开发资源难以达成共识的
,

也可以进行

双边或多边的区域合作
,

就各方感兴趣的海洋

科研
、

环境保护
、

减灾防灾
、

海上交通安全等领

域进行合作
。

第二要巩固我国在南沙 个岛礁

的驻守
,

加强在南沙和其他有争议海区的正常

活动
。

越南人对他们占据的岛礁除了加强军事

力量
,

还把这些岛礁划分给各省去管理
,

有的

还在岛上迁进陆上常驻户 口
,

这种做法值得我

们深思
。

我们对驻守的岛礁应逐步建成为我国

在南沙各种船舶活动的基地
,

这对解决远离大

陆的船舶在南沙海域活动包括捕渔
、

科研
、

资



源勘探等是一种很好的支援
,

有利于加强我 国

在南沙和其他争议海区活动的力度
。

第三要完

善立法
,

依法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

我 国将按照

《公约》的法律制度和覆盖的范围
,

完善国内的

海洋法律体系
。

我国已经颁布了《领海及毗连

区法》
,

人大正在审议《大陆架及经济区法》
,

拟

制定《国际海底及其资源开发法》
。

这是我国维

护海洋主权权益的三项海洋基本法律
,

并要依

照海洋基本法律和我国实际
,

拟定相配套的各

种条例和规定
,

修订现行法规
,

以便和《公约》

接轨
。

加强立法的同时
,

要加强海上执法
,

做到

依法管海
。

第四
,

加强海洋宣传
,

提高全民族的

海洋意识
。

江泽民同志指出
“

我们一定要从战

略高度认识海洋
,

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
。”

刘华

清同志也指出
“

是否具有海洋意识关系国家

和民族的兴衰
。 ”

由于长期封建闭关锁国的政

策
,

使人们的海洋意识极其淡薄
。

时至今 日
,

我

们国民的绝大部分对海洋的地位和作用 的认

识还是很有限的
,

只看到 万平方千米的陆

地领土
,

而没有看到还有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海

洋
。

因此加强海洋意识宣传
,

建立现代海洋观

念极其重要
。

海洋已经不仅仅是
“

通舟揖之便
、

兴渔盐之利
”

的场所和
“

防御外敌人侵
”

的天然

屏障
,

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

在当今世界
,

海洋防卫观念已经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

海洋 已不再仅仅是作为防御人侵陆

地本土的天然屏障
。

海上防御的纵深
,

从领海

延伸到国家管辖海域的资源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
,

以及保卫国家的所有海上利益
,

是当今海

空部队的神圣使命
。

我们应当以全新的海洋观

念来认识海洋
、

开发海洋
、

保卫海洋
,

为建立和

捍卫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是新时期海洋工作

的中心任务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

分
,

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

我国

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沿海国家
,

无论从人 口增

长
、

资源短缺
、

环境恶化的单项角度还是综合

角度来分析
,

我 国的可持续发展必将越来越多

地依赖海洋
。

而我国的海洋现状
,

包括它的 自

然状况和海洋工作能力状况
,

都可以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领域
。

首先
,

我国具有开发海洋的优越条件和战

略需要
。

我国具有方便地进人海洋的区位优势

和优良的环境条件
,

应该是亲海民族
。

我国东

部
,

濒临太平洋
,

毗连渤海
、

黄海
、

东海
、

南海四

大海域
,

大陆岸线长 多千米
,

可以方便

地进人近海和各大洋 平方米以上的岛屿

多个
,

是开发海洋的天然基地
。

我国陆地

资源虽然丰富
,

但人均占有量少
,

客观上需要

把海洋作为后备资源基地
,

甚至是主要战略资

源的接替区
,

如石油
、

天然气
、

多种金属等
。

我

国海域资源丰富
,

是食品
、

能源
、

原材料
、

水资

源和生产
、

生活空间的战略性开发基地
。

毗连

我国的海域处于中低纬度地区
,

气候条件优

越
,

海洋生物 种
,

我国海域渔场面积

万平方千米
,

米等深线以内浅海面积

万平方千米
,

适合于发展海洋捕捞业
、

海洋农牧化
,

可以长期提供 左右的水产

食品
。

我国近海大陆架海区石油资源量 亿

吨
,

天然气资源量 万亿立方米
,

南沙海域石

油资源量和天然气资源量在我国 条断续海

疆线以内的分别为 巧 亿吨和 万亿立方

米 我 国沿海宜盐滩涂 万平方千米
,

的原盐来 自海盐 我国沿海 平方千米以上

海湾 多处
,

外贸运输 依赖海洋 我国

沿海有 多处旅游景区
,

海洋旅游娱乐等

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海水利用
,

海洋化学元素

提取
、

海洋能利用有巨大潜力
。

我国在太平洋

海底已经被联合国批准获得一个 巧 万平方千

米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开辟区
,

并将根据国际海

底制度的规定
,

寻求其他海底资源勘探开发

权
。

与此同时
,

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开

发海洋
、

建设海洋经济强 国的经济技术能力
。

我国涉海部门 多个
,

主要海洋产业有海洋渔

业
、

盐业
、

交通运输业
、

油气工业
、

旅游业等
,

都

在世界海洋产业中占有相当份额
,

渔业
、

盐业已

是占世界首位
。

这些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

主要组成部分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海洋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
。

