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环境与管理.

浅议辽宁海岸及滩涂开发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刘锦明

(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 中心 大连 )

摘 要 本文依据编制辽 宁海岸及滩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的体会
,

着重阐述 了海岸及滩涂开发中存

在的占用不合理
、

开发不充分
,

行业之间争占滩涂
,

人为活动及工业污染损害环境
,

宏观失控
、

权属不清
、

管理

混乱等主要问题
,

强调指出加强法制建设
,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上述 问题的主要途径
。

众所周知
,

岸线和滩涂地带
,

是海陆两大 自然地理单元 的结合部
,

是海洋向陆地的过渡地

带
。

从自然环境条件看
,

它受海陆两方面多种营力的作用
,

岸线进退
、

滩涂冲淤
,

经常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
。

从社会环境条件看
,

沿海地带人 口众多
,

城镇密布
.

生产力发达
,

是全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
,

工业污染也比较严重
。

这个地带
,

既是当前海洋开发的热点所在
,

又是行业之间对岸线的

挤占和滩涂的使用争议的焦点
。

辽宁濒临渤
、

黄二海
,

岸线绵长
、

类型众多
、

滩涂发育
,

为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提供
一

了良好 的 条件
。

辽 宁省海岸线 总长 为 2 5 0 0 多 k m
,

占全 国海岸线总长 的

8
.

7环
,

居全国第五位
;
滩涂面积 1 86 多 k m

Z
(约 19 万公顷)

.

占全国的 9
.

7 %
,

居全国第六位
。

多

年来
.

辽宁海岸及滩涂开发取得 了
一

长足的进步
,

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但不

容讳言
,

海岸及滩涂开发中亦存在许多间题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1 海岸及滩涂占用不合理
,

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

辽宁省人均占有大陆岸线只有 sc m
,

但不合理占用的岩线触目皆是
,

令人十分婉惜
。

如大

连市 区 8 8k m 岸线
,

已经占用的 52 k m 岸线中有一半不合理
。

南部海滨风景区内有四个海带养

殖场
、

空三军
、

修船厂等单位挤占了风景岸段
。

一些冶金
、

机械
、

化工厂矿 由于历史原因也长期

占用 了珍贵的岸线
。

特别是大化长年向海湾排渣
,

致使拦潮坝外港池淤浅
,

已经影响 了 10 万吨

船只下水后在湾 内调头
。

再如
,

辽河下游盘锦海湾
,

是世界著名的海滨苇场
。

集中连片的苇塘

在解放初期有芦苇 n 万公顷 (1 60 万亩 )
,

后来
“

以粮为纲
” ,

盲 目毁苇种稻
,

现仅剩不足 7 万公

顷 (1 0 0 万亩 )
,

远远不能满足辽宁造纸的需要
。

每年不得不动用
_ _

上万辆车皮
,

从黑龙江
、

湖南
,

甚至两广
‘

和新疆购进芦苇
,

耗资几干万元
,

劳民伤财
,

造成极大浪费
。

从
“

辽宁省海洋资源综合开发规划
”

报告可知
,

辽宁省可供建港
、

晒盐
、

养虾养贝
、

建海水浴

场和风景 区的岸段很 多
,

潜 力很大
。

如全省沿海宜港 自然岸线约有 1 8 6k m
,

除已开发利用之

外
,

尚有
一

1 3 5 k m 未开发利用
,

占宜港岸线总长的 73
.

05 % ;
全省宜盐滩地约 3

.

6 万公顷
,

如完全

建成盐 田可新增生产能力 1 67 万吨 ;全省海水浴场 72 处
,

占用岸线约 1 5 0k m
,

目前仅有 7 处服

务设施较完善
,

16 处只有简陋的服务设施
,

约有 4 9 处
,

1 3。多 k m 尚未很好开发
。

即使已经开

发的岸段
,

也往往只是开发一种功能
,

其他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2 行业之间争占滩涂问题严重

行业之间争占滩徐主要包括稻
、

苇
、

虾
、

贝
、

盐之间
,

其中最突出的是晒盐与养虾之间
。

众所周知
,

稻田
、

苇田
、

盐 田大都是在潮上带
。

因多年开发
,

条件较好的地段大都已经利用
。

拍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养虾业的蓬勃发展
,

在既适于晒盐又宜于养虾的潮滩地段
,

虾盐争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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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十分普遍
。

2
.

