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权益保护与海洋竞争力培植

广东海洋大学  朱坚真  张庆霖  乔俊果  师银燕

摘要  南海海域面积占我国的三分之二, 在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远洋运输、国际贸

易、海域安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巩固基础海洋产业的同时大

力扶持海洋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培植核心竞争力,是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的

关键。

  一、南海概况

(一 )南海和南海诸岛。

南海又被称为 /南中国海 0, 是亚太地区面

积最大、周边国家最多的海区。南海濒临中国

大陆,东临菲律宾群岛, 南部是大巽他群岛, 西

部是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南海南北长约

1600海里, 东西宽约 900海里, 面积约 350万

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 1212米, 最大深度 5559

米。南海是相当大的深海盆, 大陆架以西南部

最宽,主要海湾有北部湾、泰国湾等, 主要入海

河流有珠江、红河、湄公河、湄南河等。

南海诸岛是中国南海上岛屿的总称。北自

北卫滩、南至曾母暗沙, 南北跨纬度 17b, 东西

跨经度 11b多,由暗滩、暗礁、沙洲和岛屿组成。

可分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等珊瑚群岛。

(二 )资源概况。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按一般海洋资源分

类方法,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资源主要有八类:

11海岸带区的土地资源。南海的广西、广

东沿海及海南省海岸带土地面积 2162多万平方

公里, 其中潮间带的滩涂约 2900平方公里,分别

占全国的 9136%和 13194%, 目前已经开发利用

59174%左右。

21港口资源。广西、粤西和海南岛的大陆

和岛屿岸线上, 共分布着 11个海港和港口, 其

中宜建设中等以上泊位的港址有 8处, 可建万

吨级以上码头的港口有钦州港、防城港、铁山

港、洋浦港等处。以海南岛为例, 其岸线长

1618公里, 海岸线系数为 010477, 在我国沿海

省区中居首位, 东部和南部曲折, 港湾较多。全

岛共有大小天然港湾 84个, 现有 18个港湾已

辟为港口, 还有 40多处潜在的港口资源有待

开发。

31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南海海域蕴藏

着丰富的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 是一个大有希

望的具有石油潜在能力的海区, 它与东海等组

成的亚洲大陆架是与波斯湾、墨西哥湾、北海等

地区齐名的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据初步

调查, 南海有 11个含油盆地, 250多个油气田,

其中天然油气田 72个, 气田 63个。我国学者

金庆焕估算南海主要盆地油气资源潜在量为

70718亿吨, 其中天然气为 5812万亿立方米,

石油为 29119亿吨, 探明可采天然气总储量为

4万亿立方米, 石油为 20亿吨。

41生物资源。南海的物种资源极其丰富,

已记录的物种数达 2800多种, 占全国 20 278

种的 1313%。按陈清朝的评估,南海中上层区

鱼年产量 114吨 /平方公里, 深海区 017吨 /平

方公里,南海按 350平方公里计算,年总产量可

达 945万吨, 最大持续鱼获量为 472万吨。如

以北纬 15b为界, 南北两区估计年产量各占一

半, 在北部陆架区年产量 130万吨, 其中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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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米以浅年产量 117万吨, 90米以深年产量

20万吨左右。

51海洋矿产资源。目前我国对海洋矿产

资源的勘探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仅在海洋带和

浅海区作了一些工作。在濒临南海的海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广东湛江沿海, 滨海沙矿资

源非常丰富, 主要有钛铁矿、锆英石、独居石、玻

璃石英砂。其中钛铁砂矿和锆英石矿探明储量

分别是 1429万吨 (占全国的 76% )和 145万

吨, 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钛铁矿、锆英石、独

居石、金红石和石英砂等矿常为共生和伴生, 形

成海滨复合沙矿床。

61海水化学资源。海水水体是一个巨大的

资源宝库,其主要有四点利用价值: 一是海水淡

化利用;二是海水直接利用于工业冷却水, 城镇

居民清洁用水及耐盐性农作物灌溉用水; 三是海

水制盐并发展盐化工业;四是海藻化工业。除此

之外, 海水化学工业还包括海水提铀、海水提重

水等, 都是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

71海洋能电力工业。在理论上有开发利用

价值的海洋可再生能源有潮汐能、波浪能、海流

能、温差能、盐差能等。从技术经济上综合分析,

潮汐能利用现实可行,其次是波浪能。据调查计

算,南海潮汐能资源蕴藏量装机容量为 84614万

千瓦, 年潮汐总能量为 21713亿千瓦时, 分别占

全国的 717%和 719%。

81海洋旅游资源。南海的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当今国内外旅游者所喜爱的阳光、海水、沙

