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
,

环北部湾地区
,

从开发到开放
,

从开发开放到进一步的开发与保护
,

所走过的

道路是极不平凡的
。

据从东兴北仓河 口交东

岭
、

亚婆山到徐闻华丰岭山岗等沿北部湾畔多

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推断
,

早在

4 0( 刃 多年前
,

北部湾沿海地区就已经有人群

居住
,

他们主要从事采贝捕鱼及农事活动
。

随

着徐闻
、

合浦
、

日南 (在今越南中部 )等商埠码

头市井基础设施和服务社区在北部湾畔不断

涌现
,

环北部湾商业
、

流通的格局和网络相应

拉开
,

往返于环北部湾到东南亚乃至印度之间

的海上
“

丝绸之路
”

越走越宽广
。

我们可以说
,

环北部湾地区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实现从开发

到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
。

到了唐宋时期
,

由于

社会相对稳定
,

尤其是经过了数朝数代劳动人

民的辛勤开发
,

环北部湾地区经济与社会得到

了长足发展
。

唐咸通年间
,

安南节度使高骄募

工凿通防城港至珍珠港的潭蓬运河后
,

海上交

通运输和商业往来出现了一派
“

舟揖往来不

绝
” “

白日千帆过
,

夜明万盏灯
”

的繁荣景象
,

北

部湾地区开放开发的局面进一步打开
。

然而
,

环北部湾地区的开发进程历史从来也并不都

是一帆风顺的
。

明清之后
,

由于国内外战乱时

有发生
,

又兼清朝时期曾一度采取过闭关琐国

的海禁政策
,

北部湾的开发随着社会环境的安

定与动荡起落兴衰达几个世纪
,

这个时期发展

速度明显放慢
。

到了近代至建国前后
,

由于周

边环境恶化
,

开放开发甚至陷人了停滞不前的

困境
。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国内外形

势好转
,

区域各方抓住机遇
,

利用优势
、

政策加

快建设步伐
,

整个北部湾地区开发开放才得以

恢复和发展
。

一
、

开发进程中的

不和谐因素

改革开放 2 0 年来
,

环北部湾地区各方
,

由

于较好地发挥 了资源
、

区位和政策优势
,

经济

开发建设实现 了超常规发展
。

据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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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5 年的 10 年间
,

环北部湾地区我国境内
,

城市各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最高

达 巧%
,

最低的地方也有 12 %
。

最近几年虽然

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亚洲金融风暴等因素

影响
,

发展速度稍微放慢
,

但国内生产总值的

年均增长速度各方仍保持了 10 % 左右的高水

平
。

我国环北部湾地区能够实现稳定持续的高

速发展
,

确实令人瞩目
。

但在超常规开发进程

中产生的不和谐因素也越来越显而易见
,

这些

因素如果任其膨胀和恶化
,

将不仅严重制约区

域各方的发展速度
,

而且将对环北部湾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l) 各 自为战走捷径
,

各方同挤独木桥
,

快

车开进了慢车道
。

改革开放以来
,

环北部湾地

区由于没有一个对各方具有协调作用和约束

力的总体规划
,

区域各方在经济建设上都想到

走捷径以加快发展
,

实际上走的人多了
,

捷径

变得拥挤不堪
,

有的捷径其实就是独木桥
,

结

果大家都快不了
。

如前些年大家都有 目共睹的

港 口建设
,

以及与之相联的临海工业建设
,

区

域各方无论主体实力大小
,

几乎都选择了相同

的内容和模式
,

事实证明
,

这样做的结果
:
一方

面资金资源消耗了
,

另一方面效益的产生
、

优

势的发挥却各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

(2) 低度利用与过度开发两个极端突出
,

开发与保护的平衡难以维持
。

在各项资源的开

过过程中
,

人们为获取更大的回报
,

对容易开

发的往往过度开发
,

对不容易开发的则作简单

利用
。

如在矿产资源的利用方面
,

我们近岸采

沙已经危及红树林的生长和海岸的安全
,

而对

其他固体矿产的开发却很少
,

即便有也只能简

单利用
,

如海南三亚就有群众采珊瑚礁砌房子

等等
。

在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上
,

一方面近海

捕捞已经过量
,

另一方面远洋捕捞却显然不

足
。

目前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已经遍地开花
,

但真正科技高效型增养殖所占比例很小
,

如果

两种极端不加以调控和约束
,

那么各种海洋资

源的开发与保护将难以持续性协调发展
。

(3) 功能使用相互干扰排斥
,

各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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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矛盾加剧
,