1 乱建虾圈影响盐场的纳潮与排淡

大连新金皮化盐场的明阳分场周围
,

几乎全是 乡镇的虾圈
, 2 县 7 乡镇的共有 84 个

,

4 0 0 0

多平方米虾圈
、

1 5k m 长的虾坝直接建在盐场大坝上
。

除少数虾圈留有省政府规定的 50 m 宽的

水道外
,

荞均严重影响纳潮
。

再如皮化厂的皮 口盐场东侧赞子河原下游河道宽约 20 o m
,

夏季洪

水期排淡顺畅
。

近年来因在河道下建了 15 个虾圈
,

河道缩为几十米
,

泄洪不畅
,

盐场不得不耗

资几十万元将原来的防洪坝增高 1
.

sm
。

类似的情况在复州湾
、

金州盐场均有发生
。

复州湾八

分场附近邢甸河下游
,

原 40 o m 河道变窄为 20 m
,

金州区五十里台原宽 20 m 的泄洪道被虾圈占

用
,

仅余 3
.

sm 宽的小沟
。

影响盐场纳潮和排淡的后果严重
,

仅复州湾四分场
、

六分场和普兰店分场三处统计
,

每年

少制卤水 60 万立方米
,

少产盐 10 万吨
。

2
.

2 偷用盐场水电
,

影响盐场产量

沿海各地虾 圈公开使用和偷用盐场养水 圈卤水现象严重
。

如复州湾盐场周围 5 乡 1 8 村
,

8 0 年代末共建虾圈 83 处计 1 33 公顷
。

其中除 15 个 自己抽水外
,

其余全部用盐场水
,

使盐场每

年白白耗电 15 万度
。

新金皮化厂统计
,

直接用盐场水的乡镇虾圈约 1 33 公顷
,

年用水量 1 2 0 0

万立方
,

少产盐 3 万吨
。

据估算
,

因虾 圈和集体盐场偷用国营盐场 卤水
,

仅大连市每年就使 国营盐场少产盐 20 万

吨
。

2
.

3 虾圈争占滩涂
,

影响盐场扩滩发展

盐业要发展
,

除内涵挖潜外
,

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
。

由于虾圈争占滩涂
,

特别是一些宜盐

滩涂 已被虾 圈包围
,

使盐 田扩建受到严重阻碍
。

如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共有宜盐滩涂 5 3 0 0 公顷
。

但由这些原因亦不能用于盐场扩大生产
。

再如旅顺盐场自然条件优越
,

原计划在营城市扩建年

产 2 一 3 万吨的盐田
,

现 已被虾圈占用
。

还有皮化厂皮 口镇外面中心佗子以东滩涂
,

皮化原计划

建盐 田
,

现西侧已建虾圈
,

东侧也计划建虾 圈
,

皮化扩建计划难以实现
。

辽宁海盐产量一直不足
,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

近些年不但没能很快地扩大盐田面积
,

反而

在
“

养虾热
”

过程中一些盐 田也改为虾圈
,

势必导致海盐供需矛盾的加剧
。

行业之间争占滩涂的问题比较复杂
,

它不仅是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问题
,

还反映了不

同所有制之间的权益问题
,

必须引起政府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

3 人为活动和工业污染严重损害环境
3. 1 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

在海洋开发过程 中
,

一些临岸部门和单纯受局部利益的驱使
,

对海岸破坏的现
,

象比较严

重
。

如黑石礁养殖场仅仅为了扩大海带晒场竟炸礁填海
,

将数十亿年前形成的海岸岩溶景观破

坏
。

一些单位为了修建老虎滩渔港和菱角湾修船厂
,

竟将老虎滩公 园对面的
“

老虎头
”

劈去了一

大片
,

严重破坏了 自然景观
。

兴城
、

绥中
、

大连等沿海各地任意采挖沿海砂砾
,

破坏岸堤的现象

也较严重
。

如旅顺铁山镇柏岚子砾石堤长 2 0 0 0 m
,

宽 30 m
。

因长年采挖
,

年开采量约 S 0 0 0 m
3 ,

致

使砾石堤逐年萎缩
,

岸线后退
,

解放前建于堤顶的民房
,

已被迫向陆迁移三次
。

海滨砂砾处于盲

目开采的状况 由此可见一斑
。

尤其是一些潮间带浅滩的构筑物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更大
。

如庄河市石山乡蛤咧岛大坝

是于 1 9 8 3 年为了在蛤咧岛建一个渔码头而修建的
。

坝长 1 1 5 o m
,

宽 sm
,

高 4
.

