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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域使用权有关问题的研究

·关于各类用海面积核定的研究

·关于海域使用金最低征收标准的研究 撰文／海域使用管理量化问题研究课题组

·关于海域使用金征管有关问题的研究

·关于对违规用海罚款数额设定的研究

有关。量蚴司题的研究
绪 论

我国海岸线长达32 000 km，其中大陆岸线18 000 km，岛屿岸

线14 000km。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具有与陆地国土相同

法律地位的领海和内水海域面积38万km2，是海域资源比较丰富

的国家。

根据《宪法》的规定，海域与江河、湖泊均属于“水域”，它同森

林、矿藏、山岭、草原和城市市区的土地一样，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

十分宝贵的自然资源。据《海洋年鉴》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我国海

洋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海洋产业年产值已达3000亿元以上；而且，

平均每年以超过7％的速度递增；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4％以上。目前我国海域开发利用面积约265万ha，仅占

海域总面积的7％。因此，我国海洋经济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

为了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国家在推进法制化管

理的同时，把对国有自然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目前，我国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

起来，并逐步完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

简称《海域法》)的颁布施行，我们相信，我国对海域这一空间资源的

使用管理的法律制度，与其他自然资源的管理一样会日趋完善。由

于我国《海域法》的颁布施行较晚，导致对海域这一空间资源的使用

管理的法律制度，远远滞后于海洋开发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势，与

其他自然资源的管理相比j显得更不完善，尽管《海域法》对海域使

用管理的基本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须制定配套法规予以细

化。特别是对涉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有关量化的一些问题，比如，为

什么确定这样一个指标甲其理论或实践依据是什么?其可行性与可

操作性如何?等等，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科学论证和

认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才

能逐步使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进而推动海域使用管理工作

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关于对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有关问题进行量化研究的必要性，至

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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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深化和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提出了明确要

求。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依法保

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矿产和

海洋资源，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

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

补偿机制。”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上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

出：“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和保护。”“健全资源的有偿使用制

度。⋯⋯完善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法律

法规”。

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3月11

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对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

问题十分强调并作了深刻阐述。他要

求：。必须长期坚持保护和合理利用资

源的方针，实行严格的资源管理制

度”。他指出：“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

工作，要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

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要求进行，以增

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能力。～继续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逐步完善资源有偿使用体系。”

他还特别指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

足与过度开发并存，近岸海域污染和

生态恶化严重。～加强海洋资源综合

管理，完善海洋法律、规划和海洋管理

体系，加快海域使用管理的法制化进

程，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执法监

察工作”。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上述重要指

示，对我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提

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把资源“有序有

偿”作为实行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方

针的首要内容；二是要“继续深化改

革”，即变资源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

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为

市场经济；三是要“逐步完善”，即依

法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

系。由于我国海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的建立比土地、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

都晚，因此，更应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

于资源管理的上述要求，加快实施海

域“有序有偿”使用制度并使这一制度

逐步完善。而要使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逐步完善，开展海域使用管理方面的

量化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

切。

其次，推进海域使用管理法制化

进程，需要对海域使用管理的有关问

题进行量化研究。

按照江总书记关于“加快海域使

用管理的法fljU'f匕进程”的重要指示，国

务院于2001年上半年将《海域使用管

理法(草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并且先后在今年6月、8月和10月

经过三次会议审议，并于lO月27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通过。该法出台后，国务院将制定《海

域使用金征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

沿海省级人大也将制定实施该法的细

则或办法，国家海洋和财政部门还将

制定若干配套规定或规程。无论法律、

法规，还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越具体

越细化可操作性就越强，也就更需要

对海域使用和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量

化。因此，加强海域使用和管理有关问

题的量化研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是完全必要的。

其三，实现海域使用管理规范化，

需要对海域使用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

量化研究。

在我国《海域法》出台之前，沿海

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部分较大城

市，相继出台了关于海域使用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4个、政府规章8个、规范

性文件上百个，对于加强本行政区毗

邻海域使用的管理和推进国家海域使

用管理立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

时，也应当看到，在涉及到海域使用管

理的量化方面，由于国家尚未制定统

一的标准和规范，各地的有关规定特

别是涉及海域使用面积核测、海域使

用金征收标准和对违规用海的罚金

等，事关海域使用管理基本制度的若

干问题，差异较大，很不规范。这种状

况，在海域使用管理的起步阶段往往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不尽快走上

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的轨道，势必影响

海域使用管理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

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

和论证，对海域使用管理有关量化的

指标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一个比较

科学和合理的方案，对于推进全国海

域使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着重对《海域法》有关条款

和已经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到的对

海域使用管理应当量化或者需要量化

的有关问题，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总结

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

综合材料与典型事例相结合等多种研

究方法，从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以

及相关性等多视角、多层面对海域使

用管理有关量化的问题进行广泛而又

深入的研究。虽然本课题对海域使用

管理有关量化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

上带有探索的性质，而且对这个问题

的研究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至

少可以对大家学习和理解《海域法》有

关条款有所帮助。更进一步说可以为

今后更加系统地构筑海域使用管理理

论奠定一定基础，可以为继续深入探

讨海域使用管理新情况、新问题者提

供必要的素材，可以为海域使用管理

配套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供

有益的技术支撑和理论参考。

据国家海洋信息网和资料库显

示，该项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国外同

类研究报告也未见发表，当属一项新

的研究课题。总之，进行此项研究的重

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显而易见，勿庸

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