滩、绿色和空气五大要素,构成了南海极富魅力

的热带滨海旅游特色。与渤海、东海、黄海相比,

南海旅游资源有如下特征:一是热带气候。大陆

沿海及海南环岛海岸带属季风气候区,兼有热带

向亚热带过渡的特征。夏不极热, 冬不甚寒, 是

我国 /天然大温室0, 可建成避寒冬泳旅游度假

胜地。二是有许多景区环境优美的海湾和海岛。

如北海市的白虎头、冠头岭,钦州至龙门七十二

泾内海风景区,湛江的南三岛海滨浴场和有待于

进一步开发的东海岛, 茂名的虎头山、龙头山和

水东湾旅游度假区, 海南岛的亚龙湾、大东海、东

郊椰林和石梅湾等。三是沿海及海洋珍奇动植

物。如环海的椰林, 红树林与珊瑚,在浅海陆架

栖息着鱼、虾、蟹贝和海藻等丰富多彩的海洋生

物,构成了奇特而优美的海底世界。四是海域面

积大,视野最深广。与我国其他海区相比, 南海

开发潜力大,可发展 /四沙0 (东沙、中沙、西沙和

南沙 )旅游,最远可至曾母暗沙。

(三 )价值概况。

11南海海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南

海地处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亚洲和澳洲的

/十字路口0位置, 其东北部的台湾海峡和西南端

的马六甲海峡横扼南北两端的出入口,有着极为

重要的战略价值。南海及其附近的群岛一起构成

了对亚洲大陆的包围圈,既是陆缘国家争夺海权

的必由之路,又是海缘国家争夺陆权的战略基点。

21南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价值。南海的渔业

资源极为丰富,东沙、西沙和南沙历来是我国重

要的海洋渔业产区; 南海各岛深厚而丰富的天然

鸟粪层 (优质磷矿 )是现代农业的三大肥料之

一,经济价值极高; 南海海底的油气资源更是引

人瞩目,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据国内专家的测

算,南海地区仅中国传统海域内的油气资源,按

目前世界市场最低价格估计约合15 000亿美元;

南海海盆附近还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核, 它是

现代电子、航天、精密机械工业所需的高级原

材料。

  二、加强维护南海权益,培植南海海洋

竞争力的迫切性

(一 )历史和现状。

南海大部分海域历史上就是我国的领海。

早在公元前 2世纪的汉武帝时代, 就有了我国人

民在南海航行和发现几大群岛的记载。宋、元、

明、清时期的史书都记载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到

南沙、西沙等群岛进行航行、捕鱼和开拓经营的

情况以及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岛礁的分布情况,

西沙群岛曾发现唐宋时中国人在甘泉岛居住的

遗址, 宋仁宗时曾有水师出戍西沙群岛。明清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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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更是将这些岛屿划归广东省琼州府万州管辖,

使之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清末之际, 出于对

西方列强的警惕, 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

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 1935年, 我国政府水陆

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的 5中国南海各岛屿图 6,

详细标明了南海诸岛的名称,并正式公布了南沙

群岛 96个地名的中英文对照表, 以申示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南海各群岛落入日寇手

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根据 1943年的

5开罗宣言6和 1945年的5波茨坦公告 6的精神,

于 1946年 11月委派高级长官率舰正式接管了

西沙和南沙,并在西沙和南沙两个最大的岛屿永

兴岛和太平岛重新树立了碑记, 派兵驻守。 1947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南海诸岛 170多个

