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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福建海洋开发存在的问题
,

主要是缺乏对海洋开发的统一规划与管理
,

开发利用盲目性较大
;
近海捕捞过度

,

渔业资源衰退 ; 技术水平较低
,

综合开发不够 ; 环保重视不

够
,

局部质量较差
。

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

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海洋意识
;

加强宏观调控
,

统筹

规划管理 ;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新兴产业 ;完善法规体系
,

严格依法管海 ; 依靠科技兴海
,

提高开发

水平 ;开发保护并重
,

保护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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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
.

1 开发利用盲 目
,

优势资源破坏

近几年
,

沿海地区海洋开发浪潮迭起
。

由

于宏观上缺乏对海洋开发的有效调控和总体

规划
,

各行业各部门各自为政
,

各取所需
,

盲

目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

因同一区域具有可

供开发的多功能性
,

谁都希望占有一席之地
。

例如一个港湾
,

有的要开辟盐场
,

有的要围海

造地
,

有的要搞水产养殖
,

有的要从事渔业捕

捞
,

有的则要作 为港 口
、

发 展海运业
,

等等
。

在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中
,

人们往往很 自然

地着眼于 自己的切身利益
。

于是
,

不顾主导功

能
,

先下手为强
,

乱占乱用资源的现象普遍存

在
,

各部门间
、

产业间争占岸线
、

滩涂
、

水域的

矛盾日益尖锐
。

福建具有港 口资源优势
,

在港湾开发中
,

港 口建设应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
。

盲目开发

造成对港 口资源的影响主要是围垦
。

厦门东

渡港和泉州后诸港等天然 良港
,

均因大面积

的海涂围垦改变了海区的水动力条件
,

使港

内出现严重淤积
。

港池
、

航道
、

锚地水深的日

益变浅
,

使得每年都要耗费大笔资金进行疏

浚
。

目前
,

福建港 口建设还满足不了国民经济

迅速发展的需要
,

但近几年一些港 口的锚地
、

航道却常被水产养殖和捕捞作业强占
,

严重

影响了航道的畅通
。

有的养殖户竟为了索取
“

赔偿费
” ,

突击抢占正在施工的码头水域
,

干

扰了港 口建设的正常进行
。

盲目无秩序地开

发利用
,

影响了优势产业的发展
,

降低了海洋

开发效益
,

使资源遭受破坏和浪费
。

由于对资源的价值认识不足
,

有的甚至

采取破坏式的开发
。

例如
,

分布于泥质滩涂的

红树林
,

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
,

但却遭围垦和

滥伐
,

现仅存约 20 0 公顷
。

再如
,

对厦门海岸

沙滩的盲目开发
。

厦门东部海岸为侵蚀性海

岸
,

这一带约 20 k m 长的沙滩是保护海岸最

好的天然屏障
。

然而
,

近 20 年来
,

因采沙
、

围

垦和 占滩搞建筑等
,

该岸段约 1 /2 的沙滩遭

受破坏
,

造成海岸严重侵蚀
。

其中
,

著名的厦

大海滨浴场随着沙滩的锐减
,

海岸向陆迅速

后退
;
海潮吞蚀了岸上大片的木麻黄 防风林

后
,

又冲毁柏油公路约 20 o m
。

面对不断扩展

的险情
, 1 9 8 6 年 9 月市长亲 临现场

,

指挥大

批军民 日夜抢险
,

才免于大 自然更无情的惩

罚
。

但浴场功能退化
,

自然景观消逊
,

造成的

损失已无可挽回
。

1
.

2 近海捕捞过度
,

渔业资源衰退

福建虽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
,

但长期

以来
,

海洋捕捞大多集中在近海
,

使近海渔业

资源严重衰退
。

10 多年来
,

近海捕捞力量猛

增
,

大大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
。

同时
,

在作业方式上
,

片面发展能获高产但对渔业

资源破坏较大的定置张网和底拖网等
。

近些

年发展起来的鳗苗捕捞作业
,

由于网目细
,

并

主要分布于多种主要经济鱼类产卵和育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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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口
、

海湾
,

主要渔获对象乃是仔稚鱼
,

因此

对渔业资源的破坏也很严重
。

此外
,

一些渔民

的法制观念淡薄
,

加之鱼价放开后
,

心中的天

平 已从法的一端向钱的一端倾斜
。

他们不执

行禁渔期
、

禁渔区
,

一部分人甚至从事电拖 网

及炸鱼等违法作业
,

严重地破坏了渔业资源
。

只顾捕捞
,

不重保护
,

以致渔业生产出现

恶性循环
。

近海鱼类组成及其资源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
:

处于食物链较高层次的传统优

质经济鱼类越来越少
,

大
、

小黄鱼和带鱼 已形

不成渔汛
;
继之

,

食性层次低的低质鱼类比例

增高
。

1
.