sm
。

大坝为石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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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坝
,

仅在靠岛附近留有直径 Zm 的分水道 9 个
。

大坝峻工后
,

由于水交换条件改变
,

水流不

畅
,

促淤现象日益严重
,

淤积速率达 3 0c m /a
。

原来蛤咧岛东侧潮滩盛产蛤仔和文蛤
,

平均亩产

1
.

0 一 1
.

5 吨
。

建坝后贝类资源日益衰竭
,

生态遭受破坏
,

当地干部群众反响极大
。

3
.

2 工业污染带来的影响

辽宁是全 国重工业生产基地
,

沿海人 口密集
。

由于工业污水
、

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排放量较

大
,

严重污染损害了环境
,

并对海洋水产业带来严重危害
。

大连市大连湾周围有 1 27 个排污 口
,

年向湾内排放污水 4
.

8 亿 m
3 。

污水中含有害物质 50

余种
,

其中主要污染物是油
、

砷
、

铅
、

酚
、

CO D 等
,

部分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 已达富营

养化程度
。

据有关资料介绍
,

湾 内各种污染物入海量每年 25 万吨
,

其中有机物 (以 C O D 计算 )

为 21 万吨
,

悬浮物 3 .7 万吨
,

氨氮近 3 0 0 0 吨
,

无机磷为 90 吨
。

因此
,

大连湾内常发生赤潮
。

大

连湾内香炉礁
、

后海套
、

大盐村
、

棉花岛等潮滩先后荒废
,

年损失蛤仔 1 00 吨
。

全国渔业环境监

测网会议曾估算
,

大连湾内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为 3 5 0 0 万元
。

锦州湾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锦西化工厂
、

石油五厂
、

葫芦岛锌厂等
。

年排废水 3 5 0 。万吨
,

废渣 18 万吨
。

这些废水
、

废渣长年向锦州湾排放
,

致使锦西县五里河 口 4 70 公顷 (7 0 0 0 亩 )滩

涂 贝类资源绝迹
,

成为死滩
。

辽宁拆船业的发展
,

本是一件好事
。

但由于拆船厂点多选在重要渔业岸段和滩涂
,

加上拆

船技术低防污措施差
,

往往给渔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
。

如瓦房店市劳改支队在交流岛乡拆卸两

艘外轮时
,

一起漏油事故造成 5 5k m 长的水域污染
,

两个虾场损失 140 万元
,

四个专业户死虾

苗 30 0 余万尾
。

再如营 口 市 . 鱼圈区在拆卸
“

托比阿斯
”

号油轮时
,

舱底破裂
,

漏油 50 多吨
。

另

外
,

5 30 多吨含油废水任意排入海中
,

严重威胁渔业生产
。

4 宏观失控 权属不清 管理混乱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
,

特别是海水养殖业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

经济实惠
,

使人们越来越在利益的趋动下向海岸
、

滩涂要效益
。

上到中央部委
、

省各厅局
、

沿海

各市
,

下到沿海县
、

乡
、

村
,

越来越重视对海岸及滩涂的开发利用
。

但由于受各 自部 门
、

地区局部

利益 的限制
,

加上全省 尚没有一个海岸及滩涂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规划
,

在宏观上必然失控
。

人们很难从海岸和滩涂的 自然环境特点和资源优势出发合理安排开发项目
,

出现 只考虑 局部

而忽视整体
,

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偏向是很难避免的
。

如前些年养虾挣钱
,

政府

提倡老百姓愿干
,

一些盐 田
、

稻 田
、

苇田不论其条件是否适宜养虾都竞相改为虾圈
,

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证
。

偌大的一个辽宁省
,

人均 只有 sc m 大陆岸线和 。
.

