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勘海上执法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海洋行政

管理进入了一个依法治海、依法
兴海的新时代，海洋监督管理体

制进一步趋于完善，海洋执法队
伍得到了发展壮大。然而，就目

前的海监管理体制来说，还有许
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我国现行的海洋行政
管理体制及海监管理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全国海域使用监督管理，沿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

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
理。1998年6月16日，国务院

批准了《国家海洋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

五条规定：国家海洋局管理中

国海监队伍，依法实施巡航监

视、监督管理、查处违法活动。

由此可见，我国海域使用管理

实行中央统一管理体制，国家

海洋局统一负责全国海洋监察
工作。这在《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见第四条)、《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见
第三条)等法律法规中均有明

确说明。但目前地方海监机构

隶属于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而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隶属于当地政府，并且行政主
管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事实上

合二为一，当地政府对本地区
的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享有领导

权，而上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对下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只有
业务指导权。

二、我国现行海监管理体

制的弊端

海洋资源属国家所有，具

有公有性，是共享性资源，海洋

执法具有流动性、涉外性和技

术装备科技含量要求高等特
点。而目前的海洋管理体制更

大地带有地方性和区域性特

征，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平衡，管理理念的差异性和

利益偏好的不一致，导致了各
地对目前国家海洋政策的认识

不同，管理行为不同，使国家的

海洋政策得不到有效地执行。
虽然中国海监总队设有各海区

总队，总队设有支队，但国家队

与地方队、国家队内、地方队

内，各不同层级之间监察职权

不清。无偿、无序、无度用海现

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种状
况已与世界海洋已经进入了有

序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格格不入，更不利于提高我国

海洋管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良

好形象的树立。

1．海监工作业务指导与

行政领导的异位

目前，地方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及其海监机构在行政管理

上受当地政府管辖，上级海洋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海监机构与

其是业务指导关系。所以，事实

上地方海监管理部门主要听从

当地政府指挥。一些地方政府
领导往往在“获取政绩”的目标

驱动下，做出违背海洋管理长

远利益的错误决策。而海洋执

法人员迫于长官意志，只好置

上级的业务指导于不顾，致使
海洋管理处于失控状态。上下

难以形成合力，许多工作和努

力由于体制及人员的因素而被

稀释、消耗了，进而造成管理效

率低下、效果不佳。
2．海洋执法与海洋开发

利用的冲突

根据目前我国的客观实

际，地方政府领导对开发利用
海洋热情更高、重视程度更大、

投入更多，远远超出对海洋执

法管理的投入，个别地方甚至

只抓用海而不顾执法管理。

3．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
的冲突

国家对海洋事业给予了充

分重视。开发投入力度加大，立

法步伐加快，促进海洋事业可

持续发展已形成广泛共识。但

个别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对国家政策采取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做法，或者说一套、做

一毒，有的甚至对违法违规现

象放任、纵容，不仅不履行自身

的职责，反而成为落后生产方
式的保护者。

4．地方各自为政，矛盾突
出

海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但目前我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的海洋工作，各地均把

海洋行政区划内的资源视为己
有(随着海域勘界工作的推进，

海洋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这

一趋势将更为明显)，难免造成
跨省、跨海区间的利益冲突。上

级海洋监督部门鞭长莫及。
5．“多头执法”、“多龙闹

海”，

各支队伍职能交叉，相互

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三、改革我国海监管理体
制

以上种种弊端，日益危及

我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和有

效管理。海洋管理不仅在法律

上应进一步完善，在执法监督
上亦应顺应世界潮流、向世界
看齐，与国际接轨，才能更好地

为建设渣if4-强国服务。

1．变分级管理为垂直管
理

为理顺海洋行政管理体
制，更好地保护海洋资源，树立

良好的国际形象，服务于国家

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地方海洋

监察机构应独立于

地方政府之外，不再

受J也；6-政府的领导，

而直接由国务院授
权的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领导，以保障海

洋执法监督的统一
性、严肃性。也便于

海上执法琶獗彩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提高管理

效率，提高装备水平，工作需要
时可自如地调配执法力量。

2．建立一支科学的海洋
综合执法队伍

海洋管理政出多门，多头
执法，执法机构、执法队伍重复

设置，执法设备按不同部门的

海上执法队伍来配置。一方面
造成执法装备重复构置、水平

低下，另一面也加大了管理成
本，造成资源浪费。同时，海洋

行政执法权的分散化行使也违

背了行政处罚规范化的目的。

2002年8月30日，国务院做出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
行使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

这说明我国正在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进相对集中行使处罚制
度。务必抓住有利时机，按照平

战结合的原则，参照美、俄、韩、

日等国海上管理模式，组建统

一的海上执法队伍，实现海上

活动的统一管理。这支队伍也
同时是和平时期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的基本力量。
3．全体海洋监察人员必

须实行公务员管理

在海监队伍发展过程中，

目前已出现了自收自支和事业

编制问题，这是重蹈一些行业

执法队伍的覆辙，重走他们走
过的弯路，其弊端不言而喻，i_lz

人担忧，望有关部门在制定政

策时，务必在“事之初”，就严格
要求，明确全体海监机构、海监

人员必须纳入公务员管理，从

制度上保证海洋监察工作的公

正性，否则不予认可，不予挂
牌。

(江苏海监总队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