年代平均以 的速度递增
,

进人 年代发展速度更快
,

平均以 速度

递增
。

海洋产业产值 年 亿元
,

年达到 亿元
,

预计 年达到 亿

元
。

海洋开发从业人员 多万
,

海上船舶

万多艘
,

形成了较强大的海洋开发队伍
。

海洋科

研单位 余个
,

科技人员 多人
,

每年

几百项科技成果问世
,

推动海洋产业和海洋开

发与保护工作朝着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
。

特别是国家整体经济技术能力不断增

强
,

有能力为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提供资金
、

技

术
、

市场的支持
。

第二
,

把海洋开发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

战略
,

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是海洋工作的中心任

务
。

世界历史经验证明
,

疏远海洋的民族必定

要落后
。

在当代世界上
,

只有大陆观念而没有

海洋意识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强 国
。

我国已经

进人现代化强国的起飞阶段
,

应当把海洋经济

的持续增长作为 国民经济增长点加以统筹规

划
,

把海洋开发列人国家发展战略
,

努力建设

海洋经济强国
。

为此
,

我 国已经公布的《中国海

洋 世纪议程》确定的战略目标是 建设良胜

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
,

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开

发体系
。

年前
,

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

巧
,

进人 世纪增长速度略高于 国民经济

增长速度
,

控制在 以内
,

年海洋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

达到世界上

公认的海洋经济强国的目标
。

为此要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
,

扩大海洋产业群
。

海洋产业的一
、

二
、

三产业的比例调整为 目前大约是

 !
。

除了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改造

海洋传统产业而外
,

扶持一大批新兴海洋产业

如海洋油气工业
、

海洋旅游业
、

海洋生物工程

产业
、

海洋增养殖业
、

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洋服

务业将从小到大形成规模
,

培育和引导一批未

来产业在 年后形成
,

如海洋能利用业
、

深

海采矿业
、

海水化学资源提取业以及海上
、

海

底工程建筑业等
。

进一步研究深海基因工程和

海底地层中冰态碳氢水合物的商业价值和开

发潜力
,

努力探索开发深海新型战略资源
。

三
、

实现战略目标的原则和对策

根据《中国海洋 世纪议程》的规定
,

概

括起来强调以下几点

关于战略原则
,

一是必须坚持以发展海洋

经济为中心
。

二是坚持适度快速发展
,

以效益

为核心
,

走技术密集
、

资金密集的集约化发展

道路
。

三是海陆一体化
,

统筹沿海陆地区域和

海洋区域的发展规划
,

形成不同类型海岸带国

土开发区
。

四是不同海洋产业协调发展
,

要根

据资源优势发展主导海洋产业
,

带动其他产

业
,

使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

能力相适应
。

关于基本对策
,

一是以《公约》为国际法基

础
,

加速国内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立法
,

依

法管理和调整海洋开发的内外关系
。

二是实行

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针
,

海洋开发与保护要同

步规划
、

同步实施
、

同步发展
,

加强海洋环境保

护和资源的综合利用
,

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

三

是建立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

制定符合市场经济

导向的海洋产业政策
、

海洋技术政策
,

编制指

导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

和修订海洋开发规划
,

形成海洋开发利用 的综

合决策机制
,

协调和调控各海洋产业发展
。

四

是科教兴海
,

要在普及海洋知识
,

增强公众海

洋意识的同时
,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

培养海洋

开发各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要推

动海洋科技进步
,

提高海洋开发的生产力水

平
,

特别要发展海洋高技术
,

抓好国家 计

划中海洋高技术领域的任务
,

实现产业化
。

五

是促进海岛的可持续发展
,

把海岛开发利用和

保护与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

特别要着

眼于海岛的特殊地位
,

积极发展海岛经济
,

充

分发挥其维护国家主权
,

促进祖国统一和巩固

海防的作用
。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

充分利用 《公

约》建立起来的各项法律制度
,

经过
一 巧 年

的努力
,

完全可以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 目

标
,

使海洋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

和组成部分
,

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国民经

济战略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