岛、礁、沙、滩的名称,并于当年 12月公布了延续

至今的那一条翻开中国地图就赫然在目的南海

国界线。以上这些铁的事实均从不同侧面构成

了我国对南海诸岛绝对的、无可置疑的主权。

1968~ 1969年, 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发

表了有关南海油气资源远景诱人的报告, 立即在

全球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从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

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在南沙群岛附

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

求,南海地区的领土主权争议开始出现。目前,南

海已有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被他国控制,围

绕着南海主权的争端,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

(二 )加强维护南海权益, 培植南海海洋竞

争力的迫切性。

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的总称,包

括沿海国依法在管辖海域 (领海及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 )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

括对所属岛屿行使主权、管辖权和管制权;开发利

用海洋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在国家管辖海域

外 (公海、国际海底区域 )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等。

国家的海洋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有机体, 包括政

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方面的内容。

海洋竞争力是指竞争主体在海洋竞争中取得

持续竞争优势, 领先于对手达成竞争目标或取得

更大利益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按照竞争主体的差

异,可以将海洋竞争力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

前者主要指涉海企业的竞争力,后者指地区海洋

竞争力和国家海洋竞争力。应该说, 海洋竞争力

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 它不仅包含了海洋

经济竞争力,还包含了海洋管理竞争力、海洋科技

竞争力、海洋文化竞争力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海洋权益与海洋竞争力是相辅相成、互为因

果的。海洋权益是海洋竞争力的基础,海洋竞争

力是维护海洋权益的保证。

我国南海海洋权益保护和海洋竞争力目前

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 ( 1)海域划界和海

洋管辖权问题。中国在南海的政治权益是周边几

个海区中最为复杂的,它不仅涉及领海、专属经济

区的划界问题, 还有南海诸岛的主权争端和断续

国界线内的海洋权问题。 ( 2)岛屿主权争端。除

海域外, 我国还同领国存在岛屿主权争端。

( 3)海洋渔业所面临的问题。南海渔业权益所

面临的问题。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大多是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

以各国之间对于南海渔业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

( 4)海洋油气资源面临的问题。我国的南海油

气资源被邻国所掠夺开发。 ( 5)海洋科学研究

面临的问题。南海拥有非常丰富的海洋科学研

究资源,具有十分宝贵的科研价值。一些国家未

经我国允许,擅自进入我国管辖海域从事科学研

究,甚至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从事收集我国沿海

情报资料、侵占我国领土、蚕食我国海域的活动。

( 6)南海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各国对南海海

洋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使南海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受到了极大破坏,南海近岸环境不断恶化,

海洋环境保护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遗憾的

是,由于主权和利益的争端, 南海环境保护问题

始终未能列入各国的日程,大多数国家推卸本应

承担的责任,使得南海环境问题更近突出。

  三、南海海洋竞争力的分析

鉴于海洋竞争力是一个内涵非常庞大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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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本报告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南海每一个产

业或部门的海洋竞争力,现仅以足以体现南海竞

争力最为关键的两个部门竞争力 ) ) ) 经济竞争

力和管理竞争力来窥一斑而见全貌。

(一 )南海海洋经济竞争力分析。

海洋经济竞争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一

样,是属于无主体的竞争力,既可以是具体的 (即

与企业相联系 ) , 也可以是抽象的 (即与国家相

联系 )。事实上, 在讨论具体的海洋经济竞争力

时,常常引入的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范式,

故以下主要以分析产业的竞争状况来分析南海

海洋经济竞争力。

11濒临南海三省 (区 )海洋经济概括。广东省

的海洋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沿海地区榜首, 海

南、广西也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相比较于

环渤海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濒临南海的三

省区在总量上增速上还有较大的差距。

21海洋渔业。海洋渔业包括海洋捕捞和海

水养殖两个行业,濒临南海的三省 (区 )海洋渔业

在全国都保持着重要的地位, 北部湾是我国传统

的渔场。总体看来,三省 (区 )的海洋捕捞产量呈

逐年下降的趋势,海洋渔业已转向以养殖为主。

31海洋盐业。濒临南海三省 (区 )是我国重

要的海盐生产基地和盐化工基地, 但是多为初级

产品,盐化工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

41造船工业。濒临南海的三省 (区 )除广东

外,修造船工业很不发达, 技术水平低,仅限于修

船,造船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即使从全国来看,

广东的造船工业能力也仅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与

上海、辽宁、江苏等造船大省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51海洋交通运输业。濒临南海三省 (区 )海

