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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监法治文化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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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监法治文化建设是当下海监系统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文章着重

从文化、法治文化的概念内涵等探寻海监法治文化的相关内容，其中包含要素、意义、作

用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等，为海监系统全面建设海监法治文化进行有益的尝试。

关　键　词：海监法治文化概念；意义；问题；途径

　　海监部门作为我国海洋权益保护的主力军，

在海洋经济日益备受关注，海洋权益矛盾日益

凸显，海洋执法责任日益艰巨的当下，海监部

门必须服从大局，谋求发展，切实提高执法效

率、提升执法能力。必须走规范化、科学化、

法治化和信息化的道路，笔者认为以海监法治

文化建设为切入点，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１　海监法治文化产生的背景及概念

１１　海监法治文化产生的背景

进入２１世纪，海洋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

焦点，海洋的国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特别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海洋事业的繁荣发

展和海洋资源开发高潮的到来。从此，中国海

监身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奔赴茫茫大海，就像

海洋的守护神，巡视在我国１８０００ｍ海岸线及

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管辖海域中。

１２　海监法治文化的概念及要素

１２１　海监法治文化概念

海监法治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从职能定位上讲，中国海

监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之一，是落实 “依法治

国”方略的参与者之一，是践行依法行政的部

门之一。因此，海监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共性的方面，又具有其个性的方面。概

括起来讲，海监法治文化就是指海监法律现象

中的精神部分内容，主要指海监人员的法律观

念、法律思想、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取向等

内容。

海监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法治文化在海监领域的特殊体现，是海监主

体在执法维权实践中创造和逐步形成的，反映

装备技术、海监队伍的发展和执法维权特点规

律的，由海监知识体系、海监价值观念体系和

海监思维方法体系所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

是海监执法力形成的文化根基。

１２２　海监法治文化要素

海监法治文化同样包含物质文化、行为文

化和精神文化。

海监法治物质文化，亦可称作海监环境文

化，是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

西。它能以实物的形态直接表现海监文化的特

征，反映海监文化的内涵，包括办公环境、执

法场所、执法装备和生活场所以及海监人员的

服饰、徽章符号、组织机构、执法文书等。作

为海监法治文化的物质载体，其表达的意义或

象征应能凸显海监执法机关的庄重、庄严与神

圣，体现海监执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不仅

是维护海监形象的需要，也是捍卫法律尊严之

必需。

海监法治行为文化，是海监人员在进行执

法管理活动及履行执法职能、从事执法活动中

所体现的法治文化，包括执法、内部管理、社

交、法治宣传教育行为以及职业语言习惯等。

从庄严的程序活动和严格的程序仪式体现出来

的行为文化，会给置身其境的海监人员和当事

人带来强烈的灵魂震撼。其表现出来的文化修

养、道德积淀、执法理念、法律涵养、执法经

验、个人魅力等蕴含海监现代法治的理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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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公平正义的主题，弘扬了海监执法为民的

宗旨。

海监法治精神文化，是海监人员在执法监

管等长期过程中所累积、形成的海监群体共同

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决定海监法治文化的

本质和方向，是海监法治文化的核心和源泉。

主要包括海监人员在执法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

具有海监执法职业特征的思想意识、思维模式、

工作方法、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理想信仰等

内容。其中以执法为民为宗旨的海监人员核心

价值观 “公正廉洁，敬业奉献，文明高效”。弘

扬海监人员 “拼搏、务实、团结、进取”的工

作作风，逐渐形成 “恪尽职守、不辱使命、秉

公执法、纪律严明”的海监人员行为准则。践

行 “科学规范、注重效能”的海监制度理念，

树立 “秉持责任、维护权益、塑造公信”海监

执法服务形象。

２　海监法治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２１　海监法治文化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

需要

　　在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的 “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部分提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

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海监部门是国家综合管理海洋的行政执法

部门之一，海监文化建设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依

法治权，海监人员必须明确公共权力来自于人

民的授权，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因

此，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推进海

监法治文化建设。

２２　海监法治文化建设是实现依法行政目标的

需要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的 《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将 “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