3 技术水平较低
,

综合开发不够

近几年
,

福建海洋开发进展较快
,

但主要

还是量上的变化
,

总体技术水平仍较低
。

以水

产养殖为例
。

目前
,

福建沿海的对虾养殖
、

网

箱养鱼及各种贝藻类的养殖已形成 一定规

模
,

然而
,

科技投入少
,

水产科技滞后 已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着养殖业的发展
。

在对虾养殖

中
,

以侥幸获利心理从事养殖生产者居多
,

科

技成果未能有效推广
,

养虾规范越来越简化
,

使养虾业多年徘徊在
“

人人会养虾
,

又人人不

会养虾
”

的较低水平
。

因此
,

当虾病爆发时
,

便

束手无策
,

坐以待毙
。

近几年
,

福建对虾养殖

因病害造成的损失
,

每年都高达数亿元
。

福建有着许多优势资源
,

但未能较全面

地开发利用
。

尤其是作为新兴产业的海水资

源
、

滨海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的开发
,

进展

缓慢
。

例如
,

福建沿海地区能源供需矛盾一直

比较突出
,

但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限制
,

海洋

石油天然气资源和沿海丰富的潮汐能
、

地热

能资源尚处于潜在状态
。

福建旅游资源丰富

多采
,

具有多层次的旅游优势
,

目前
,

滨海旅

游业尚处于开创
、

探索阶段
。

L 4 环保重视不够
,

局部质量较差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一些地方不 注意环

境保护
,

使近岸局部海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
。

目前
,

河 口
、

港湾受污染比较严重
,

污染源

主要来自陆上
。

10 多年来
,

福建各种重金属 的入海通量

增加较快
。

根据全省海岸带调查资料
,

潮间带

底质中重金属普遍超标
,

浅海底质中的铅
、

锌
、

铜等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超标
。

随着环境

污染物的增加
,

生物体内重金属含量也明显

增加
。

然而
,

最近几年
,

有机污染则显得更为

突出
。

例如
,

目前厦门海域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有机污染
。

据调查
,

厦门西海域沉积物中平均

有机质和硫化物的含量
,

均 已接近 80 年代全

国海岸带调查有机污染的指标
。

随着海域有

机物及其他营养物质的增加
,

引起水体富营

养化
,

使赤潮频繁发生
。

赤潮多发区除了厦门

西海域
、

东山湾和沙煌港等半封闭海湾外
,

三

沙湾等较开阔海 区几年来也都发生过赤潮
。

赤潮对海洋生态平衡和水产资源的破坏很

大
,

常造成海 区鱼
、

贝
、

虾
、

蟹的大量死亡
,

使

渔业生产和水产养殖蒙受重大损失
。

有些赤

潮生物还含有神经毒素
,

可通过食物链危及

人体健康
。

前几年
,

福建东山县磁窑村和福鼎

县店下乡村民
,

因误食被赤潮生物污染的贝

类中毒的有 1 40 人
,

其中 2 人死亡
。

由于对环保重视不够
,

近几年常有突发

性污染事件发生
。

其中
,

以油污染为多
。

1 9 9 2

年 6 月
,

大型台资企业
“

正新橡胶有限公司
”

发生突发性溢油事故
,

对厦门西海域造成污

染
; 1 9 9 3 年 2 月福建炼油厂发生跑油事故

,

对惠安南埔沿岸造成污染
,

给渔业资源和海

水养殖带来重大损失
。

因污染事件
,

造成乡村

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纠纷越来越多
。

2 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策

2. 1 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海洋意识

分析福建海洋开发存在问题的原因
,

其

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的海洋意识淡薄
,

海

洋对于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意义尚未

被绝大多数人所共识
,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在

许多地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由于历史

的原因和长期
“

重陆轻海
”

的传统观念影响
,

加上宣传教育不够
,

一些群众甚至领导干部

的资源意识和法制观念还很淡薄
。

例如
,

水产

资源繁殖保护 已经喊 了多年
,

但实际做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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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能令人满意
,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渔业资

源的认识问题
。

有人认为
, “

有水就有鱼
,

水是

流的
,

鱼是游的
,

不捕白不捕
” ;
也有人说什么

“

是保护资源重要
,

还是渔 民的生产生活重

要 ?限制捕捞
,

渔民吃什么 ?
”