洋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

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增长量较大, 多为远洋运输,

广州港、深圳港都位居全国十大港口, 深圳港

2004年进入世界十大港口行列, 显示出了很强

的竞争力。

 表 2 濒临南海三省 (区 )海洋产业总值 万元

      年份

省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广东 11141 57 15421 69 1693171 1935183 29751 50 30001 00

广西 1101 45 1211 14 150150 1211 6 1971 71

海南 701 23 1021 31 109144 2201 48 2751 00

 表 3 2003~ 2004年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生产情况

地  区
捕捞产量 (吨 ) 养殖产量 (吨 ) 养殖面积 (公顷 )

2003 2004 2003 2004 2003 2004

广东 18 190 663 1 710 884 1 973 006 2 106 986 216 763 221 247

广西 851 042 799 488 836 326 858 562 62 269 62 061

海南 895 610 990 365 149 518 160 155 16 765 17 717

 表 4 沿海地区海盐业生产情况

地  区
海盐产量 (万吨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 海盐生产面积 (公顷 )

2003 2004 2003 2004 2003 2004

广东 251 99 23154 0180 0180 6982 1699

广西 71 88 8191 0123 0130 1390 1751

海南 171 98 8154 0175 0127 3409 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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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海洋船舶工业生产完成情况

地  区

修船完工量 (艘 ) 造船完工量

2003年 2004年
艘 万综合吨

2003年 2004年 2003年 2004年

广东 249 237 19 23 441 78 47165

广西 62 5 0104

海南 65 23 6 01 06 0102

 表 6 2003~ 2004年海洋船舶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亿元

地  区
2003年 2004年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广东 501 00 9100 521 00 12170

广西 01 15 0105 01 58 0119

海南 01 12 0106 01 62 0120

 表 7 海洋货物运量 万吨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货运量 其中:远洋 货运量 其中: 远洋 货运量 其中: 远洋

广东 11 441 5218 10 945 6541 13 533 5686

广西 262 128 255 131 341 168

海南 1847 250 1951 548 1941 150

 表 8 海洋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周转量 其中:远洋 周转量 其中: 远洋 周转量 其中: 远洋

广东 221113 13251 0 22301 88 18821 44 27971 95 15801 87

广西 1019 71 1 121 56 61 97 201 48 91 12

海南 19411 341 8 2031 03 1021 54 1811 98 461 79

 表 9 海洋国际标准集装箱运量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广东 37113 26271 6 4751 7 30301 2 3871 1 29151 3

广西 417 421 9 61 6 571 6 141 2 1661 9

海南 1012 1041 5 141 6 2721 0 151 9 26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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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海洋旅客运输量和周转量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客运量

(万人次 )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

客运量

(万人次 )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

客运量

(万人次 )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

广东 1251 811 1337 7137 1454 81 33

广西 53 016 44 0140 48 01 54

海南 400 212 567 1180 585 11 69

 表 11 分地区沿海主要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箱数 (万 TEU ) 重量 (万吨 )

广东 121711 95951 9 16161 7 12 4711 4 199014 15 89014

广西 619 901 3 81 6 1121 8 1118 15014

海南 1617 2121 1 211 2 2841 7 2317 32915

  61滨海矿产开发。滨海沙矿工业过去几年

一直是三省 (区 )重要的海洋支柱产业, 但是随

着大规模开采对环境、岛屿的破坏, 滨海沙矿业

今后应该注意限制发展, 转而发展具有更高品

位、开发价值的滨海矿产资源。

 表 12 2004年海滨砂矿产量 吨

省区 广东 广西 海南

产量 822 887 257 860 541 910

71海洋油气开发。2004年广东开采原油产

量达 1481189万吨,产值 3 241 764万元;天然气

产量 435 408万立方米, 产值 243 576万元。广

东海洋原油出口量 2003年为 389117万吨, 创汇

额为 83 627万美元; 2004年为 373194万吨, 创

汇额为 99 337万美元。广东海洋石油也表现出

了很大的后备储量。

81滨海旅游。三省 (区 )具有得天独厚的滨

海旅游资源,是中国国内游客和境外游客的主要

目的地,近几年旅游业异军突起, 接待游客和旅

游收入都呈大幅度增长态势, 发展前景良好,具

有很强的竞争力。

 表 13 海滨砂矿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万元

地  区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广东 2435 12 588 16 005 852 5406 7103

