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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基本情况的回顾，梳理了美国海岸警卫队职能的历史演变；运用

“全工时评量法”和“折合全时工作量”指标，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数据资料加以分

析，结合向海警、港口公安等专业人士的咨询结果，定量分析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工作量的占比情

况，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了解读；基于以上研究，从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和实际工作角度，提出

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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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岸警卫队（Ｕ．Ｓ．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ＵＳＣＧ）是

美国海上综合执法机构，也是西方国家较有代表性

的国家海上综合执法队伍。ＵＳＣＧ隶属国土安全

部，主要履行国土防卫、海上安全、海上治安、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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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等职责。国内学者对美

国海岸警卫队的研究由来已久，李培志编译的《美

国海岸警卫队》［１］、何学明等编著的《美国海上安全

与海岸警卫队战略思想研究》［２］等系统介绍了 ＵＳ

ＣＧ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兵力部署、任务职能和

战略思想等。从研究领域来看，学者们对 ＵＳＣＧ装

备情况（综合深水系统［３］、国家安全保卫装甲舰计

划［４］、小艇装备［５］）关注较多。此外，在 ＵＳＣＧ执法

情况方面，祁斌介绍了ＵＳＣＧ行动指南原则及ＵＳ

ＣＧ最新的海上执法船情况
［６］，傅

$

成编译的《美国

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的技术规范》、宋云霞翻译的

《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等研究了 ＵＳＣＧ的

执法规范；在 ＵＳＣＧ战略方面，卢佳
［７］对美国海岸

警卫队２０１０财政年度的战略规划进行了解读，苏

朋［８］介绍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北极战略方针》。

综上可见，目前学者对 ＵＳＣＧ的研究集中在其

基本情况、执法规范及战略规划等方面，尚无对ＵＳ

ＣＧ海上执法工作量和工作重点的系统分析，也缺

乏对ＵＳＣＧ职能动态演变的分析。中美不同国情

海情，导致难以有效对比两者的海上执法体制的优

势和劣势。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简要回顾 ＵＳＣＧ

基本情况，对其职能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收集

整理了ＵＳＣＧ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期间公开的年报和

简报等数据资料，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结合对海警、

港口公安等专业人士的咨询，分析美国海岸警卫队

的工作量，并对分析结果进行解读，结合中美国情

海情差异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对中国海上执法力量

建设和工作开展有一定参考。

１　美国海岸警卫队基本情况

ＵＳＣＧ是美国海上唯一的海上综合执法机构，

其执法海域范围包括美国沿海地区２５００海里的通

航水道、距海岸１２海里的领海和３４０万平方海里的

专属经济区。《美国法典》第１４篇规定：“海岸警卫

队是一个军事机构，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美国武

装部队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战时或总统下达命

令时”［９］。为了确保海岸警卫队的执法权力，美国专

门制定了《海岸警卫队法》，详细规定了海岸警卫队

的隶属关系、职能任务、队伍性质、机构设置等，赋

予海岸警卫队登临权、检查权、抓捕权，甚至还赋予

了其可以直接登临美国海军军舰检
%

的权力。《美

国法典》第８１至１０１条则详细描述了美国海岸警卫

队的２０项执法职责与权力
［１０］。因此，ＵＳＣＧ具备

军事性、民事性和执法性等多重属性。

ＵＳＣＧ的工作范围包括美国海岸、港口、内陆水

域和国际水域，除了在美国海域执法，ＵＳＣＧ也在公

海内执行国际公约、协议等，在实际执法工作中，

ＵＳＣＧ会保持与地方执法机构合作
［１１］，也会经常与

周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１２］。

根据２０１４年的统计数据
［１３］，ＵＳＣＧ各类人员

总数为１５５５６９人，其中人员３６２３５人，退役军人

３５５７０人，合同雇员３２８１４人，辅助人员为２９６２０

人，军队预备役和预备役退役军人分别为７３５１人、

６９１５人，公务员７０６４人。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ＵＳ

ＣＧ拥有排水量１００ｔ以上的执法船１６１艘，其中大