把水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同渔民的利益对立起来
。

而当前问

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自然对我们的无情惩罚
,

其教训并未能被人们所吸取
,

不合理开发对

海洋资源的损害仍在继续
。

广大群众是海洋资源的开发者
,

提高全

民的海洋意识是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思想基

础
。

为增强全 民的海洋意识
,

必须加强宣传教

育
。

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如报刊
、

广播
、

电视
、

会议
、

学习班
、

画廊
、

知识竞赛
、

宣传小册子以

及中小学课本等
,

大力宣传海洋
,

宣传国家有

关政策法规
,

普及海洋科学知识
。

要注意结合

各地的资源特点和海洋开发正反两方面的典

型事例
,

摆事实
,

讲道理
,

使所有用海单位和

个人的认识有一个大的提高
。

使之认识到
,

海

洋开发只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

科学合理地

进行
,

海洋经济才能持续
、

稳定
、

协调地发展
,

并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
,

站在国家和 民族

利益的高度
,

在开发利用海洋时服从全局和

长远对海洋资源的需要
。

2
.

2 加强宏观调控
,

统筹规划管理

过去
,

由于宏观上缺乏对海洋开发的调

控和总体规划
,

各行业各地区各自为政
,

各

取所需
,

无序开发造成海洋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的破坏和浪费
,

并使行业间矛盾 日益显露
。

因此
,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必须统筹规划
,

严格

科学论证和决策程序
,

加强管理
。

对各岸段
、

各海区的开发
,

要明确实施 以哪项功能为主
,

同时明确并存
、

限制和禁止的方面
。

目前
,

福

建 已完成海洋功能区划
,

要在此基础上制订

各区海洋开发规划
。

海洋开发规划必须从实

际 出发
,

扬长避短
,

既考虑海域的客观价值
,

又注意社会经济近期和长远需要
,

以及经济
、

科学技术的可能性
,

充分发挥各海区的资源

优势和综合效益
,

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

和生产力布局
。

争取到 2 0 0 0 年
,

福建海洋产

业基本做到结构优化
,

布局合理
、

规模适宜
、

效益明显
、

相互促进
,

形成包括水产业
、

滨海

矿产
、

能源
、

盐化工和旅游等一定数量的产业

基地
,

基本形成以港 口为枢纽
、

水陆畅通
、

内

外辐射的现代化海上运输 网络
。

现代海洋开发是多行业的集成事业
,

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要维持良好的海洋开

发秩序
,

协调不同行业和部 门在海洋开发中

的矛盾
,

需要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

目前
,

福建

海洋综合管理部门级别较低
,

协调各部门之

间关系有一定困难
。

福建是一个海洋大省
,

随

着海洋产业的发展
,

海洋经济在福建经济中

的比重将大大提高
。

因此
,

有必要建立一个高

级别的权威性的海洋综合管理机构
,

并将其

列入省政府厅
、

局管理系列
,

行使省政府管理

海洋职能
。

这个机构并非取代其他部门的管

理权
,

囊括一切事务
,

而是在宏观上依法对各

部门在海洋开发利用方面进行规划
、

协调
、

监

督
、

管理
。

宏观调控海洋开发
,

主要是运用必

要的行政手段管理海洋的同时
,

着重运用经

济的和法律的手段
,

通过经济杠杆
,

制定法

规
、

条例
,

调节和 引导海洋产业的发展
,

协调

资源的利用和各行业
、

产业部门的关系和利

益
。

2
.

3 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新兴产业

海洋渔业
、

海洋运输业和海盐业等传统

海洋产业的发展
,

近期重点应抓好技术改造
,

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

在海洋渔业方面
,

要实行增养殖
、

捕捞
、

加工并举
,

走立体
、

综合开发的路子
。

为了改

变近海渔业资源因捕捞过度而严重衰退的状

况
,

必须调整作业结构
,

强化渔场管理
,

切实

把捕捞强度恶性膨胀的势头压下来
。

近期要

控制拖 网作业
,

压缩定置作业
,

扶持机围改

造
,

发展刺钓作业
,

并严厉打击电
、

炸鱼等违

法作业
。

在控制近海捕捞强度的同时
,

积极
、

稳妥地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
,

大力开发新渔

场
,

利用新资源
,

参与国际海洋权益的竞争
。

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

主要是提高经济效益
。

因

此
,

要改革养殖工艺
,

如开展鱼
、

虾
、

贝
、

藻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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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立体和生态养殖
,