广西 9333 4960

海南 33 062 25 061 37 127 11 571 8448 12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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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2004年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和产值

地  区 原油产量 (万吨 ) 原油产值 (万元 ) 天然气产量 (万立方米 ) 天然气产值 (万元 )

广 东 1481189 3 241 764 435 408 243 576

 表 15 海洋原油出口量及创汇额

地  区
2003年 2004年

出口量 (万吨 ) 创汇额 (万美元 ) 出口量 (万吨 ) 创汇额 (万美元 )

广东 389117 83 627 3731 94 99 337

 表 16 2004年海洋石油勘探工作量

地  区
地震测线 钻井 (口 )

二维 (公里 ) 三维 (平方公里 ) 预探井 评价井

广东 20 387 2376 12 8

其中:合作 0 0 4 2

 表 17 三省 (区 )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 万人

地 区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广东 12911 95 1109194 1513143

广西 71 95 3120 5191

海南 251 69 20184 24175

 表 18 2004年三省 (区 )主要沿海城市星级饭店基本情况

城市 饭店数 (座 ) 客房数 (间 ) 床位数 (张 ) 客房出租率 ( % )

广州 198 30 664 56 301 50164

深圳 170 27 864 46 592 66140

珠海 77 12 248 21 528 65103

汕头 43 5407 9924 50109

中山 39 3196 5649 53139

湛江 31 2991 6121 71192

北海 37 4542 8779 43169

海口 62 9974 18 091 61121

三亚 66 10 805 20 439 55199

 表 19 2004年三省 (区 )旅行社单位数

地 区 旅行社总数 (家 ) 其中: 国际旅行社 其中: 国内旅行社

广东 768 183 585

广西 361 54 307

海南 153 3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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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考虑, 广东应该属于我国海洋经济竞

争力强势地区,各个产业发展相对比较均衡, 在

全国位居前列, 但应该大力培植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确保领先的地位;而广西和海南则属于海

洋经济竞争力弱势地区, 产业发展不均衡, 短腿

很多,在全国也基本居于后位, 劣势明显, 应大

力发展海洋基础产业, 提高整体竞争力水平。

(二 )南海海洋管理竞争力分析。

11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变迁。

( 1)分散管理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 20世

纪 60年代中期, 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实行分散

管理方式。随着海洋管理工作规模的不断扩大,

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出现了海洋工作重复建设、

力量分散、管理不畅的现象。

( 2)海军统管阶段。 1964年到 1978年, 我

国海洋管理工作由海军统一管理, 成立国务院直

属的国家海洋局。这一阶段,通过集中全国海洋

管理力量,统一组织管理全国海洋工作, 我国的

海洋科研调查和公益事业, 特别是国防建设事业

有了重大发展。此时的海洋管理体制仍是局部

统一管理基础上的分散管理体制。

( 3)综合管理推进阶段。 1978年到现在, 我

国海洋管理工作一直由国家海洋局负责, 对海洋

管理工作进行统一和协调。改革开放后, 国家海

洋局改为由国家科委代管, 并被赋予了海洋行政

管理和公益服务的职能。这一时期的国家海洋

局会同地方海洋管理机构作了大量的海洋资源

开发和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1988年国务院机构

改革后,国家海洋局被正式赋予海洋综合管理的

职能, 开始了我国海洋事业的相对统一管理时

期。这一时期制定了海洋管理的综合政策和法

规,开展了以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

卓有成效的综合管理工作, 同时还建立发展了一

整套为海洋事业各项工作直接服务的海洋工业

服务和科技调查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海洋事

业的整体发展。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 国

家海洋局的基本职能被调整为海洋立法、规划和

管理三项职能, 其基本职能发展为海域使用管

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海洋国际合作、海

洋减灾防灾以及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六个方面。

21南海海洋管理的现状。

( 1)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国家海洋局南

海分局成立于 1965年 3月 18日, 是国家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派驻地方的负责南海地区海洋管理

