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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处亚洲大陆东部,由细长的、呈弧

形分布的群岛组成,从最北端的北海道岛(北

纬 45°)一直延伸到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的

冲绳县(北纬 24°) ,纵跨纬度20度,从亚热带

直到寒带。日本西隔日本海与亚洲大陆相望,

东临太平洋,因此受到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

气候的双重影响。

日本海岸带蕴藏有石油、天然气、铁、砂及其

他资源,但其储量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这些原

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除了大城市和其他一些地

区沿海的港湾外, 日本有若干块沿岸水域按

1949年的“渔业法”划定为渔业活动专用区。

海岸带环境及资源

日本陆地面积约为 37. 8万平方千米, 人

口约为 1. 2 亿, 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 3/ 4

( 73%) ,但 80%的人口居住在有限的平原地

区。相对于陆地面积而言,日本是个海岸线较

长的国家。每1000平方千米陆地的海岸线长

达 91千米,在世界上仅次于 150千米的丹麦

(一些小型岛国除外)。

日本的沿海地区极为重要,因为沿海城

市的商业销售量占全国总销售量的 60%, 其

中工业海运量占 52%。资料表明, 1989年日

本岸线总长为 34 386千米, 其中约有一半

( 15 952千米)需加保护,免遭海岸侵蚀。

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受到温暖的黑潮和寒

冷的亲潮的影响。黑潮与亲潮在北纬 36°～

39°之间相汇, 形成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渔场

之一。然而,由于日本海岸带渔业资源量的下

降、公海捕捞限制的加强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日本渔业总产量正在逐年降低。

由于东京湾、大阪湾、三泽湾、濑户内海

以及其他大城市沿海水域海上运输量的增

加,这些水域出现浑浊的营养状态,导致有毒

赤潮的发生及多种鱼类的大量死亡等。此外,

海水交换能力较差的内陆海湾的鱼类养殖造

成了渔业环境的恶化和生产能力的下降,这

种被称为“自我污染”的环境变化更加引人注

目。为了防止自我污染,人们自发地限制过量

养殖,采取了外移育苗场、利用干燥地带及其

他正在研究的措施,其中若干研究和试点项

目得到中央政府的资助。

根据 1977年颁布的“暂行渔业区范围”,

日本的经济水域边界划定在离岸 200海里联

线水域。根据该法, 日本的内水含义与其他国

家的迥然不同: 其一在于本法的管辖权并不

包括该水域风能和波能利用权, 而其他国家

却包括在内;该水域实际上并非“经济水域”,

主要是渔区;其二在于该法的含义只是“行使

管辖权”, 而非其他国家所宣称的“主权”。

沿海工业和资源利用

古时候,人们主要在沿海地区聚居。由于

日本四面环海, 沿海地区一直是专门采集食

物的地方。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内陆地区

的人们也聚集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作用

也多样化起来,其中包括渔业和运输。工业生

产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进口原料和出口制

成品(日本工业对此依赖性很强)的海上运输

也必不可少。水域也变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在

工业加工、劳力运输和产品销售路线等方面,

大城市沿海地区成了主要建设活动的场所。

因此,在很早以前日本沿岸的浅海区就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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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尤其重要的是, 6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之

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大城市

沿海水域明显恶化。在这一阶段,许多种沿岸

鱼贝类的栖息地和繁殖场逐渐消失, 陆上废

塑料及其他废物的处置破坏了原有的渔场,

损害了底剌网捕捞业和其他产业。更为严重

的是, 在沿海水域捕捞的多数海产品均受到

重金属、人造有机化合物和其他物质的污染。

80 年代初, 环保意识强的人们, 普遍意识到

环境污染的危险, 因而引发了各种反污染措

施,减缓了环境恶化。资料表明,沿岸渔业尽

管没有明显的增长, 但在一定程度上设法保

持住了当时的水平。可以说这是政府保护渔

业和推广鱼类养殖业政策的结果,也是海洋

工业界努力的结果。1992年的渔业产量为

927万吨,其中沿岸渔业为 327万吨,约占总

渔获量的 35%。而海洋工业的总产值达到

1. 4兆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相当大的比重。另

一方面,由于人们普遍注重环境和个人健康,

以及收入有所增高等社会背景的变化, 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娱乐垂钓、游艇观光和斯库巴