随着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

如今

各地浅海滩涂已被成片开发利用
,

但与此同

时
,

许多河 口海湾养殖场与港池
、

航道交叉重

迭
,

相关产业之间相互制约排斥日趋严重
,

利

益主体之间矛盾加剧
,

一些养殖户认为
“

现在

船太多
”

干扰了他们养殖
,

而许多船主却说
“

水

下桩石太多
”

他们行船不安全
。

一些岸线海域

虽然没有交叉使用
,

但有些产业项目
“

幅射
”

力

强
,

同样影响环境的和谐
。

防城港市珍珠港海

湾
,

其中几个边贸码头与相邻的白龙珍珠养殖

场和京族三岛旅游区各据一隅最初还能和平

共处
,

各不相干
,

但近几年来
,

由于潭吉
、

石角

两个边贸码头以中转越南煤为主
,

附近海水
、

空气被污染
,

对珍珠养殖和旅游开发构成严重

威胁
。

(4) 审批管理难操作或无据可依
,

管理队

伍素质有待提高
,

综合管理部门想管管不了管

不好
。

对海域使用的审批与管理
,

除按法律法

规办事外还必须依据各地区的海洋开发规划

和功能区划
。

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
,

许多基层

综合管理部门反映
:
当地的规划和区划不具

体
、

难操作
,

审批管理的
“

欠科学
” “

欠合理
”

在

所难免
。

某些地区甚至没有规划和区划
,

审批

管理全靠
“

研究决定
” ,

个别地方则以
“

补办手

续
”

代替管理
。

当然
,

作为综合管理部门
,

其本

身的问题也很突出
,

主要是人力少
、

而素质不

高
,

尤其基层管理单位
,

一是综合管理职能不

独立
,

在有些地区还处于挂靠状态
。

二是编制

少
,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

不少区域是新建立的

队伍
,

管理人员
“

半路出家
”

者居多
,

旱鸭子突

然要变水鸭子
,

确实免为其难
。

因此
,

对于
“

无

度无偿无序
”

开发泛滥的现象
,

基层的综合管

理人员说
:
我们想管更希望管好

,

但使不上

劲
。

二
、

开发与保护必须

重视规划及其实施

环北部湾区域在不断加快的开 发进程中

之所以出现上述极不和谐的因素
,

总的来说是

综合管理不到位
。

但综合管理不力的根本原因

又在于
,

长期以来整个环北部湾区域缺乏一套

对各方各级决策机关
、

管理部门以及各行业经

济实体和个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科学合理 的规

划体系
。

因此
,

要促进和优化环北部湾资源环

境的开发与保护
,

确保该区域海洋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高速发展
,

实现海洋经济效益
、

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
,

我认为在切实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的过程中
,

必须重视和加强

海洋规划及其实施
。

(l) 制定环北部湾海洋开发总体规划
。

环

北部湾地区大部分是海域
,

是一个无法按行政

区域分割的流动的整体
,

它作为
“

蓝色国土
”

的

特殊性决定该区域必须打破行政界线按照 自

然形成的区域
,

从宏观和战略上制定相对独立

的开发总体规划
。

其规划内容必须具有很强 的

针对性并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一是在发展

目标方面
,

明确近中远期发展 目标
,

即海洋经

济发展总量和年平均增长速度 ; 确保海洋资源

的合理配置
。

二是在海洋产业结构与布局方

面
,

要重点解决好竞争与合作
、

开发与保护的

矛盾
,

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利益
、

短期与长远利

益的关系
,

使它们能够达到高度一致
,

协调发

展
。

三是在海洋区域开发布局方面
,

应按海岸

带
、

近海 区
、

大洋三个区域进行布局
。

其中
,

海

岸带是资源富集
、

人 口 密集
,

经济社会活动频

繁的区域
,

针对其作为海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

复杂性应当考虑高起点
、

全方位
、

多层次综合

开发
,

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2) 制定环北部湾海洋功能区划
。

海洋功

能区划是根据海洋的 自然属性即海洋的资源

条件
、

环境状况和地理位置
,

结合海洋的社会

属性即开发利用现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进行

的一种 区划
。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
: 一是为资源

和空间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功能择优方案 ; 二是

为协调行业与 区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三是有

利于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
。

20 世

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

我国曾开展过海洋

功能区划 工作
,

出了不少成果
,

发挥过 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