型巡逻舰１０艘，中型巡逻舰２８艘，巡逻舰４６艘，破

冰船３艘
［６］。

２　美国海岸警卫队职能的历史演变

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海岸警

卫队成立”法案，由美国救生管理处、缉私船管理处

合并成ＵＳＣＧ。缉私船管理处的成立缘于美国独立

战争后国库虚空，为了增加税收美国决定对英国商

船收取高额关税，但收取关税必然导致大量走私，

因此需要设立一个部门对走私进行管理。ＵＳＣＧ成

立之初，职能限于救生和缉私管理，包括救生、拦截

走私、贩毒和贩奴等。１９３９年，美国灯塔管理处并

入ＵＳＣＧ，灯塔维护、导航等成为 ＵＳＣＧ的职能之

一。１９４６年，船舶检查与导航局并入 ＵＳＣＧ
［２］，其

职能再一次得到扩充，新获得的职能包括船员管理

和船舶安全检查。

为应对“９·１１”事件，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美国

总统布什签署法案，由海岸警卫队、移民和归化局

及海关总署等２２个联邦机构合并成立国土安全部，

其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土安全及相关事务，使美国能

够更加协调和有效地对付恐怖袭击威胁。由于ＵＳ

ＣＧ本身肩负海上安全和海上治安职能，划归国土

安全部管辖确立了其海洋国土安全领导机构的地

位，国土防卫成为ＵＳＣＧ的第一使命。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２０１０年签署了美国海岸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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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授权法案［１４］，赋予了ＵＳＣＧ加强美国港口和水

域安全的权利，允许其获得相关船舶和飞机在美国

水域巡逻的支援，新法案还增加了对拒绝认罪的船

舶操作人员，特别是涉嫌药品走私及运输非法移民

的船舶操作人员的犯罪惩罚的权力。

根据２０１２年修订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法》和相

关条例［１５］，ＵＳＣＧ主要职责包括：①在公海和美国

管辖海域及其水下和上空执行或协助执行所有适

用的美联邦法律。②对海上的情况进行空中监视

或拦阻，执行或协助执行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③

在公海上和美国领海内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宣传和

执行改善人员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相关规定；涵

盖法律未专门规定由其他执行部门承担的所有事

务。④在公海上和美国管辖海域内开发、建立、维

护和运行航海导航、破冰设施和救助设施，恰当地

考虑国防的相关要求；确保各种安全事务。⑤在公

海和美国管辖海域以外的地方，按照国际协议的规

定，开发、建立、维护和运行破冰设施。⑥在公海和

美国管辖海域进行海洋学研究。⑦保持待命状态，

随时准备好在战争期间提供特种服务，其中包括履

行海上防区的指挥职责。ＵＳＣＧ职能可以概括为５

个方面：国土防卫、海上治安、海上安全、海上交通、

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１６］。

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发布的新版海上战略《２１世

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１７］，把 ＵＳＣＧ作为负责提

供西半球安全的领导机构，再次扩大了海岸警卫队

在海上安全中担负的任务。

从ＵＳＣＧ发展历程和归属部门变更经历看，美

国经过长期探索，根据时代发展需求，通过早期机

构的合并、不同时期行政命令以及国会、总统授权

等渠道和手段，成就了今天海岸警卫队的庞大规模

和全面职能，使其成为美国唯一的海上综合执法力

量，而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土防卫和海上安全的职

能呈现明显加强趋势。

３　美国海岸警卫队工作量占比分析

为系统分析ＵＳＣＧ海上执法工作量，本课题组收

集整理了ＵＳＣＧ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期间公开的年报和

简报等数据资料，运用“全工时评量法”和“折合全时工

作量”定量指标，结合海警、港口公安等专业人士咨询

结果，分析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工作量的占比情况。

３１　“折合全时工作量”定量指标介绍

“折合全时工作量”这一指标来源于Ｒ＆Ｄ核算

中的“Ｒ＆Ｄ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Ｒ＆Ｄ人员折

合全时工作量是指全时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与所

有非全时人员工作量之和，单位为人年。一个全时

人员的折合全时工作量计为１；非全时人员按实际

投入工作量进行累加，将工作量折合成全时后的

值。该方法也被称为“全工时评量法”。

参考以上定义，本研究提出美国海岸警卫队折

合全时工作量，其值为将美国海岸警卫队各项工作

的工作量折合成全时后的值。这里的“全时”指的

是满工作时间。为便于计算，将指标的单位定为人

天。１（人天）折合全时工作量表示需要一人工作一

天。这一指标可将美国海岸警卫队各项工作的工

作量单位统一化，使其可直接进行比较分析。

３２　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海岸警卫 队 官 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对数据的处理过程如下：①根据