的机构,主要进行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

洋环境的调查、监测; 进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

护工作,参加海区重大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发

布通报;进行海域使用监督管理, 审批海区海底

电缆、管道和海上人工构造物的设置;指导本海

区的海洋行政管理工作,协调海区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等。南海分局机关内设 12个职能处室, 另

有直辖 15个处级单位; 南海分局现有职工 1421

(编制 1790人 )人, 其中科技人员 614人, 船员

365人。拥有海洋水文、化学、地质、气象、生物、

遥测浮标、海洋计量检定、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

洋信息服务等专业队伍,并有遍布在两广的沿海

观测站网和遥测海洋环境数据的浮标网, 装备比

较先进的中国海监第七、第八支队,拥有 11艘集

海洋执法和科研调查为一体的执法及科研调查

船只。

( 2)中国海监南海总队。根据国务院赋予

国家海洋局 /负责组建管理中国海监队伍,依法

实施巡航监视、监督管理、查处违法活动 0的职

责, 1998年 10月 19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正式批准成立 /中国海监总队 0。 1999年 5

月 7日国家海洋局印发了中国海监总队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标志着中国海监

队伍的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中国海监总队下设三个海区总队, 中国海监南海

总队成立于 1999年 8月, 2000年 4月 26日在

广州正式举行了挂牌仪式。中国海监南海总队

内设 5个职能处室, 直辖第七、第八、第九支队以

及南海航空支队。目前南海总队初步建立了一

支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海洋新秩序相适应的

海上巡航执法监察队伍;建立了海空、海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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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信息网络传输系统以及海洋违法违规事

件举报系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实施海洋管

理和执法监察提供依据;掌握我国海域的资源开

发活动和环境状况, 对海洋实施科学的动态

管理。

( 3)南海两省一区地方海洋管理机构。改

革开放后,随着南海两省一区沿海经济的快速发

展,沿海地区特有的环境条件和便利的进出口口

岸,已成为众多投资者的首选之地, 海洋产业产

值在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

大,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海洋,于 20世纪 90年

代初、中期先后成立了隶属省 (市 )科委或省

(市 )政府的海洋综合管理机构, 之后沿海地

(市 )、县也相继成立了与其对应的海洋管理机

构,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方海洋管理

体系。

31南海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竞争力分析。综

合的管理思维在科学范式上区别于分析式的管

理思维,其考虑的是管理对象的整体性和复杂

性。综合的管理思维来自现代科学,产生于现代

管理实践,但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尚未成为

与管理对象的实际相一致的思维定势。确立综

合的管理思维对于重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建立现

代行政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国海洋发展和海洋管理的战略目标

是:成为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综合力量强大、在国

际海洋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海洋强国; 海洋经

济规模大、结构合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

部分; 海洋综合力量强大,能够保证领海和岛屿

领土主权不丧失、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不受侵犯、全球海上航线安全; 在东亚

地区海洋事务中享有主导权,在全球海洋事务中

享有重要的发言权; 全面恢复近海海洋环境质

量,对整个中国海的环境能够实施有效的监控。

这一战略目标正是根据当前世界海洋产业发展

大环境以及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制定的,准确

地体现了海洋产业在 21世纪对我国社会、经济、

军事的重要意义。这一战略目标的制定给我国

海洋管理工作指明了历史责任和前进方向, 也是

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确定的根本依

据,是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竞争力发挥的根本

中心。

其次, 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外在表现形式:

管理模式和机构建制。目前南海海洋管理体制

的管理模式是局部的统一管理与整体分散管理

相结合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模式。虽然这一管

理模式在几十年的海洋管理工作中沿用至今,

并为我国海洋管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

是, 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海

洋管理模式相统一综合管理模式发展的趋势愈

来愈加明显, 我国现行的海洋管理体制模式也

日益暴露出弊端和不足, 不能够适应海洋管理

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同时以此模式为基础设置

的海洋管理机构体系也呈现多部门分散管理有

余、统一管理综合协调不力的尴尬局面, 不能实

现对我国海洋权益、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

执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和有机结合。可见, 南海

海洋管理体制中的管理模式和机构建制竞争力

因素已经不能保证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竞争

力的充分发挥。

再次, 南海海洋管理体制的内在实现条件:

