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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海岛开发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王曙光

了重要作
用。

海岛是
我国海洋国

土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

特殊的海洋
资源和环境

的复合区

域，也是我

国国防的屏

障和前哨。
开发海岛，

第12次全国海岛市、县建设海岛，保护海岛，使我国海

(区)长联席会议于2002年10岛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环

月21日在浙江省岱山县隆重召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海上明珠，
开了。全国海岛联席会议是拓是摆在我们广大海洋工作者，

宽海岛市县之I-．-j横向联系，传递尤其是海岛市县领导面前的一
信息，加强协作，共谋发展的桥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任务。下

梁和纽带，也是展示海岛特色和面，我想借此机会，谈几点意

建设成就的重要舞台。自1990见，供大家参考。

年召开首次会议以来，已经分别 一、世界海洋管理发展的
在我国沿海海岛市县(区)连续新形势

召开了i1次联席会议。在这11 海洋的流动性、开放性等

年中，通过对海岛经济、产业发 自然属性，决定了海洋事务的
展和海岛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等 国际性。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

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全方位探讨、 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海洋资源

研究和交流，积累了宝贵的经和海洋权益的重要性，争夺海
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推洋资源、维护海洋权益、保障海

动我国海岛的开发与保护，促进洋安全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沿海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海洋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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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的战略地位日趋突出。在
此背景下，为了规范海洋开发

利用秩序，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协调各国海洋利益，《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于1994年正式生
效。公约明确提出，“各海洋区

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

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

加以考虑”，“为海洋建立一种

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

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
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

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为宣传、

协调和监督各国对《公约》的实

施，联合国成立了一系列专门
海洋机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

海洋组织也纷纷应运而生，海

洋专题报告还被列入每年联合

国大会议题，这标志着海洋事

务进入了一个国际化的新阶
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

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

对海洋更加关注，调整海洋政
策，加强海洋管理，壮大海洋工

作队伍，成为强大的世界潮

流。美国在1998年和2000年

两次召开全国海洋工作会议，

并成立了海洋委员会，负责制

定未来美国海洋事务的发展战

   



傀兹．矿本刊特稿
略，以获取更大的海洋利益；日

本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已经多

年，在2000年中央各有关部门

又制定了新的海洋发展战略；

一些欧洲国家也在研究适应新
形势的国家海洋管理体制。我

国周边国家则在不断强化海洋

管理和执法机构，韩国于1996
年组建了海洋渔业部，成立了

海洋警备队；印度尼西亚于

1998年成立了海洋渔业部；越

南1999年设立了海岸警备队；

菲律宾等国海上执法力量也在
加强。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在强

化海洋管理机构和执法力量的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南
海岛礁的实际占领，加快了南

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步伐。这些

情况说明，我国的海洋工作面

临着国际形势的巨大挑战，我

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审时度势，认真谋划，与时

俱进，做好工作。

二、我国海洋工作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海洋工

作越来越重视。近几年来，国务

院领导同志对海洋工作的批示

多达几十次。江泽民总书记在
2001年和2002年的全国人口

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都强

调要健全海洋规划、立法和管

理体系，强化海洋执法监察，加

强海洋环境保护，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这些批示和要求是对

广大海洋工作者的巨大鞭策，

是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强大动

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
下，当前我们海洋管理工作已

经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是，我国海洋法律制度

逐步完善。2002年1月1日生

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和1999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是我国海洋工作的基

本法律制度。这两部法律确立

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

用权属制度、海域有偿使用制
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构成了我国海洋资源和环境管

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是加

强海洋管理、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规范海洋开发秩序、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法律依据。今年以

来，国务院又连续下发了《关于

勘定省县两级海域行政区域界
线工作有关1司题的通知》、《关

于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

项目用海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批
复》，这在我国海洋工作历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既有力地指导

了我国海洋管理工作，也极大

地鼓舞了我们海洋工作者的士

气，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都
有着深远影响。

二是，我国海洋管理能力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今年5月

15日，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发
射成功，结束了我国没有海洋

卫星的历史；经朱镕基总理批

准的船舶飞机建造项目，今年

也进入实施阶段；我国海洋环
境监测系统建设基本完成；沿

海地方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得到

加强，国家、省、市、县四级海洋
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三是，我国海洋执法监察

水平显著提高。今年，中国海监

多次有效地跟踪监视美国“鲍

迪奇”号侦察船，对日本打捞东
海沉船事件的海上执法监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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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既维护了