《美国法典》第１４卷第１部分第５章，美国海岸警

卫队的职能主要分为５个方面，国土防卫、海上治

安、海上安全、海上交通、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１６］，

将其各项工作进行分类；②以充分利用现有数据为

前提，综合考虑工作的全覆盖性与不重复性，建立

美国海岸警卫队五大功能的工作指标体系；③按照

工作指标体系，美国海岸警卫队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这８

年间各项工作的工作量（表１）。

国土防卫职能包括６项工作指标。指标１，保

护伊拉克海上石油基础设施部署巡逻艇次数／艘

（人员数量／人）；指标２，美国军用物资运输安全保

障次数（次）；指标３，高度可疑船舶登临检查次数

（次）；指标４为高客运量客船护航（次）；指标５，为

关键的海上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巡逻（次）；指标６，

开展国防部指导的旋转翼空中拦截行动任务（次）。

海上治安职能包括８项工作指标。指标７，清

缴可卡因重量（万ｋｇ）；指标８，阻挡非法移民人数

（人）；指标９，对悬挂美国国旗外国船只商检次数

（次）；指标１０，驶入美国港口外国船只检查次数

（次）；指标１１，大陆架外缘的船只安全和保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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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指标１２，检查集装箱个数（个）；指标１３，设施

安全和海洋污染相关检查（次）；指标１４，外国港口

设施反恐措施有效性评估（个）。

海上安全职能包括７项工作指标。指标１５，搜

索、救援案件处理数量（个）；指标１６，营救人数

（人）；指标１７，签发商船船员证数量（个）；指标１８，

发现冰山数量（个）；指标１９，运输工人资格证书

（份）；指标２０，为海员发放认证书（人）；指标２１，转

移干散货（万ｔ）。

海上交通职能包括６项工作指标。指标２２，发

布安全建设公示次数（次）；指标２３，维修浮标数量

（个）；指标２４，海上事故调查次数（次）；指标２５，参

与协助商业转运次数（次）；指标２６，签发了桥梁工

程许可（个）；指标２７，建立航行自动识别系统（个）。

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职能包括５项工作指标。

指标２８，渔业保护登船检查次数（次）；指标２９，污染

事故调查次数（次）；指标３０，治理联邦清理项目

（件）；指标３１，检查船只是否符合大气排放标准

（艘）；指标３２，登临检查休闲船只（次）。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美国海岸警卫队五大功能工作的工作量
［１８］

五大功能 工作指标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国土防卫

指标１ ６（４００） — ６（４００） ６（４００） — — ６（４００） —

指标２ ５００ — — ２３０ — — １８９ —

指标３ １５００ — １８２５ １０４００ — — ６２３ ４２２

指标４ — — — — ２０００ — — １９５５

指标５ — — — — ２１００ — — ２０７７５

指标６ — — — — — — — ７２

海上治安

指标７ ３７００００ ７５２９６ １５８７７５ ７５２９６ １６３０００ — ９０９９７ １４９６９

指标８ ５０００ — ３６５０ ２５００ ２９５５ １７２１ ７７４７ ６０００

指标９ ７００００ — — １０４００ — — — ９４００

指标１０ １１０００ — １０９５０ ９５００ １１６２８ ８４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３１２７６

指标１１ — — — — — — ４８９１ ４０００

指标１２ — — ２５５５０ — — ２３７００ ２５３９３ ２０７００

指标１３ — — — — — — ３６４３ ４２００

指标１４ — — — — — — １６９ １４０

海上安全

指标１５ ２４０００ — — ２０５１０ — １７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

指标１６ ４０００ — ４７４５ ３８００ ３５６０ ７４００ ３４３０ ３５３６

指标１７ — — ７３０００ — — — —

指标１８ — １２００ — — — — １５４６ —

指标１９ — — — ７０７６０ — — — —

指标２０ — — — — — ２１８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０ —

指标２１ — — — — —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海上交通

指标２２ １００００ — — — — — — —

指标２３ — — １７８８５ — — — — —

指标２４ — — ４３８０ ６２００ ４６００ — ５８５６ ５２００

指标２５ — ４７９ — — — — ２２００ —

指标２６ — — — — — — ５１ —

指标２７ — — — — — —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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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五大功能 工作指标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海洋资源与

