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开发与管理

摘 要 “东亚海地区”这一名称首先用于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海事组织发起的

“东亚海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伙伴关系计划”，主要指朝鲜、韩国、日本、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等12个国家所处的海域。由于这一名称较为准确和客观地反映

了东亚海地区有关国家的共同理解和愿望，本文将使用“东亚海地区”这一概念在本文中加以论述。

本文旨在从我国所处的东亚海地区这一大的地区框架来分析和论述我国的海洋利益和海洋发展战

略。本文首先对东亚海地区的特殊性和对我国的重要性加以分析，阐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本地区

各国，尤其是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该地区海洋发展战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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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海地区的特殊性及对我国的重要性

东亚海地区包括朝鲜、韩国、日本、中国、菲

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

国、柬埔寨、越南等12个国家，是一个自然地理

和生态、人文历史和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诸多因素紧密相连的特殊政治地理整体。从地理

上讲，东亚海地处西太平洋，东亚海各国位于太

平洋边缘海，如黄海、东海、南海、苏禄海周围，

受到太平洋以及诸如发源于赤道太平洋的“黑

潮”等重要环流的强烈影响。从生态上讲，东亚

海地区共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苏禄海、西

里帕斯海以及印度尼西亚海等五个具有巨大生

态和经济意义的大海洋生态系，它们是半封闭

的、相互连接的，把东亚海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东南亚地区是世界海洋生态的中心，占世界

生物多样性的2／3；从历史文化上讲，东亚海地

区各国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十分相近，儒家文化、

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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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价值取向相近。从经济上讲，随着包括我

国在内的大多数东亚国家加入WTO，实行市场

经济，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1997年的

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其经济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加强彼此间合作，共同面对

未来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和行动。

2000年，东盟10国和中国签署了在2010年建立

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日本和东盟国家也决定在

10年内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韩国、日

本等三国首脑于2003年12月发表了《促进中

日韩三国合作共同宣言》，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协定也在酝酿之中。从政治上讲，虽然在东亚12

个国家中，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差异大，地

缘政治关系复杂，但在冷战结束后，合作发展是

这一地区政治格局的主流，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

国家通过东盟10+3和10+1的机制，以及中国、

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不断加深了

解和相互融合。

由于上述特殊性，东亚海地区对中国的海洋

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应成为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21

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发展，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

一，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建立

互信，共谋发展是实现我国既定战略目标的重要’

途径。第二，我国既是东、黄海沿岸国，也是南海

沿岸国，地理覆盖面积大，同时，与周边国家海

上矛盾也十分突出，包括岛屿争端、海上划界矛

盾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资源开发争端等。解决好与

海上周边国家的问题对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分关键。第三，海洋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03年，我国

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l万亿元，对我国

GDP的贡献率高达7％左右。党的十六大首次提

出了“实施海洋开发战略”的目标，海洋开发将

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前沿领域。由于在我

国周边海域存在丰富的渔业、矿物和能源资源，

我国对东亚海地区海洋资源的重视将日益提高。

可以肯定，我国的发展战略将把海洋发展战略作

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东亚海地区发展战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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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第四，我国的国家安全离不开对海上和平

的维护，海上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国防安全外，我国贸易总量的75％以及大

部分海上石油运输需经西太航线，维持重要国际

航道和海峡的畅通对我国生死攸关。确保马六甲

海峡、巴士海峡、宫古海峡等咽喉要地的畅通无

阻，确保南海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是我国海洋发

展战略的关键。因此，我国今后的海洋发展战略

_定要牢固树立国家、地区和全球海洋发展战略

的思想，而把东亚海地区海洋发展战略作为重中

之重。

影响

二、国际海洋新秩序对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公约》的生效

标志着国际海洋新秩序的确立，从此，国际海洋

事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公约》从综合的角

度，对海洋各空间的法律地位及有关活动进行了

全面的规定。《公约》将约36％的全球海洋面积

和大部分海洋资源纳入了沿海国的管辖范围，对

沿海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也提出了艰巨的挑

战。《公约》赋予沿海国的主要权利包括：内水

和12海里领海的主权124海里毗连区对移民、

海关、财政、卫生、安全等事项的管制权；对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一般情况下200海里大陆架

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海洋污染、海洋科学研

究、海上人工设施建造的管辖权，以及在特殊情况

下不超过350海里或2 500m等深线加100海里

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外，《公约》还

规定各国在国际通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在

公海航行、飞越、捕鱼、科研，敷设电缆管道和建

造人工岛屿设施的自由权利，以及在国际海底通

过国际机构分享“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权利。

应该说，《公约》的生效对建立和稳定海上秩序，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强化海洋管理均起到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

然而，《公约》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负面

⋯⋯}||||⋯㈨||{|{|||||㈨|I{||{|j||㈣㈣⋯㈣{|f|{|||||⋯⋯||l||I{|||⋯{|i||㈨||l||{i||||l|{|⋯||l||⋯{2005蚓|||||⋯⋯⋯⋯川|||l}刚|||||⋯l||||⋯⋯⋯⋯川⋯mJIl|Il|l||⋯
   