制度安排和权责层次。目前南海海洋行政管理

体制中,以国家海洋局为中心的海洋管理体系的

制度制定 (包括相应的海洋管理法规、程序和规

范的制定 )在现有基础上能够发挥协调体制秩

序、保证海洋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作用。然而,

在南海海洋管理体制的权责层次划分上却暴露

了与实际管理需求不协调的矛盾。在总体上,由

于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是统一的自然单元, 海洋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本应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统一管理, 但目前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

两部分的管理权利和责任分属于国家海洋统一

管理体系外的管理机构中,而且国家海洋局南海

分局的权责层次较低,无法实现有效的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的管理协调工作, 从而造成目前尚未

形成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相统一的战略目标和

18

2007年第 46期 (总第 2102期 )



规划的局面。在局部上,由于对海洋战略目标的

认识不一致,对海洋管理工作的认识不一致, 造

成一些涉海部门和地方涉海机构权利与责任脱

钩,使一些问题无人管理而一些问题又出现多头

管理。总之,权责划分没有以战略目标为依据或

者划分不清晰,都将严重影响海洋管理体制实现

职能的有力执行、信息的畅通传递和运行秩序的

良好协调, 从而无法实现海洋管理体制的竞

争力。

最后,南海海洋管理体制的具体实现条件:

管理方式和人员配置。目前,以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为主体,以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的现代行

政管理方式正在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中逐步形成。

海洋管理体系中的人员配置以人员的专业化、年

轻化为原则,不仅有利于当前海洋管理工作的进

行,更为实现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可靠

的人才保证。目前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中所使用

的现代化、服务性行政管理方式与专业化、年轻

化的人员配置正体现着体制的竞争力。

  四、维护南海权益,增强南海海洋竞争

力的路径

维护南海海洋权益,增长南海海洋竞争力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各个方面的通力配

合,切实解决南海目前经济上不强、体制上不顺、

执法力量薄弱的情况。

(一 )法律对策 ) ) ) 建立健全国家海洋法律

制度。

当务之急是加强海洋立法, 健全海洋法律

制度, 依法维护海洋权益。 5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6 (以下简称 5公约 6 )明确提出, 沿海国家要