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

围基本形成”作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

根据国务院赋予的职能，中国海监主要是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对我国管辖海域

（包括海岸带）实施巡航监视，查处侵犯海洋权

益、违法使用海域、损害海洋环境与资源、破

坏海上设施、扰乱海上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并根据委托或授权进行其他海上执法工作。海

洋执法是适应现代海洋管理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一种行政执法职能，是依法对现行各种海洋法

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的贯彻实施进行有效监

督管理。根据行政法学理论，海洋管理作为一

种监督性的依法行政管理活动，属于行政监督

检查范畴，承担着海洋执法和护法的双重任务。

这是海监法治建设的基础。

海监部门执行多部法律法规，是国家行政

法律体系中涉海法律执行机关之一，其依法行

政的水平，直接关系海监部门在群众中的形象，

更关乎政府部门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在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海监部门责无旁贷，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时代对海监部门的

要求和期望。

２３　海监法治文化是推进海监队伍正规化建

设的根本需要

　　多年来，中国海监以不断提高海监执法人

员素质为核心，以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业务建设和廉政建设为主要

内容，以正规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为手段，

坚持学军建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坚持 “大

培训、大演练、大建设”的总体思路，有计划

地对人员进行分批、分期集中统一培训，每年

定期举办中国海监干部管理培训班、维权执法

技能培训班等，打造现代化海上综合执法队伍。

其目的是实现海监队伍素质与职能的统一，很

好地履行国家赋予海监部门的职责，维护海洋

权益，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３　海监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３１　海洋立法工作不够强

海洋立法不仅为沿海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

海洋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还为管理海洋的

行政、经济及其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海洋综

合管理法规几乎空白，单项海洋法规的协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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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困难。

国家海洋局作为国务院管理海洋的职能部

门，理应承担起协调全国海洋工作的任务，但

由于部门间分工不明确，协调职能既无法保障，

又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因此实际上仍是分散管

理的体制，综合管理困难重重，尽管 “海监”

“海事”“渔政” “海警”等执法船只纷纷出动，

却不能覆盖我国的全部海域，结果仍然是各执

其法，效率不高。

虽然现行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污

染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海洋环境

保护整体工作的推进却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海

洋执法管理体制有待改进。海洋执法体系是否

健全和完善，关系到海洋执法过程中执法的具

体问题。如，执法机关的分工职责，执法机关

的权限范围，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关系，执法

的有效性和力度等问题。

２００１年国务院颁布了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但海监部门与司法部门

还未建立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因此，尽管海洋部门查处了不少严重破坏海洋

环境的违法行为，但至今没有相关的移交程序。

３２　海监执法队伍素质不过硬

目前，中国海监已建成了国家、省、市、

县四级海监执法队伍。总着装人数近万人。国

家至县四级海监机构的建设和完善，标志着中

国海监已经形成四级联动、分工明确、侧重有

序的海洋执法监察工作体系。海监部门是海洋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需要执法人员不仅具有一

定的法律知识，与之相关的航海知识，新设备

使用技术等都不可或缺，为全面履职，提高海

监执法人员素质刻不容缓。

３３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国土的宣传力度

不够大

　　我国虽然是海洋大国，但与陆地法制宣传

相比，海洋环境保护宣传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在宣传形式、宣传效果、宣传力度、宣传手段

等方面都存在不足。我国有３００万ｋｍ２ 的海洋

国土面积，但在普通中国人的国家领土意识中，

只记得９６０万ｋｍ２ 的陆地国土面积，海洋国土

意识淡薄，国民对海洋认识不足，势必在海洋

执法、维权、保护等方面得不到理解和支持。

４　加强海监法治文化的途径

４１　加快海洋综合立法步伐，完善海洋管理

法制体系

　　从整个海监系统层面及早构建完善的海洋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 《领海及毗连区法》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海域法》 《海保法》

