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海岸线曲折漫长
,

港湾众多
,

这些港湾具有丰富的

生物资源
、

空间资源
、

化学资源
、

矿产资源和动力资源
.

有

些港湾为天然良港
,

如大连港
、

秦皇岛 港
、

青 岛港
、

连 云

港
、

厦 门港和湛江港等
,

均因优越的 自然条件而逐渐发展成

为我国重要的港口
,

对沿海城市的发展作用重大
。

随着海洋开发的兴起
,

港湾已成为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

域
。

人们在改造 自然环境的同时
,

又破坏 了 自然 环 境
。

因

此
,

如何合理开发港湾资源
,

既是迫在眉睫又是长远性的战

略任务
。

而港湾围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间题
,

更是摆在我

们面前急待解决的
。

一
、

,

围垦对港湾环境的影响

何明海

1
.

对港 口 建设的影晌

人们对沿岸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

围海筑堤和填海造陆

等围垦活动是一 个 重 要 方面
。

这类工程不少是在港湾进行

的
,

特别在南方沿海地区
。

我国沿海有不少天然良港是在一

定的 自然条件下形成的
,

但港 内盲目地围垦却给港 口建 设带

来不 良后果
。

弟三洋沟研所究�
�国家海洋局

对环境的影响
港湾围垦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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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水深港阔
,

隐蔽性好
,

是我国东

南沿海的天然 良港
口

厦门西港是厦门港深水

码头 (东 渡新港 ) 的所在地
。

1 9 5 3

—
1 9 5 6

年修建鹰厦铁路时
,

移山填 海
,

修 筑 了 高

(崎 ) 一集 ( 美 ) 海堤和杏 ( 林 )一集 (美 )

海堤
; 19 5 8年为建盐场

,

又修筑 了 马 蛮 海

堤
; 1 9 7 0年以后

,

城市建设和农垦需要
,

又

进行赏雪港和一些小海湾的围垦
。

厦 门西港

大面积地不断 围垦
,

使纳潮面积减少了40 务
,

纳潮量相应减少了30 肠
。

潮流是塑 造 厦 门

港 深 水 航 过的主要动力因素
,

厦门西港纳

潮量的显着减少
,

使潮流对航道的冲刷能力

大为减弱
。

东渡深水码头 前 洽 淤 高了 1一2

米
,

形成了挖泥疏港的局面
。

汕头港 在19 8 3

年以前的近 30 年中
,

湾内围垦近 10 万
一

亩
,

造

成纳潮量锐减
,

流速变缓
,

泥沙积聚
,

导致

了港道淤浅
。

历 史 上 的 世界名港— 泉州港
,

也因

洛阳海湾的大围垦
,

港湾海岸和海底地貌形

态的变化而淤积严重
。

目前
,

3 0 0 0吨级的码

头也不得不进行疏竣
。

此外
,

一些小型港 口

的围垦也给航运业带来了一定 的影响
。

如
,

粤东的海门港
、

乌坎港等均因围垦使港湾纳

潮量大为减少
,

其结果导致港口逐年淤浅
,

使航运受到损失
。

必须指出
,

围垦对港湾造

成的淤积常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

有时需要

上百年时间才能明显看出
,

但由于淤积过程

不断进行着
,

因此对港 口建设的影响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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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2种

。

º 不予行使管辖权 的有3种
,

即
:

因行为地与结果地不在域内而不予行使管辖权的2种 ;

互不行使管辖的1种
。

» 任意选择是否行使管辖权的有 1种
。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件行使管辖权的实践尚不多
,