环境保护

指标２８ ５６００ — ５４７５ ５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９２８ ５０００

指标２９ ４０００ — ３６５０ ３０００ — — ８９０５ —

指标３０ — — — — — — ４００ —

指标３１ — — １２０４５ — — — — —

指标３２ — — — ４６０００ — — ４３７００ ５００００

　　注：表中“—”部分表示未找到公开数据．

３３　测算思路与过程

本文拟分析美国海岸警卫队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工

作量的占比，由于各项工作的单位不同，引入美国

海岸警卫队折合全时工作量这一指标。测算思路

与过程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美国海岸警卫队五大功能的折合全时工作表占比测算表

五大

功能
工作指标

工作单位数

平均值

单位工作折合

全时工作量／人天

单项工作折合

全时工作量／

人天

单项工作

占比／％

五大功能

占比／％

国土

防卫

指标１ ６（４００）
３０×３００（３００）；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３００为巡逻艇

一年工作天数；（３００）为巡逻艇人员一年工作天数

５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７３

（１．６２）

指标２ ３０６．３３
３０×３０；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３０为一次安全保障工

作所需天数
２７５７００ ３．７１

指标３ ２９５４ ３０×７；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７为一次检查所需天数 ６２０３４０ ８．３６

指标４ １９７７．５ ３０×７；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７为一次护航所需天数 ４１５２７５ ５．５９

指标５ １１４３７．５ ３０×２；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２为一次巡逻所需天数 ６８６２５０ ９．２４

指标６ ７２ ３０×３；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３为一次任务所需天数 ６４８０ ０．０９

２９．３４

海上

治安

指标７ １３５４７６．１４
３０×４／１０００；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４为一次清缴所

需天数；１０００为一次清缴所获可卡因重量
１６２５７．１２ ０．２２

指标８ ４２２４．７１
３０×４／１０００；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４为一次阻挡所

需天数；１０００为一次阻挡非法移民人数
５０６．９７ ０．０１

指标９ ２９９３３．３３
１０×３；１０为一次商检所需人数；３为一次商检所需

天数
８９８０００ １２．１０

指标１０ ２７３３６．２９
１０×３；１０为一次检查所需人数；３为一次检查所需

天数
８２００８８．５７ １１．０５

指标１１ ４４４５．５
１０×３；１０为一次检查所需人数；３为一次检查所需

天数
１３３３６５ １．８０

指标１２ ２３８３５．７５
３×１／２０；３为检查集装箱所需人数；１为一次检查所

需天数；２０位一天检查集装箱个数
３５７５．３６ ０．０５

指标１３ ３９２１．５ ３０×７；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７为一次护航所需天数 ８２３５１５ １１．０９

指标１４ １５４．５
３０×３０／３；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３０为一次前往外国

评估所需天数；３为平均一个国家拥有的港口数
４６３５０ ０．６２

３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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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五大

功能
工作指标

工作单位数

平均值

单位工作折合

全时工作量／人天

单项工作折合

全时工作量／

人天

单项工作

占比／％

五大功能

占比／％

海上

安全

指标１５ １９６２７．５ ３０×２；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２为一次工作所需天数 １１７７６５０ １５．８６

指标１６ ４３５３
３０×５／１０；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５为一次营救所需

天数；１０为一次工作营救人数
６５２９５ ０．８８

指标１７ ７３０００
２×１／２０；２为签发船员证所需人数；１为一次签发所

需天数；２０为一天签发商船船员证数量
７３００ ０．１０

指标１８ １３７３
１０×７／２０；１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７为一次航行所需

天数；２０为一次航行发现冰山数量
４８０５．５ ０．０６

指标１９ ７０７６０
２×１／２０；２为核实资格证书所需人数；１为一次核实

所需天数；２０为一天核实资格证书数量
７０７６ ０．１０

指标２０ ２１８０００
２×１／２０；２为发放认证书所需人数；１为一次发放所

需天数；２０为一天发放认证书数量
２１８００ ０．２９

指标２１ ２８３３．３３
１０×７／２０；１０为转移干散货所需人数；７为一次转移

所需天数；２０为一次转移吨数
９９１６．６７ ０．１３

１７．４３

海上

交通

指标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为发布公示所需人数；７为一次发布所需天数 ７００００ ０．９４

