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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中向1999年联大提交的

海洋事务报告指出，在世界23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

海洋产业总产值约1万亿美
元。据研究，海岸带生态系统可

以提供的经济价值约为21亿

美元，而陆地生态系统可提供
的经济价值约为12亿美元。由

此可见海洋对全球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巨大的潜在价值。《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明

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并
强调沿海国家必须加强海洋管

理。为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约》协调各国与海洋有关的利

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益关系，联合国成立了国际海

《海域法》)实施的第一年，我愿底管理局、国际海洋法法庭、大

就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特别是海陆架界线委员会等一系列专门
域使用管理的问题，从主管部海洋机构。上述情况表明，国际

门的角度谈点意见，同大家一海洋事务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
起探讨。 阶段。

一、加强海洋管理已成为 与此同时，许多沿海国家
当今时代潮流 不失时机的作出了关注海洋、

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加强海洋管理的一系列重要举
效以来，联合国对国际海洋事措。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
务越来越重视。1993年第48届 1998年发表了“海洋宣言”，美

联大决议，敦促沿海国把海洋国现任总统布什宣称21世纪
综合管理列入国家发展议程；是太平洋世纪，美国还成立了

从1997年以来，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

每年都向联大作海洋事务报海洋委员会。韩国、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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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印度、澳大利亚和巴西等沿

海国家，相继提升海洋管理机

构能级层次，分别成立了海洋

渔业部、国家海洋办公室、部间
海洋委员会等管理机构。国际

社会的一系列动向昭示，从战
略高度重视海洋，强化海洋管
理，不仅成为当今的时代潮流，

而且也是沿海国在海洋新世纪

抢占先机的最佳选择。

二、从我国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健康发

展来看．加强海洋管理必须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

我国拥有长达1．8万多

km的大陆岸线，根据《公约》和
我国主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

约有数百万(有的专家认为300

万)km2，其中享有与陆地国土

同样完全主权的领海和内水面

积达38万kmz。丰富的海洋资
源为我国海洋经济提供了坚实

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发展潜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捕

捞、海洋交通等传统海洋产业

稳步发展，海水养殖、海上油气

开采等新兴海洋产业正在迅速
崛起，滨海旅游等海洋二三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据初步统计，

2001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

   



本刊特稿巴糍移
值已达4500多亿元，已成为我

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

海洋开发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对海域空间利用密度和强度不

断加大，用海矛盾和纠纷屡有
发生，海域开发无序、无度的问

题日渐突出；擅自围海和填海

以及无遏制的向大海排污，使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
坏；在我国南海和专属经济区，
维护海洋权益的形势也愈来愈

严峻。海洋资源开发、保护与管

理的上述问题，已引起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

总书记指出：“一定要从战略高深远的意义。、 了明确规定，对于依法加大管

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 该法在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海力度，有效遏制海域无序、无

洋观念。”他还强调：“加强海洋明确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的性度和无偿使用，对促进海洋经

资源综合管理，完善海洋法律、质，确定了单位和个人使用海济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积极
法规和海洋管理体系，加快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作用。

域使用管理的法制化进程，强原则，从立法上澄清了长期以 《海域法》的一个显著特

化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执法监来在海域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点，是非常注重保护海域使用

察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重要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传统的用海权人的合法权益。该法明确规

指示的指导下，国家加快了海观念；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定，“海域使用者自取得海域使
洋立法步伐，相继出台了《领海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海洋功能用权证书之日起，即获得海域

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区划制度，建立海域使用权登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

大陆架法》、《海域法》等法律法记制度和海域使用统计制度， 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

规，进行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从而使海域使用管理为适应社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的研究，制订了《全国海洋经济会主义市场机制产生了一次深侵犯”等。该法的上述有关规

发展规划》，从而为合理开发利刻变革，从而为依法维护海域定，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

用海洋资源，依法加强海洋环国家所有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思想，为海域使用权人维护自

境保护和管理，实现海洋经济依据；该法确立了海域使用权身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属统一管理的体制，明确规定： 律武器。

障。 “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 总之，《海域法》的颁布实

三、《海域法》的颁布施行，责全国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施，不仅使我国现行海洋法律

为我国海洋综合管理开辟了新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体系得以充实，而且为海洋综
方向 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合管理创造了必要的法律条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件。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督管理。”这是对各级海洋行政 (作者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海域法》，是规范全国海域开主管部门负责海域使用监督管 作者照片由《青岛日报》摄

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律，该理的法定职能。该法还对各种影部提供
法的颁布施行具有十分重大而违法违规用海行为的查处作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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