抓好病害防治
。

在巩固

现有养殖品种和面积的同时
,

因地制宜地发

展名
、

特
、

优海珍品养殖
,

以扩大出 口创汇
。

实

现海洋农牧化
,

是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

方向
。

福建省海湾众多
,

许多海湾如东山湾
、

罗源湾
、

东吾洋
、

官井洋等 自然条件十分适

宜放流增殖
,

可建成良好的海洋农牧场基地
。

为使福建近海渔业向增殖
、

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高层次发展
,

应有计划
、

有步骤地推进海

洋农牧化
。

福建港 口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应

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

把港 口的开发与保护放

在优先位置
,

加速港 口建设
,

抓好 以深水港

为重点的港 口群的建设
。

在加快厦门港
、

马尾

港和循洲湾等重点港 口建设的同时
,

改造和

新建一批地方中
、

小港 口
。

建港方针应该是
“

深水深用
”
的原则

,

对因财力所限而无法上

马的
,

要很好地保护
,

并创造条件为今后建港

做准备
。

现代海洋开发已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

因此
,

福建应在发展传统

海洋产业的同时
,

大力推进海洋矿产
、

海水综

合利用
、

海滨旅游和新能源等新兴海洋产业

的发展
。

海洋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要在大力

开发沿海各种砂矿的同时
,

积极开展对大陆

架油气资源的勘探工作
,

促进福建石油工业

的兴起
。

海水综合利用
,

主要是海水化学资源

提取
、

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
,

对于促进其

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要积极利用高

新技术
,

提高工艺操作水平
,

使福建海水综合

利用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

海滨旅游业的发展
,

应有计划地把福建滨海地区建设成为一个具

有观赏
、

娱乐
、

度假
、

疗养等多层次多功能的

综合旅游胜地
。

近期要以开发闽南三角地带

及东山滨海旅游区为重点
,

并加速太姥山
“

山

海大观
”

旅游区的建设
,

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

专项旅游
。

要搞好各景点的修缮
、

服务设施的

建设和风景旅游资源的保护
,

积极建设海上

公园
、

水族观赏中心等现代化游乐设施
。

2
.

4 完善法规体系
,

严格依法治海

海洋法规能够协调各行各业的活动
,

调

整人们在海洋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

关系
,

有效制止在开发利用海洋中对海洋资

源和环境的破坏行为
,

实现合理开发利用各

种海洋资源
。

目前
,

我国 已出台了一些
·

海洋

法规
,

在行业管理或综合管理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
。

尤其是最近出台的
“

我国海域使用管

理暂行规定
” ,

实行海域使用许可证制度
,

有

偿开发海洋资源
,

是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的一个重要法规
。

由于我国海洋立法主要是行业的一些单

项法规
,

而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法规较少
,

为

了使海洋资源开发走上法制管理轨道
,

实现

依法治海
,

在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规的同时
,

还应根据福建的实际
,

制订必要的地方性法

规
。

海岸带是当前开发利用的热点区域
,

随着

海岸 带开发的深化
,

合理开发利用这一黄金

地带的资源十分迫切
。

为此
,

应尽快组织力量

制订
“

福建省海岸带管理条例
” ,

并颁布实行
。

严格执法是强化管理的保证
。

各海洋管

理机构要加强监督管理职能
,

把执法管理放

在重要位置
,

执法要严
,

违法必究
,

同时加强

配合与协调
。

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
,

不断提

高执法人 员的素质
,

使之训 练有素
、

精通业

务
、

为政清廉
、

善于管理
。

2
.

5 依靠科技进步
,

提高开发水平

现代海洋开发综合性强
,

技术含量高
,

是

知识
、

技术密集型产业
。

要把福建海洋开发推

向深入
,

从资源型经济发展过渡到技术型经

济发展的层次
,

必须坚持
“

科技兴海
” ,

依靠科

技进步
。

为了获得最大效益
,

要加速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
,

尽快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和

外向型产业集团
,

促使福建海洋产业结构的

转型
、

调整和升级
。

要突出重点
,

选择最有意

义的项 目如水产养殖
、

海洋药物
、

海洋食品工

业和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等
,

集中优势
,

加以突

破
。

要注意为海洋高技术开发积累资金
,

增加

科技投入
,

逐步使福建的海洋产业成为以高

技术为主的高效
、

优质
、

高产产业
。



·

海洋管理
·

海洋开发需要大量科技人员和管理人

才
。

福建海洋技术力量雄厚
,

海洋科技人员数

量居全国第二位
,

而且专门类比较齐全
。

要充

分发 挥人才优势
,

努力建立海洋科技与海洋

经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
,

积极创造条件
,

让

广大科技人员到海洋开发第一线发挥聪 明才

智
。

2. 6 开发保护并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首先要 开发海

洋资源
,

发展海洋经济
;
同时

,

又要保护海洋

环境
,

保持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
。

只利用
,

不

保护
,

资源和环境就会遭受破坏
,

经济发展也

会失去潜力
。

因此
,

必须加大海洋综合管理力

度
,

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保护海

洋环境
,

要特别重视预防工作
,

超前研究各海

区的自净能力
,

着力控制重点污染源
,

特别是

陆源污染
,

要采取多种防治措施
,

强化对主要

污染物
、

重点污染源和污染严重海区的监测
、

监视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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