指标２３ １７８８５
１０×３／５０；１０为一次维修所需人数；３为一次维修所

需天数；５０为一次维修浮标个数
１０７３１ ０．１４

指标２４ ５２４７．２ ３０×５；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５为一次调查所需天数 ７８７０８０ １０．６０

指标２５ １３３９．５
１０×７；１０为商业转运所需人数；７为一次调查所需

天数
９３７６５ １．２６

指标２６ ５１
３×３０；３为签发一个许可所需人数；３０为签发一个许

可所需天数
４５９０ ０．０６

指标２７ ５２
１０×３０；１０为建立一个系统转运所需人数；３０为建立

一个系统所需天数
１５６００ ０．２１

１３．２２

海洋资

源与环

境保护

指标２８ ５５００．４３
３０×１／２；３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１为一次出行检查所

需天数；２为一次出行检查次数
８２５０６．４３ １．１１

指标２９ ４８８８．７５ １０×３；１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３为一次调查所需天数 １４６６６２．５ １．９８

指标３０ ４００
１０×１０；１０为一艘执法船人数；１０为一次治理所需

天数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４

指标３１ １２０４５ ５×２５；为检查所需人数；２为一次检查所需天数 １２０４５０ １．６２

指标３２ ４６５６６．６７
１０×３／１０；１０为检查所需人数；３为一次出行检查所

需天数；１０为一次出行检查次数
１３９７００ １．８８

７．１３

　　注：单位工作折合全时工作量的数据分别来源于咨询海警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性质推测、根据原始资料估计、检索国内外相关案件、咨询

国内港口公安等．

（１）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各项工作的工作量，

求出８年间各项工作的工作量平均值（由于单位不

同，这里称为工作单位数平均值）。具体测算时，仅

对有效历史数据求算数平均，缺失数据不纳入计算。

（２）按照每单位工作需耗费的实际投入工作

量，求出每单位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单位为人

天。具体做法是，考虑每单位工作需要多少人

（船）、多少天完成。

以“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功能为例，“渔业保

护登船检查次数”的单位工作折合全时当量为

１５（人天），表示渔业保护登船工作需要１５人工作１

天完成。其算法是：３０×１／２，代表渔业保护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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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条船（船上３０人）工作１天，１天检查２次。

（每单位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的测算中所涉及的

数据来源见表２）。

（３）求出单项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具体做

法是，单项工作折合全时工作量＝工作单位数平均

值×每单位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

以“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功能为例，“渔业保

护登船检查次数”折合全时工作量为８２５０６．４３人

天，为其工作单位数平均值（５５００．４３）×每单位工

作的折合全时当量（１５）所得。

（４）求出单项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占比。具

体做法是，单项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占比＝单项

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量／所有工作的折合全时工作

量×１００％。

（５）求出美国海岸警卫队五大功能的折合全时

工作量占比。具体做法是，单一功能的折合全时工

作量占比＝单一功能的折合全时工作量／所有工作

的折合全时工作量×１００％。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从ＵＳＣＧ执法任务构成和工作量分析可知：

（１）ＵＳＣＧ在最近８年中执行任务最多的两个

职能是国土防卫和海上治安，两项任务折合全时工

作量之和约占总任务的６６．２７％，这些任务均与国

家安全有关，表明ＵＳＣＧ在维护美国国家海洋安全

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测算结果直接印证了美国

２００９年遭受“９·１１”恐怖袭击后实施的国土安全战

略，即非常重视并持续加大对国土安全的力量投入。

（２）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任务占美国海岸警卫

队任务比重最小，约为７．１３％，从侧面反映了 ＵＳ

ＣＧ在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压力较小，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国体与中国不同，且海