潜水等海上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导致了与沿

岸渔业的竞争。而与娱乐垂钓有关的实际问

题,包括过量鱼饵和废弃钓线造成的渔场环

境污染,以及大量钓获真鲷等鱼类,导致渔业

资源量的下降。

海岸带管理问题

若干世纪以来, 人们一直在沿海地带填

海造地,以扩展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尤其是

60年代以后,濑户内海沿岸因具备建设工厂

的有利条件, 导致了围垦活动的迅猛发展。据

估计,该地区深度在 10米或以内的浅水区约

有 10%因垦填而消失。大片的潮间带、海藻

地和瑚瑚礁区被围垦为陆地。虽然垦地受到

“公共水域围垦条例”的管理,但在实践当中,

围垦是以公共用地的名义进行的。不过,由于

近来对有关开发的影响评价研究有所加强,

并开始意识到垦地会导致自然环境消失, 要

求减少垦地活动的呼声不断增高, 使得近来

围垦及其他方式的沿岸开发活动比过去困难

多了。此外,日本的沿海水域由政府诸多部门

分别进行管辖,海港水域由建设省主管、渔港

归农林省管辖、海洋和沿岸区也归建设省管

辖。在许多沿海和近海水域均有关于捕捞权

的规定,因为这样的水域除了与娱乐性捕鱼

存在竞争问题外,还与沿海和近海海域的许

多开发利用存在竞争问题。

1949 年的《渔业法》是日本沿海地区开

发利用的唯一管理法规。该法主要通过管理

水域的总体作业和利用对水产业和捕捞公司

实施管理, 其目标包括提高渔业生产能力以

及同该行业一起为实现进一步民主化而努

力。该法赋予的权利包括捕捞权和渔场进入

权。捕捞权分为三种类型:固定捕捞权,有限

捕捞权和普通捕捞权。上述权利全都是真正

的权利,且完全具有私法的含义,并以此在解

决争端中作为赔偿依据。一般认为,该法在功

能上的确为保护海洋环境,免除进一步开发

所可能造成的污染,提供了保障。

50年代初, 废物和污水的排放造成了河

川港湾等水域的污染, 致使日本沿海水域的

污染愈加严重, 大规模鱼贝类死亡事件屡有

发生,但当时人们却认为这不过是局部问题,

给渔民一些赔偿便罢, 万万没有想到这是至

关重大的环境问题。不过,随着濑户内海、东

京湾沿岸及水域的工业区不断扩大, 沿海和

港湾水域的污染范围以几何级数扩大,从沿

岸排污口到近海水域, 整片海域都受到废水

的污染。在这个阶段,造纸厂和纸浆厂是最主

要的排污者。1958年,东京湾江户川河口的

一家造纸厂排放的废水造成的污染事件促成

了“第二水质条例”(第一为《水质保护条例》,

第二为《工厂废水控制条例》)的批准颁布。当

时, 海岸带污染不仅包括纸浆厂废水及生活

污水所含的有机污染物, 而且还包括汞、镉和

其他诸如多氯联苯、烷基苯磺酸盐等有毒物

质以及其他人造化合物。研究表明,这些有毒

物质有可能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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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水污染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从 1965 年到整个 70年代, 日本所有港

湾均发生过赤潮(最早发生在濑户内海) , 鱼师

鱼养殖业为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港湾中, 若

由于农业施肥过量等因素造成的连续、低浓

度、长期污染,再迭加上高浓度废水排放时,

赤潮极易发生。在含有毒性物质的废水已超

过限值时,应该告诉公众污染将导致巨大的

损害。针对濑户内海是日本沿海水域中因污

染造成水质恶化最严重的水域这一情况, 政

府于 1973年实施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

措施法令”,对濑户内海实行专项管理。该法

令实行三年内, 就引进了全面控制污染和降

低 50%污染量(以化学需氧量为批标)的措

施,同时采取对策防止渔业损失,并进一步制

定环境保护政策。有关海岸带环境保护的法

规包括 1970年颁布的《水质污染防止法》(本

法取代了前述《第二水质条例》)、1967 年的

《污染基本对策法》和 1970年的《海洋污染防

止法》等法规。上述一系列法规的实施,使沿

岸地区比以往干净了。但是,水质污染给渔业

造成的损害却依然如故。

海岸带管理方法

如上所述,因沿海围垦、水污染和其他因

素而造成的沿岸渔业损失, 与 50年代后半叶

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有关。同时,深海渔业逐

渐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为了建立一整套稳定的渔业制度,日本政府

开始认识到必须努力提高在本国 200海里沿

海水域的渔业生产率。因此,政府在加强各种

水域保护系统的同时,制定了积极保护沿海

渔业的环境保护政策。政府还进一步制定政

策,把沿海渔业看作一种公共产业,促进其有

计划地开发, 力图开发有用的海洋工业资源,

提高资源回收率和生产能力。

1974年, 政府颁布了《沿海渔业组织和

发展条例》,依据本法成立的合资企业包括创

建水产业、创立海上养殖区和保护沿海渔业

的株式会社等, 其中第一沿海水产组织株式

会社于1976年开始经营。在所有这些沿海渔

业组织株式会社中, 中央政府拨款投资

50% ,其余部分由地方自行解决。第一沿海渔

业组织株式会社经营了 6年(到 1982年止) ,

总预算为 2000亿日元。此后,第二和第三沿

海渔业组织株式会社也先后经营了 6年,而

第四沿海渔业组织株式会社则被安排在

1994 年开始经营 6 年, 总预算为 6000亿日

元。除创建水产业、增加养殖地点和保护渔场

这些原定的目标外,第四沿海渔业组织株式

会社还将致力于下列目标。

( 1)以资源管理为轴心,重塑区域性沿海

渔业结构, 进一步促成以资源保全为导向的

渔业。开发出一个评价未来娱乐捕鱼地位的

系统,对渔业生产能力及有关的机制进行调

查和全面认识并建立模式。

( 2)组建全国水产养殖中心机构,协助政

府一级建立地方养殖中心机构, 以便进一步

促进渔业的发展。

( 3)发展“海洋革新概念”,开发多种海洋

用途,以满足普通大众海上娱乐的需求。

( 4)开发利用海洋生物增殖生成的自然

能源的系统,同时建立实现其他目标的机构。

上述研究开发项目将涉及企业、政府和

学术界在联合开发组织( 21世纪海洋论坛株

式会社)中的合作问题,并将由全国渔业研究

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共同执行。

为了提高海岸带海洋资源的水平,有必

要发展以资源管理为导向、创造和扶植“海上

牧场”,促进水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开发可

创造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建

立保护区及改善港湾水质的方法。其他需要

完成的重要任务包括在建立和维护生态环境

过程中,即收集信息并据此组织信息研究、经

营维护生态渔业的株式会社,以及筹备建立

环境项目评价数据库。在不远的将来,缓解海

洋承受影响的策略,也将可能成为优先考虑

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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