而其中对领海外的污染损害事

件的着辖更为少见
。

‘

冷猎在 《海洋环境保护法 》的实施过程中
,

可能还会 出现更为复杂的芳

辖权侧题
,

!诚时应根据实际的情况
,

遵照国际法和新的海洋法的原则予以研究解决
。



深远的
。

2
.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由于港湾隐蔽性好
,

水域营养盐和有机

质丰富
,

生产力高
,

是许多鱼
、

虾
、

贝
、

藻

等经济海产动
、

植物生长和繁殖 的 良好 场

所
,

因此
,

许多港湾历来是海水养殖和捕捞

的重要场所
。

港湾内的围垦
,

不仅常失去了

大片的养殖滩涂
,

以及许多水产动物天然的

产卵场
、

育苗场和索饵场
,

而且会给垦区附

近广大水域的渔业资源带来深远的影响
。

过去
,

福建同安湾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

盛产文昌鱼
、

长毛虾
、

真蜗
、

妒鱼和鳍鱼等

名贵水产品
。

最近30 年来
,

这里进行了大量

的填海筑堤和围海造田活动
。

施工过程中的

填土
,

将大量的泥沙带入湾内
,

特别是在围

堤合垅时
,

谷 口水流湍急
,

约90 肠的沙土被

冲入海中
。

围垦后
,

改变 子港湾的水动力条

件
,

使原畅通的潮流受阻
,

纳潮量减少
,

落潮

流速大幅度减小
,

湾内普遍出现淤积
。

生物

与非生物之间相互适应的生态平衡的破坏
,

导致渔业资源 的严重衰退
,

甚至枯竭
。

由于

文昌鱼赖以生存的纯沙质环境被泥质环境所

取代
,

同安湾这个举世闻名的文昌鱼渔场消

失了
,

并且 目前已面临绝迹的境地
。

当年
,

湾

内长毛对虾年产量达1 0 0 0多担
,

现在渔场不

仅移到港湾外
,

而且年产量都不上 10 担
。

真

朔
、

妒鱼和鳍鱼等的捕捞
,

也是产量锐减
。

浙江乐清湾旋门堵港和清江
、

方江屿围

垦
,

改变了该湾的流系
,

切断了湾内的淡水

供给
,

使生态环境恶化
。

最终导致滩涂养殖

面积和产量的大幅度减少
,

捕捞业也蒙受很

大损失
。

盲目围垦也破坏了经济贝类的资源
。

福

建宁德县古溪
,

兰田
,

罗源县粪屿
,

福清县

牛头等蛤仔产苗区
,

围垦前
,

年产 蛤 苗2万

多担
,

围垦后绝产
。

福清县沁前和海瑶
,

海

湾围垦前
,

年产统蛙苗8 0 0 0担左右
,

围垦后

蛙 苗产量急剧下降
。

福建沿海 近 几 年 来
,

养殖的牡蜗常大量死 亡
,

经调查
,

这大多出

现于垦区附近
。

过去
,

有些地方的围垦不仅使港湾资源

遭到破坏
,

而且围垦后未能获得 预 期 的 效

益
。

如福建南端的西浦湾
,

1 9 7 9 年 的大 围

垦
,

失去了3 2 2 0 0亩滩涂资 源
。

原是以农垦

为主要 目的
,

但合垅后
,

排水困难
,

常年积水

面积达 2 1 5 00 亩
。

只能在落潮时开闸挂网
,

捕捞数量有限的水产 品
。

海涂围垦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
,

如果围垦后又不 能 发 挥 作

用
,

的确是劳民伤财
。

3
.

对红树林资源的破坏

红树林是热带
、

亚热带潮间带特有的木

本植物群落
,

主要生长于港湾
、

河 口
。

在我

国自然分布于海南岛
、

广西
、

广东
、

台湾和

福建沿海地区
。

红树林生态系是世界上高生

产力生态系之一
,

蕴育着丰富的水产资源
。

红树林根系发达
,

固土力强
,

具 有 固 堤 护

岸
、

保护海滩和防风护船的特有功能
。

红树

林还可提供人们生产用材
、

薪炭
,

提取工业

揉革和染色原料的单宁
,

还可用于造纸
、

人

造丝
、

食用
、

药用和饲料等
,

红树林还具有

防 治 污 染
、

美 化环境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

作用
。

本世纪中叶以来
,

随着人们对海涂的

大 力 围 垦
,

我 国的红树林资源遭到严重破

坏
,

成片的红树林不断地消失
,

红树林资源

现存量锐减
。

如海南岛 1 9 5 6一1 9 5 3 年 的 2 7

年间
,

红树林受到围垦和砍伐的破坏
,

面积从

9 9 9 1公顷减少到4 8 3 6公顷
,

减少了5 2肠
。

福

建厦门高殿一带原大片的红树林也消失于围

垦之中
,

目前
,

厦门本岛沿岸的红树植物已

经绝迹
。

红树林资源的破坏
,

使港湾生态平

衡受到很大影响
。

4
.

