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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新世纪。我

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海岸线18 000 km

余，海岛7 o()0余个，管辖海域300万kmz余，海

洋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党的十六

大已将“实施海洋开发”列入了国家未来发展战

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纲要》也指出要“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

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在

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和扶持下，我国沿海

各省、市、自治区依据所处的地理区位及资源优

势，加大了实施海洋开发的步伐，海洋资源开发

和利用程度不断加大，随之海洋污染事故发生几

率不断上升，开发利用海洋与保护海洋的矛盾日

益突出和激化。在加强海洋执法管理工作的同

时，加强与强化海洋执法检验鉴定工作，完善海

洋检验鉴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的现状

为满足海洋执法监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从法

律角度上保障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从管理角度

上保障海洋执法监察工作的深入，国家迫切需要

建立为实施海洋执法监察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

检验鉴定机构。2003年11月3日，经国家海洋

局批准，我国首家海区检验鉴定中心——中国海

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在青岛挂牌成立。随后我

国又相继在上海和广州成立了东海区及南海区

检验鉴定中心。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已有三家具

有法律效力的海区检验鉴定中心。这标志着我国

的海洋执法管理工作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职能依

据，海洋行政、执法管理将更加趋向规范化和科

学化。

海区检验鉴定中心主要从事所辖海域各类

海洋油污染的油指纹鉴定、海洋生态环境和资

源损失评估以及与其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及

相关技术难题的开发研究等工作。海区检验鉴

定中心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在海洋执法检验鉴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以北海区为例，在科研方面，北海区检验鉴

定中心成立当年就开展了“油指纹库建设体系

及关键技术研究”工作，探索了数字化的溢油鉴

别技术，为确定适合我国原油鉴别的指标，开发

快速数字化油指纹鉴别系统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该中心2005年承担“溢油污染防治中的油

指纹库技术研究”课题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为解决海上溢油事故中各类

责任纠纷，开展溢油污染损害评估提供了重要

科学依据，为我国原油指纹库建设奠定了良好

的技术基础。同时完成了《海面溢油鉴别系统规

范》和《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两个

标准的编制工作，后者已于2007年5月1日起

实施。此外，完成的“海洋溢油对环境与生态损

害评估技术及应用”项目以及“油指纹库建设体

系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分获2005年和2006

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一等奖，撰写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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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油对环境与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及应用》、

《油指纹鉴别技术发展及应用》等多本专著已出

版发行。在人才培养方面，该中心坚持“走出去，

请进来”的原则，多次派检验鉴定技术人员前往

日本、韩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海洋管理执

法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部门学习溢油鉴

定、损失评估等技术，与国外海洋环境保护检验

鉴定权威机构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及合作关系，

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前来中心进行培

训讲学。在能力建设方面，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

自筹资金购置先进仪器和设备，已拥有可进行

油指纹鉴定的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红外光谱仪、荧光光谱仪及部分指纹分析

的配套设施，同时通过了国家计量认证和实验

室认可，是目前我国海洋系统唯一一家通过实

验室认可的部门，出具的数据不仅在国内具备

法律效力，且被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所认可。

有了以上的技术储备和基础，该中心承担了包

括天津“塔斯曼海”轮、大连“阿提哥”轮、秦皇

岛北戴河国务院专用海水浴场、黄骅滩涂及黄

渤海等多起溢油事故鉴定及国际油轮船东防污

染联合会(The Int咖ational 7I'趴ker Owners PoUu—

tion Fede枷on，ITOPF)委托的溢油鉴定，对“塔

斯曼海”轮、“金赣6号”等溢油事故及威海杨家

湾网箱养鱼死亡等污染事故开展了海洋生态损

失评估工作。

近两年渤海先后发生几起重大油污染事故，

曾引起沿海省、市直至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这些污染事故最终得以有效处理，其中由北海区

检验鉴定中心历经数年攻克的油指纹检验鉴定

技术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海区检验鉴定中心的作用得以更加突显。

二、我国海洋检验鉴定工作面临的形势

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的开展，为海洋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海洋执法监察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提高了对海洋损害案件查处的实效性。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经济的迅猛

发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加大，使得海洋

检验鉴定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突出，部

分河口区、养殖区、海湾区等生态敏感及亚敏感

区环境污染严重，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尤其是溢

油损害案件发生几率上升。同时由于海水具有

流动性的特质，污染源往往会在风浪流的作用

下迅速漂移扩散，影响范围增大，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很大困难，使案件侦破率极低。依法查处海

洋环境污染肇事者，保护海洋环境，保障利益相

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显

得更为迫切。

此外，从事海洋或海岸工程活动的单位往往

是资金雄厚、生产规模较大，制度体系较为完善

的大企业、大财团，这些单位具有较为完备的法

律保障体系和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一旦发生海

洋污染损害案件，他们往往会想方设法来规避海

洋执法行政处罚，或者将处罚的程度尽可能降至

最低，这就更显现出检验鉴定工作的重要性。在

海洋行政管理和执法监察工作不断深入的同时，

在具体执法工作中必须要提供足以证明其污染

源、污染程度、污染范围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数

据作为证据，才能对其进行强有力的行政处罚，

以保障国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这使

海洋检验鉴定工作为海洋行政执法提供合法有

效的技术支持愈发重要。

海洋检验鉴定工作是海监行政执法不可或

缺的部分，它将为建立良好的海洋综合管理秩

序提供技术保障。有些执法人员认为执法工作

仅靠着简单的两机(摄像机、照相机)就足以开

展，但事实充分证明海洋行政执法工作离不开

高新技术的支撑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油指纹鉴

定技术，渤海的几起油污染事件和我国国内海

洋生态损害索赔第一案该如何处理?事实上，目

海洋环保 ·95·

   