洋管理模式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海上现场执法任

务较少，行政执法力量投入的需求弱。与之相比，

中国海警是由海监、渔政等队伍组建而成，过去主

要从事海域资源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海

上行政执法工作，行政执法日常任务繁重，近海现

场执法次数多，中美两国差异较为显著。

（３）高度可疑船舶登临检查次数、对悬挂美国

国旗外国船只商检次数、驶入美国港口外国船只检

查次数、大陆架外缘船只安全和保安检查其４者的

折合全时工作量之和约为３３．２９％，占据全部工作

量近１／３，可看出，船舶安全检查是日常工作的

重点。

（４）所有工作量中，单项占比最高的是搜索及

救援案件处理，约为１５．８６％。这项任务与美国海

岸警卫队的前身机构之一（救生管理处）有关，ＵＳ

ＣＧ从事搜救工作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营救失事

船只、失事人员一直以来都是ＵＳＣＧ任务的重心。

４２　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１）完善我国海上执法法律建设。纵观 ＵＳＣＧ

发展史，其所有职能都在法律授权下进行，比如美

国海岸警卫队在执行登船临检、武力使用，以及海

上禁毒、渔业、环境保护、海洋国土安全等方面都有

具体的执法规范。美国《海岸警卫队法》赋予ＵＳＣＧ

登临权、检查权、抓捕权，１９８２年国防部甚至批准

ＵＳＣＧ特遣队在和平时期有权登临海军舰艇执法。

ＵＳＣＧ完善的立法体系和执法规范应当给予我们一

定的启示，应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完善法律体

系，给予海上执法队伍以明确授权。

（２）进一步明确我国各海上执法队伍定位。

ＵＳＣＧ相关法律赋予其承担几乎所有海上执法任务

的权限，凡是与海洋相关的管理事务，海岸警卫队

都有权干涉，体现了其作为美国海上唯一的综合执

法机构的重要性。同时，作为海上安全防卫和海上

利益保护的武装力量，ＵＳＣＧ在保障美国重大国家

利益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执法任务和职能

并非自ＵＳＣＧ建立之初就确立，而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根据国家需求逐渐合并而成的。比较而言，中

美海警在队伍构成和定位上差距巨大，例如中国海

巡、海上搜救等任务等仍然是独立的部门执行（海

事局、救助打捞局）。

（３）推动我国海警信息进一步透明化。美国海

岸警卫队每年发布其执法任务，同期发布的还有海

岸警卫队的财政预算，以公告或政策文件的形式对

每年工作成果进行公布，对于政府海洋决策和公众

知情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扩大了海岸警卫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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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中国海监总队曾于２００１年５月制定海洋

行政执法统计报表制度［１９］，２００８年出版了《中国海

洋行政执法统计年鉴》，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海洋行政

执法力量派出情况进行了总结，国家海洋局定期发

布中国海警舰船钓鱼岛领海巡航等活动公告，但尚

未建立起海上综合执法年度公报制度。建议依托

国家海洋局尽快建立海洋综合执法统计制度，加快

统计工作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公开化建设，以便为

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给公众提供一个

了解海洋综合执法工作的窗口。

需要重点提出的是，由于中国国情与美国不

同，在海洋综合执法体制上也应有所侧重。例如美

国海岸警卫队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任务的占比仅

约７％，而初步估计中国海警可能达到９０％以上。

美国海洋管理模式、海上执法实践与中国有较大差

异，反映了中美国体、国情的巨大差异。从数据分

析结论看，海上国土防卫、海上安全才是美国海洋

综合管理最重要的部分，而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发布的

新版海上战略《２１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把

ＵＳＣＧ作为负责提供西半球安全的领导机构，再次

扩大了海岸警卫队在海上安全中担负的任务，也印

证了“国土安全”是 ＵＳＣＧ的重中之重。而中国的

国土防卫主要由海军负责，中国海警主要负责海洋

行政执法和维权。因此，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海岸警

卫队模式建设中国海警队伍，而要立足国情海情，

因地制宜，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海警队伍。

５　结束语

保卫近海国土安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保护商

船仍是未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战略任务。美国海

岸警卫队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要时刻保持最佳

状态，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要建设海

洋强国，离不开海上执法力量的护航。美国海岸警

卫队的发展历程、职能演变以及工作任务布局给了

我们诸多启示，相信中国在建设海上执法力量上一

定能走出一条符合制度国情、适应时代发展的特色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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