对旅游业的影响

处于陆海交界的港湾沿岸
,

是个非常敏

感的地段
,

围垦使海岸线发生变化
,

对于这

一人口密集
、

经济和技术发达地 区 的 影 响



极大
。

随着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

的 日益增长
,

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因

此
,

港湾开发利用已不 仅限于传统的生物资

源和农
、

盐的滩涂围垦
,

或者是中转货物
、

发展工业和城市
,

而且是人们休养和旅游的

胜地
。

目前
,

沿海一些城市已将建设风景旅

游城市作为重要的发展 目标
。

海滨旅游业的

发展有赖于海岸资源的保护
。

盲目地围垦
,

破坏了海岸的红树林
、

风景林和风景石
,

围

掉了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和湾澳
。

其 中的一

些沙滩不仅是我国非常珍贵和罕见的工业砂

矿
,

而且也是宝贵的旅游资源
。

厦门市的贫

彗港
,

过去不仅有
“

天然鱼仓
”

之称
,

而且

是厦门的重要景观
。

为了城市用地
,

贯彗港

被围得面目皆非
。

不仅失去了渔业和旅游资

源
,

而且围垦十几年来
,

一直是厦 门市环境

间题中最头痛的大难题
。

二
、

加强港湾围垦的管理

50 年代以来
,

我国围垦了上 千 万 亩 海

涂
。

尤其在黄海之滨 (从庙岛群 岛至 长 江

口 )
,

尽管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但对人

多地少的沿海地 区
,

收益也 的 确 很 大
。

然

而
,

湾港围垦—作为海涂围垦 的 组 成 部

分
,

则给港 口建设
、

渔业生产
、

旅游业和红

树林资源等带来一定的影响
。

目前
,

随着海洋开发高潮的兴起
,

港湾

开发行业繁多
。

港 口码头
、

城市 和 工 业 基

地
,

以及渔
、

农
、

盐和旅游等各业
,

都要发

展
,

向海要地的要求更为迫切
。

如
,

近儿年

来我国对虾养殖业蓬勃发展
,

养虾企业象雨

后春笋般地产生
,

养殖面积大幅度地逐年增

长
。

福建省 19 8 5年养殖对虾4 万 亩
,

1 9 8 6年

增加到10 万多亩
,

1 9 8 7年养殖面积又翻了一

番
。

这些养虾池除了来 自旧垦 区的改造外
,

相当部分是依赖于新 的围垦
。

于是
,

优 良港

湾的围垦仍是禁而才
护

止
。

泥洲湾是我国少有

的尚待开发的深水良港
,

可建万吨以上泊位

叨个左右
。

其中5一 10 万吨泊位十多个
。

过去

盲目地围垦
,

不断蚕食着天然 良港
,

如内澳

沿岸已被围垦了3
.

82 万亩
,

尚在围垦的还有

7 5 6 0亩
。

对于盲目围垦给港湾环境和资源带来的

危害
,

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对环境问题要有新

的概念
.

过去
,

许多人对环境间题的认识似乎

仅是
“

三废
”

的治理
。

然而
,

自然环境和 自

然资源的破坏比环境污染在环境保护中所占

的地位更重要
。

这就象热带雨林的大面积破

坏
、

土地沙化和物种消失等相互联系的生态

破坏
,

被当今世 界认为是比工业污染更令人

担忧的环境问题
.

港湾生态环境脆弱
,

资源

一旦遭到破坏
,

恢复起来很不容易
。

因此
,

在开发利用港湾资源的同时
,

尤其要注意资

源和环境的管理与保护
。

为了合理地开发利用港湾资源
,

耍立足

全局
,

立足长远
,

全面规划
。

区域性的开发

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
。

目前
,

港湾

开发已进入了以大规模的港口
、

工业和城市

开发为重点的新阶段
,

尤其是港口 开发
,

是

沿海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基础
。

我国的港 口资

源是有限的
,

特别是深水良港
,

对于我国正

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极其宝贵 的 空 间 资

源
。

在港 口建设中
,

十几年来
,

仅交通部就

建成万吨以上深水泊位近 20 。个
,

吞吐 能 力

迅速增长
,

但还远不能满足社会 发 展 的 需

要
.