制定各种法律法规, 保证履行 5公约 6规定的各

种权利和义务。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 各国制

定的海洋法律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基本海洋法

规, 如美国的 5外大陆架土地法 6、5美国专属经

济区宣言 6等; 二是专项海洋法规, 如美国的

5海洋资源和工程发展法 6、5石油污染条例 6,

韩国的 5海洋开发基本法 6等; 三是区域性海洋

法规,如美国的5海岸带管理法 6、法国的 5海岸

带整治、保护及开发法 6; 四是地方海洋法规,

主要是各国地方政府 (州、地、县 )根据国家海

洋法,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法规、条

例和实施细则。

我国海洋立法尤其是专项海洋法规的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不适应我国海洋开发的

需要,涉海行业、部门或地区之间海域之争等调

解无法可依。因此, 只有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才

能依法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以及作为与邻国划

界和解决争端谈判的法律依据,任何延缓都意味

着推迟或暂时放弃对海洋权益的主张。缺乏法

律的支持, 只会对当前日益尖锐的南海形势带来

十分不利的影响。

11制定领海法实施细则和专项规定, 明

确领海法的执法机构, 行使对领海及其海床、

底土以及其中所有的自然资源、领海上空的主

权,在毗连区行使防止和惩治在中国领土范围

内违犯中国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法律的

犯罪行为。

21制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细则和专

项规定,明确执法机构,维护相关权益。

31研究维护南海断续国界线的性质, 行使

在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维护断续国界线内历史

性权利。

41制定关于通过海峡的过境通行法律和规

章,对航行安全和海上交通进行管理。

(二 )政治对策 ) ) ) 加大政治主张, 防止南

海问题的多边化和国际化。

利用中国渴求和平环境而采取的克制立

场, 周边国家纷纷采取单方面行动,除千方百计

巩固其侵占的主权属于中国的岛屿外, 还妄图

侵占附近海域。从目前的情况看, 中国与周边

国家之间的岛屿之争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和平解

决, 海域划界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维

护海域权益的斗争肯定是长期任务。为此, 中

国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和通过各种可能的途

径, 防止和遏制事态的发展,为今后解决争端提

供较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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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区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的现象, 我国应

坚决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反对非东南亚国家

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反对在这一地区建立可

能对我国解决南海争端产生消极影响的组织及

安全合作关系; 不同意建立东盟为一方、中国为

另一方的磋商南沙问题的专门机构; 同时, 也要

反对南极模式、北海模式或其他任何旨在使南沙

无主化或主权多极化的解决方案及企图, 要积极

同相关国家进行协调商谈, 强调 /双边谈判 0的

政策并付诸实施,注意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

歧,尽力避免东盟各国联合对付我国或相关国联

合区外大国对付我国的局面。中越北部湾划界

的解决方式是,同时签署 5划界协定 6和 5渔业合

作协定 6,这一方面解决了边界争端, 另一方面又

促进了共同合作, 这种一举两得的模式值得提

倡。目前,中越之间在完成陆地边界、北部湾划

分的谈判后,先着力于海上问题谈判。诚如一位

权威人士所言,双边渠道是处理南海争议的合适

途径。

(三 )经济对策 ) ) ) 坚持共同合作的和平政

策,实施海洋开发计划。

为了促进南海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共同合

作 0应成为南海政策的重要内容。鉴于东盟组织

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已成为

影响南海开发的重要外在因素, 必须积极发展、

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互利友好合作, 加快同东盟国

家的谈判进程,和平开发利用南海。我国目前对

南海的开发缺乏高层次的规划和协调机制,缺乏

长远的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海洋

资源开发计划, 集中全国的财力和技术力量, 优

先开发有争议的地区。南海资源若得不到及时

的开发,若干年后,这些资源转化而成的滚滚财

富就会流入他国的国库。据美国 2002年统计,

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 200万桶,每年产出天然

气 215亿立方英尺。按此计算,南海油气不到 20

年就会采掘殆尽, 海洋资源开发已是时不我待。

我国现在每年进口原油耗资高达 400余亿美元,

不仅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 也大幅度降低了我

国的能源安全系数。因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应

坚持有节制的实际活动, 在南海海上的一切活

动,包括航行、渔业、油气和其他资源的勘探和开

发、海洋科学研究和调查、海上旅游等应正常进

行,并由海军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 确保在南海

上的实际利益。

11鼓励渔民前往我国的传统渔场捕鱼。在

同对方国家确定海上边界之前,我国渔民应继续

前往我国的传统渔场进行捕捞,不论该区域是否

为争议区。

21坚持海洋资源的勘探和调查。为维护我

国油气资源权益,体现我国在南海海区的存在和

管辖权,在同对方国家确定海上边界之前,必须

坚持我国在管辖海域 (包括争议区 )的油气资源

调查、勘探和开发。

31坚持海域科学考察活动。坚持派科学、

渔业和矿产资源各类调查船前往我国在南海管

辖海域 (包括争议区 )进行科学调查活动。

41选择不同国家进行海域环境保护等非敏

感性问题合作,以便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

信任关系, 寻找各方利益的结合点, 促使各方保

持克制的立场, 妥善解决争议区问题。

(四 )军事对策 ) ) ) 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正

确对待挑衅。

鉴于我国的南海领土实际上已经处于被瓜

分的现状, 我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人民的安全负

责。长期奉行的陆地战略,使海上力量的发展受

到很大的制约, 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是当务之

急、势在必行。若没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为保

障,祖国的领土完整就无从谈起, 海洋权益就难

以维护, /海洋强国 0之梦就永远难以实现。对

待入侵者应给予适当范围的军事打击,向全世界

表明我们严正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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