国家的主权和权益，也在国际
上树立了我国执法监察队伍的

良好形象，得到了国家有关部

门的充分肯定。

三、新时期海岛"1-作思路

及需要抓好的重点工作

海岛作为国防的前沿和海

洋资源和环境的核心点，有着

很高的权益、安全、资源和环境

价值。由于历史原因，有的经济

建设相对落后，是我国东部的
“西部区域”，因此，从事海岛管

理工作必须要有明确的思路，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把握好以下

几条：一是要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

护中开发的方针，坚定不移地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
是硬道理，海岛工作必须围绕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海岛经

济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是要坚持因岛制宜，打好“特

色牌”。每个海岛都有自己的特

点，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
扬长避短，在充分发挥优势上

做足文章，切不可照搬别人的

经验。四是要加强海洋行政管
理工作，为海岛的建设和发展

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根据上述工作思路，要抓

紧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理顺海岛管理机制，建

立统一有效的综合管理体制
我国岛屿众多，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部分海岛还是我国

领海基点所在地，具有很高的
价值。由于海岛管理涉及多个

部门、多种行业，综合性很强，

实际工作中又职责交叉、条块

分割，一些部门因缺乏船只等

   



原因，使管理难于到位。对此，

国务院“国办发[1986]82号”文

件专门要求，“沿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

海岛开发建设的领导，确定一
个综合部门负责这项工作”。因

此，抓紧建立集中统一、有效的
海岛综合管理体制，对海岛的

环境、生态、开发与管理进行统

一考虑，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
务之一。

2．加快海岛立法进程，实
现依法治岛

海岛立法是依法管理海岛

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海岛工

作相对落后，国家至今尚未出
台有关海岛的法律法规，海岛

开发、保护和管理工作问题较

多。一是无居民海岛开发自主
性、随意性大，海岛保护意识不

强；二是炸岛、炸礁、炸山取石
等严重改变海岛地貌和形态的

事件时有发生，给我国海岛资

源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三是

海岛开发利用单位和个人之
间、不同开发利用类型之间的

矛盾逐步尖锐，有些海岛开发
秩序比较混乱；四是国家海岛

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等

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

WTO以后，依法行政已经成为

行政管理工作的普遍准则和要
求，海岛立法显得更加迫切和

重要。我们要通过海岛立法，建

立海岛开发保护规划、无居民
海岛开发利用许可制度，对领

海基点岛屿、具有特殊价值的

岛屿建立严格保护制度，严禁

炸岛、炸礁，积极引导海岛的合

理开发和利用，保护海岛生态

环境，促进海岛的可持续发

展。

3．开展海岛资源环境综合
调查，全面掌握海岛基本状况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我

国开展了“全国海岛资源综合

调查和开发试验”，取得大量基
础性资料，成为我国海岛开发

利用的主要依据。然而，第一次
海岛调查已经十多年了，在此

期间，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我

国海岛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部分岛屿的形态、资源和环

境状况已经面目全非，甚至一
些岛屿已经完全消失。现有基

础数据资料不能正确反映当前
我国海岛的真实情况。如果根

据不确切，甚至误差很大的资

料进行海岛规划、决策和管理，

将使资源和环境很脆弱的海岛
区域出现严重问题，给国家造

成重大损失，甚至威胁到国家

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因此，必

须尽快开展第二次海岛资源和

环境综合调查，采用高新技术
手段，全面查清我国海岛自然

地理和自然环境状况，查明资
源的种类、储量、质量和分布，

弄清海岛环境承载能力，摸清

家底，全面更新我国海岛资源

环境基础信息，建立高精度、大

比例尺、实用可靠的“数字海

岛”系统。目前，国家正在进行
项目论证，争取尽快启动此项

工作。

4．加强引导，全面加快海

岛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造成海岛经济建设在总体

上滞后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我
国过去对海岛工作重视不够，

海岛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

差，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经济。因

此，应当加强对海岛工作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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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笆爱贸要名
导，强化对海岛的宣传，提高社

会各界对海岛价值的认识，争
取全社会都来关注海岛，建设

海岛。同时，要根据国家政策、

海岛自身的资源环境特点和周
边状况，研究分析不同海岛的

不同开发利用模式，合理规划，

强化管理，理顺海岛开发利用

秩序，全面改善和提高海岛投
资环境，促进海岛经济的发

展。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发展

海洋事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面对当前海洋工
作的有利形势，全国海岛联席

会议作为海岛工作的一项重要
形式，应当不断总结经验，大胆

改革，把会议越开越好，使联席
会议真正成为海岛管理和经济

发展的信息发源地、经验交流

室、协作互助队，在全国海岛工

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我们
以XlSd,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在即将召开的

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团

结奋斗，开拓前进，全面开创我
国海岛建设的新局面。

(作者系国家海洋局局长)

照片由浙江省岱山县委宣传

部黄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