海洋开发与管理j懑鬻辫燃黧阕燮翼舅舅
影响。第一，海域划界矛盾十分尖锐。在《公约》

制定前的“领海之外即公海”时期，海洋划界矛

盾较少。《公约》生效后，随着各国海域面积的

扩大，特别是海域较窄的闭海和半闭海地区，海

域划界矛盾，尤其是由专属经济区引起的海域划

界矛盾日益突出。例如，我国与朝鲜、韩国、日

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等8个海上邻国存在着海域划界矛盾。尽管我国

已经与越南签署了关于北部湾的划界协定，但总

体而言，我国尚未与任何海上邻国划定海上边

界。第二，海上岛屿争端加剧。依据《公约》的有

关规定，一个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无人岛”可

以获得面积约l 550km2的领海，能够维持人类

生存的“有人岛”可以获得面积约42万km2的

专属经济区。这_巨大的诱惑促使各国加紧占领

各类岛礁，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海域及其资源。

第三，对海洋空间的占有和资源的争夺日趋激

烈。占有海洋空间即意味着控制海洋资源。Ⅸ公

约》生效前后，各国竭力扩展其管辖范围，攫取

海洋资源。《公约》制定后，过去各国均可分享

的许多公海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被置于国家管辖

之下，沿海国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展造成了管辖海

域主张的重叠及过去公海传统捕鱼权利的丧失，

抓捕渔民的事件不断发生。近来，随着Ⅸ公约》

的生效，对超出200海里的外大陆架的争夺正演

变成“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对外大陆架资源

的争夺日趋激烈。第四，海上突发事件不断发

生。由于《公约》对在过去属于公海一部分的专

属经济区中有关活动的规定十分不明确，造成海

上管理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专属经济区中

由开展军事海洋学调查、沉船打捞等剩余权利和

利用高技术进行海洋学观测等引发的问题越来

越突出，已经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新焦点。第

五，《c公约》中关于加强区域合作的规定对解决

各种海上矛盾和冲突提出了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特别是对岛屿、划界、资源开发、海洋科学研究

等矛盾交织、难以化解的闭海和半闭海地区，提

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实可行的思路。总之，

《公约》的生效对各国，特别是多数国家濒临闭

海和半闭海的东亚海地区国家造成了重要的影

响，对我国海洋发展战略亦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

响。

考

三、对我国在东亚海地区海洋发展战略的思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所处的地理环

境，我国因《公约》生效所带来的与海上邻国的

各种矛盾，我国确定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

长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的海洋发展战

略，不仅仅关系到我国内，还关系到我国的周边

地区，特别是东亚海地区。因此，我们应该充分

认识到，东亚海地区的海洋发展战略是国家海洋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

部分，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实施海洋

开发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我国在东亚海地区海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

想应是：根据中央制定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以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

方针，以“加强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为方

向，以“和平、安全、合作、繁荣”为目标，以《公

约》、{21世纪议程》第十七章关于关于促进区

域海洋合作的有关规定，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关于搁置争议、加强合作的有关规定为法律

和政治基础，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同时加强我

国与东亚海地区各国的海洋合作。

我国在东亚海地区海洋发展战略的主要内

容可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积极寻求建立各国均能接受的东亚海

地区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和机制。

(二)依据《公约》的规定与海上邻国进行划

界。为此，需要开展大量的环境资源调查和法理

历史研究，为海上划界进行充分的准备。在可能

的情况下积极推进与邻国的海域划界。

(三)在没有实际划界之前以及在难以划界

的海域，按照“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韵方针，积极推进共同开发和区域合作。为此，

亟须研究制定共同开发和区域合作政策和措施。

(四)重点在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的Ⅸ南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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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论坛

方行为宣言》框架内，积极推进资源(特别是渔

业和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探讨我国与周边国家

双边和多边共同开发的模式和经验。在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区域渔业管理合作。

(五)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国际海事组

织制定的有关《c公约》，以及2003年在马来西

亚通过的《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签署的

《部长宣言》基础上，开展海洋运输方面的合

作，确保东亚海地区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强化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六)在《(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签署的

《部长宣言》框架下，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关于控制陆源污染全球行动纲领有关规定，

积极开展东亚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着重开展以海洋生态

系为基础的海洋环境和开发综合管理。

(七)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盟10+1机

制(官方)和“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非官方)机

制，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海委会框架下，开展由易

到难、低敏感度的区域海洋学、防灾减灾、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

(八)在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以及《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签署的《部长

宣言》的框架下，开展海洋发展能力建设合作。

四、结论

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全面、有效的海洋发

展战略作指导，而我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绝不能

只考虑我国管辖海域，而应该放眼地区和世界，

尤其是东亚海地区。在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的海

洋发展战略过程中，始终要把东亚海地区作为

重要的政策出发点和着眼点。只有这样，我们的

海洋发展战略才能够与国家的21世纪发展战

略相吻合，与国家重大外交政策相吻合，与党的

十六大提出的“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和建设海

洋强国战略相吻合，并为此作出有益的贡献。

(作者单位 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

我国桥文化与海

陆桥通道建设的

经济意义分析

张耀光宋欣茹肇博

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与物

产丰富，文化发展源远流长，既有灿烂的黄河文

化，又有中华文明摇篮的长江文化。我国是海洋

大国，有约近300万1锄2的可管辖海域，有6 500

余个大小岛屿，因此还有更多反映多种内涵的

海洋文化和岛屿文化。

一、桥与桥文化

1．桥文化的体现

桥是一种跨越工程，遇到自然的障碍，如河

流、峡谷，得想办法越过它。“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人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已经在地球上布

满了道路，而路过不去的地方则架满了桥梁。

我国幅员广阔，众多的江、河、湖、海，自古

以来成为桥梁众多的国家。“建桥千年、路达南

北”，号称“千里名桥路”。早在公元前1135年，

就有周文王“造舟为梁”修建浮桥的记录，在

《说文解字》中写道：“桥，水梁也”。桥梁建筑

以多种多样的形态，谐调融合于天然风景与建

筑群体之中，因而很自然地给人以画一般的意

境，诗一般的情感。它不仅是一种具有交通实际

功能的工程，而且也是既有美感又多情趣的艺

术作品。中国是一个历史国度，又是一个诗的国

度，诗与史在几千年中创造着精神文明最璀璨

夺目的辉煌。与几千年的造桥历史联系起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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