07 4 亩滩涂
,

如不加宏观控制
,

合

理规划
,

继续乱占乱困
,

其后果将贻害无穷
。

全省海岸及滩涂的权属 问题同开发利用方向间题一样
,

都会导致管理工作的混乱
。

如大连

市与丹东市关于丹佗子岛屿的归属问题
,

双方都认为是自己的
,

长期争论不休
;
庄河市和普兰

店市以碧流河为界
,

1 9 8 1 年一场大雨导致河流改道
,

河道中心线向庄河一侧移动 30 o m 左右
,

庄河市尖 山乡失去 3 0 0 0 多亩滩涂意见很大
;
普兰店市普兰店镇与金州区石河镇在普兰店湾滩

涂因扩建虾圈引起争议
,

大连市领导出面调解
,

幸免发生械斗造成伤亡事件
。

至于因滩涂贝类

管养范围
、

定量网具的布设地点等权属间题引起 的纠纷更是不胜枚举
。

甚至出现你建虾 圈冲我

的坝
,

我也建坝冲你的坝的劳民伤财
、

相互对峙的做法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

对滩涂
、

浅海水面及岛屿进行界定
。

人们只是按传统习惯来管理使用过去 由于对这部分海洋空

间重视不够
,

开发不足
,

尚未引起争议
。

现在不同了
,

海岸
、

滩涂
、

水面就是资源
,

就是财富
,

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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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也就逐渐突出出来
。

1 , 8 8 年 1 0 月国家土地管理 局和 国家海洋局 曾联合发 出
“

关于加强滩涂资源管理工作的

通知
” ,

强调指 出
‘

“

对滩涂资源权属不 明确的地方
,

土地管理部 门要会同海洋管理部 门认真调

查
、

加强管理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
、

破坏和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 ,

并要求
“

各地

要对现有滩涂资源及使用情况认
_

真进行一次清查
” 。

据 了解
,

该项工作进展缓慢
,

文件提出的要

求 尚未真正落实
。

宏观失控
.

权属不清
.

必然
一

导致管理工作的混乱
。

综土所述
,

海 岸及滩涂开发 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

己经影响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

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
。

由于海岸及滩涂这一特殊的海洋空间在当前海洋开发中占居重要的地位
,

所以许

多部门
、

行业都十分重视
。

如省 市海洋局
、

国土
、

土地
、

交通
、

水产
、

盐业
、

芦苇
、

农垦
、

旅游等部

门
、

行业都
一

t分关注全省海岸及滩涂的开发
,

都在搞调查
,

编制规划计划
、

制定法规
、

条例
、

管理

办法
。

它们之间如何分
_

I几协作
,

又如何统一协调
,

是关系到海岸及滩涂资源管理及开发利用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 }句题
。

当前
,

辽宁省正在开展第 二次创业
,

调整产业结构
,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

在由传统的 计划

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中
.

特别要加强法制建设
。

一个国家的管理
,

主要靠法制
。

笔者认为
,

海岸及滩涂资源的管理 同样要靠法制
。

虽然 目前我国已有 了不少海洋方面的法规
,

如海洋环保法
、

渔业法
、

海 洋倾废管理条例等可以遵循
.

但对于海岸
、

滩涂资源直接有关的海岸

带管理法
、

滩涂管理条例等
,

全国及辽宁均没有颁布新 的法规
。

法制不健全
、

不完善
,

加上人们

法制观念淡薄
、

执法 件‘严
,

也必然导致海岸及滩涂的开发利用 处于混乱状态
。

笔者高兴地看到
,

国家海洋局和财政部 J
:

玲 9 3 年 5 月 3 1 日正式颁布实施
“

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 ,

它不

仅 可以强化海洋管理职能
,

也完全 可以促进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笔者建议省
、

市
、

县各级政

府 要加快管辖区域的海岸
、

滩涂管理 条例的制定 步伐尽早颁布实施
,

同时加强执法
、

护岸
、

扩滩

队伍的建 设
,

保证各类法规的顺利实施
。

笔者深信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
,

随着海

岸及滩涂管理 的法制建设进 一步完善
,

海岸及滩涂这块宝贵的海洋空间的建设
“

海
_
_

仁辽宁
”

中

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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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题

赵理海
(北京大学法律系 北京 )

摘 要 本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作了概 要评价
,

分析了批准 《公 约》的必要性
,

以及我国批准《公约 》的

利弊和时机
。

关键词 国际法 海洋法公约 法律制度

1 9 8 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简称《公约》)现处于关键性阶段
。

一方面
,

越来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