《海岛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但完整的海洋

法律尚未形成。因此要逐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

规，使海洋环境保护实现从原则规定和定性到

具体规定和定量的转变。尽快研究并制订诸如

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之类的法律。

从地方立法和部门规章层面，不断完善海

洋综合法律体系。各省可充分发挥和利用地方

人大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充分

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适合本地

方海洋综合监管的地方性法规。国家海洋局也

可从全系统出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执

法操作性较强的部门规章，通过上述方式，来

弥补海监执法过程中法规不健全的问题，从源

头为海监部门依法履职提供法律保障。

４２　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配套，有效提高

执法效能

　　目前涉海执法权有多家，从当前的执法形

势来看，一时无法从体制上进行整合，就必须

充分利用 “海管办”和 “海洋执法综合协调小

组”的综合协调作用，在开展重点、难点、热

点及重大执法活动时，发挥部门协作，联合执

法的优势，并在执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

成综合执法联动长效机制，增强海监部门综合

执法效力，提升执法监管水平。

４３　提高海监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

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没有一支高质量的

海监执法队伍，海洋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得到

真正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海监人员其素质的高

低，决定着海监工作的成败。因此，在海监队

伍建设方面，应严格按标准进人，做到宁缺毋

滥，选用一些政治素质过硬，文化层次较高，

懂专业的人才，调整海监队伍的知识结构。以

适应海监执法形势对执法人员素质的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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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海监部门要开展多层级、多形式、多内容的

专业知识大比武、大竞赛，大培训活动，提高

海监执法人员的战斗力。坚持海监执法人员持

证上岗制度，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不断提高海

监人员的法律水平和业务能力。

４４　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国土的宣传

国家和社会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海洋保护和管理工作。大力开展海

洋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关心、了解和认识海洋，

形成爱护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养护海

洋的社会氛围，认识到海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具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是海洋的

管理工作得以强化和顺利开展的社会基础。深

入宣传法律法规，对大案要案的重点查处，提

高违法用海行为的曝光率，以改变用海者的依

法用海意识。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需要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各种

教育方式和多种媒介宣传，普及海洋知识，提

高劳动者的海洋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沿海地区

公众参与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使之

成为保护海洋的有生力量。

新时期，海洋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

挑战，对海监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中国海监法治文化建设为促进海监系统队伍建

设、能力建设、执法业务体系建设必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为海监系统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业务建设和廉政建设，学军建

队、政治建队、科技强队，努力打造一支政治

坚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业务精通、执法

公正、清正廉明的海上综合执法队伍注入新的

活力和勃勃生机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

海洋管理工作者推荐读物

海洋权益、海洋战略与军事

序号 书号 书名 定价 作者

１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８０１７－３ 中国海洋战略边疆———航天遥感，多国岛礁，军事区位 １００．００ 刘宝银

２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８３２２－８ 海洋问题专论 （第二卷） ９０．００ 金永明

３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９６８－９ 海洋问题专论 （第一卷） ８０．００ 金永明

４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８０２５－８ 美国海洋问题研究 ６０．００ 石莉

５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８５８－３ 美国海洋政策的未来———新世纪的选择 ４０．００ Ｂｉｌｌｓｎａ

６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８２７５－７ 接收南沙群岛———卓振雄和麦蕴瑜论著集 ４８．００ 赵焕庭

７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９０７－８ 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诸岛百年纪实 ６８．００ 张良福

８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８６０－６ 谁来保卫中国海岛 ４８．００ 王小波

９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６７５－６ 中国河口三角洲的危机 ４８．００ 恽才兴

１０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７２０－３ 论中国海权 （第二版） ３８．００ 张文木

１１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７０６１－７ 海洋权益与海洋发展战略 ５０．００ 许祥民

１２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６８３７－９ 海洋权益与中国崛起 ２５．００

１３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６９６５－９ 中国海洋科学发展战略研究 ７６．００ 王修林　王辉　范德江

１４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６８１８－８ 海洋强国兴衰史略 ６８．００

１５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６９１３－０ 海军武器装备与海战场环境概论 （上中下） ２００．００

１６ ９７８－７－５０２７－６８４４－７ 海战史与未来海战研究 ５８．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