因此
,

在港湾开发中
,

必须优先考虑港

口建设
,

充分发挥建港优势
。

要获得港湾开发的最佳效益
,

必须禁止

盲目围垦和填海造陆工程
。

不合理的围垦
,

造 成 港 口 航道淤积
、

生物资源衰退
、

沿岸

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

就得防止
。

对于没有建

港价值的海湾
,

其围垦也要考虑其他 自然资

源
,

尤其是滩涂
、

水域的生物资源和海岸植

被
。

要在周密调查
、

科学论证和全面规划的

基础上
,

权衡利弊得失
,

从严掌握
。

‘

要加强港湾环境和资源开发 的 科 学 研

(下转第 3 8页 )



奋 专题讲座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第十一讲 岛屿制度

陈 德 恭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

一
、

岛屿法律制度的

历史发展

早在本世纪 以前
,

人们

已经感到作为地 理 概 念 的
“

岛屿
” ,

需要在国际法上

给予定义
。

19 世纪以来
,

领

海概念获得普遍承认
。

本世

纪40 年代 以后
,

沿海国对大

在海洋法中
,

岛屿制度是一个重要的间

题
。

因为岛屿不仅广泛分布在大陆沿岸
,

而

且分布于各大洋中脊
。

沿海国家或多或少均

拥有岛屿
,

有的国家则完全由岛屿组成
。

岛

屿面积与大陆面积没有明确的规定
,

面积达

84 0 0 0 0平方英里的格陵兰
,

虽然相 当 于 欧

洲 11 个国家的总面积
,

也仍被 视 作一 个 岛

屿
。

据统计
,

世界上面积超过 4 0 0 0平方英里

的岛屿有61 个
,

面积大于 1 0 00 平方英里的至

少有 1 23 个
。

世界海洋 岛屿的 总 面 积 约 为

3 82 3 00 0平方英里
,

相当于地理陆地面积的

7 %
。

陆架享有主权权利的主张迅速发展
。

特别是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
,

除 建 立 领

海
、

毗连区
、

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以外
,

国家管

辖的海洋区域又引入 了一项新的概念
,

即专

属经济区
。

因此
,

岛屿的法律制度
,

包括岛

屿在国际法中的定义
;
岛屿的海洋区域

;

岛

屿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划界的地位
,

便成了

海洋法中的重要问题
。

18 世纪
,

对于岛屿
、

小岛
、

礁和滩是否

拥有领海曾经引起过争论
。

英美之间的著名

争
·

端案例
“

吉布罗多
”

号案和
“

安娜
”

一

号案

就是这种争端的具体体现
。

. 七沪、日 . . 尸卜 , 如 , 目. 如产恤声‘产 叫匕月‘叭曰气砂臼 , 甘、产恤月曰 , h , 目叫曰气曰, 护 怡沪勺户、声 , 卜产 , 日. 、沪叭 . 声、目、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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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自然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
.

按

一定的规律运动和发展
。

人类活动必须按自

然规律行事
,

既要开发
,

又要保护
,

这就需

要科学进步
。

在科学研究中
,

要注意深入调

查和研究港湾 围垦对周围环境和 资 源 的影

响
,

并对其破坏了的环境提出科 学 治 理 措

施
。

加强法制管理 维持港湾开发秩序是保

护港湾的保证
。

我国己在1 9 8 3年颁发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

这对保护

和开发海洋资源
,

维持海洋生态平衡
,

促进

海洋事业的发展
,

具有重要意义
。

该法第九

条指出
: “

海涂的开发利用应全面规划
,

加强

管理
。

对围海造地或其他围海工程
,

以及采

挖砂石
,

应当严格控制
。

确 需进行的
,

必须

在调查研究和经济效果对 比的基础上
,

提 出

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

报省
、

自治区
、

直

辖市环境保护部 门审批
,

大型围海工程并须

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 ”

要建立健全

管理机构
,

审批程序必须具有强有力的科学

监督作用
,

使有关法规确实得以实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