前在日常海洋执法工作中，检验鉴定技术工作

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机构设置上，检验鉴

定技术人员没有被列入海监执法队伍，纳入到

海监行政编制，未被视作执法工作的一部分。当

溢油事故发生后，作为履行海洋法医义务、行使

海洋法医职责的检验鉴定技术人员往往被阻挡

在溢油事故第一现场之外，更有甚者个别执法

人员不能正视检验鉴定人员，视其为“二等”公

民，依法进行溢油样品的采集等相关技术取证

工作人为地被剥夺了权利，延误了技术取证的

最佳时机。这不但将给检验鉴定工作带来许多

困难，极大地挫伤了检验鉴定人员的工作热情

和积极性。同时也无疑将为事件的日后处理埋

下隐患。

由于三家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均是在各海区

环境监测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的，尽管在能力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拥有有利的

条件和基础，但这并不等于不需进行相应的建

设。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检验鉴定工作有很大差

异，海区检验鉴定中心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在能

力建设、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尚不尽

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检验鉴定工作不能

正常开展，海洋石油平台及其他海上设施含油污

水、含油水基泥浆及钻屑等排海物质的检验监测

水平有待提高。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应该起到的技

术支撑作用得不到切实的体现和充分的发挥，直

接影响了海洋行政执法的查处力度，影响了海洋

行政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明确海洋检验鉴定工作职责，强化海洋检验

鉴定工作刻不容缓。

三、建议和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现状及面

临的形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此加强海洋检

验鉴定工作，完善海洋检验鉴定体系，全面促进

海洋行政执法管理。

1．完善海洋检验鉴定制度建设

我国的司法检验鉴定工作在制度建设上已

经相对比较完善，这与我国的海洋检验鉴定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相通的，司法检验鉴定的制度

建设是海洋检验鉴定工作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检验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加强了对司法检验鉴定工

作的管理；在人员管理方面出台了《司法鉴定人

管理办法》，对司法鉴定人获取的职业资格、执

业证书、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明确

的规定，加强了对司法检验鉴定人员的管理；在

司法检验鉴定程序上出台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试行)》，对司法检验鉴定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

定，规范了司法的检验鉴定工作。而我国的海洋

执法检验鉴定工作在这些领域皆是空白，制度建

设较为薄弱，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的开展无据可

依、无法可行。建议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能够

借鉴司法检验鉴定工作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起

草我国相关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程序、检验鉴定人

员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规范我国的海洋检

验鉴定工作，完善我国海洋检验鉴定执法工作制

度。

2．重新审视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的地位

海洋执法检验鉴定工作的好坏关系着海洋

污染损害案件查处率的质量，影响着海洋执法

监察的管理力度。然而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未将

其纳入到海洋行政执法工作中，而仅是等同于

其他一般科研或公益性工作，仅当溢油事故发

生时，才意识到需要运用检验鉴定技术来侦破

案件，而在事后又同事前一样放任自流，任其自

行发展，长期如此，一方面海洋检验鉴定工作得

不到良性的、系统的、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也

十分不利于海洋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顺

利推进。建议将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真正纳入海

洋行政执法工作中，使其成为海监队伍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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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5．加强海区检验鉴定中心能力建设

目前，海区检验鉴定中心虽然拥有一定数

量的先进仪器设备，从事海洋执法检验鉴定工

作。但是其能力建设与检验鉴定工作的实际需

求存在较大差距。能力建设跟不上，检验鉴定中

的很多工作无法开展，直接会影响到海洋执法

监察的查处力度。因此要加强海区检验鉴定中

心的能力建设，配备执法检查、检验鉴定必备的

取证设备和分析仪器，保障检验鉴定工作的顺

利开展。

4．完善海洋检验鉴定人才队伍建设

海洋检验鉴定工作迫切需要与高新技术和

现代化的手段措施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其技术

支撑作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手段的采用，往往

需要作风正、学历高、素质好、业务精的人才队

伍。2006年11月《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

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颁布后，对海洋工程污

染损害海洋环境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措施，

这对海洋检验鉴定技术水平提出了更大的挑

战，也进一步突显出我国海监总队执法管理技

术力量的薄弱，因此要加强检验鉴定技术交流

与合作，建立技术培训制度，提高海监执法业务

工作的技术含量，打造一支高素质、强有力的检

验鉴定队伍。

要加强海洋检验鉴定人员的管理。检验鉴定

人员作为海洋环境的法医官，应实行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和执业证书制度，做到获取相关资格，持

证上岗，以此规范海洋检验鉴定人员的职业资格

和执业活动，保证能够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涉

及的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定，确保

出具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高检验鉴定质

量，实现检验鉴定的科学、客观、独立、公正。海

洋检验鉴定工作是海监执法的基础，检验鉴定人

员履行海洋环境法医的职责，应被视为海监执法

队伍的成员，应享有相应的权利。

四、结束语

我国海洋检验鉴定工作的加强，将有利于完

善海洋行政执法监察工作的科学手段，提高海洋

行政执法案件司法质量，有效地解决处理效率低

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海洋执法监察

的力度，提高行政处罚的办案质量，这无疑将对

于海洋执法监察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完善

海洋检验鉴定工作，全面促进海洋行政执法工作

进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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