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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成：深化海洋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蓝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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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合海洋执法  强化海洋管理 

  我省自1996年以来建立“海加渔”形式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目前，省及沿海设区的市、县(市、区)基本上

都成立了海洋与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实践证明，这符合国际上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的趋势，符合我省现阶段海洋生

产力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的特点，弥补了单纯行业管理体制的不足，今后应当进一步巩固、加强、丰富、完善。

最近一次机构改革，赋予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洋利用、海洋防灾减灾、海岛管理等新职能，有待抓好落实。 

  山东是个海洋大省，海岸线长3354公里（新修测的数据），占全国岸线的六分之一，管辖海域面积17万平方

公里，与山东陆地面积相当，从业海洋机动渔船6.8万艘，渔港码头245处，从业渔民上百万人。海洋与渔业的管

理涉及面广，管理环境条件差，利益矛盾突出，执法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我省已颁布五部海洋与渔业法律法规，

其管理范围既涉及与韩国、朝鲜、日本的涉外渔业管理，又有担负管辖海域的海上安全管理、维护生产秩序管

理、港口管理、海域开发与保护管理、海岛管理、海底光缆和管道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水产食品安全管理

等。目前我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有四支队伍（海监、渔政、船检、渔监），3000多名执法人员，各自依法履行

职责。由于执法管理任务繁重、执法力量分散，管理手段落后，与海洋与渔业大省的地位和所担负的不可替代的

管理任务不适应，强化海洋执法队伍和执法手段建设势在必行，成为当务之急。建议借鉴广东、福建、浙江、辽

宁等省经验，整合海上执法资源，组建四位一体的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局（总队），以提高执法效能，降低执

法成本，更好地蓝色经济区建设保驾护航。 

  另外，我省海洋综合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比较薄弱，有的方面还是空白，亟待加强和完善。建议适应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战略和规划研究的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我省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成立山东省海洋规划研究院、山

东省海洋工程咨询院等为海洋综合管理服务的科技支撑体系。 

    二、优化海域资源配置  强化集中集约用海 

  近年来，我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科学管海用海之路，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推进用海方式从分散粗

放向集中集约转变的新理念，并编制全省集中集约用海总体规划及多个集中集约用海区的区域建设用海规划，为

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保护海岸线，合理配置海域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海洋产业聚集区，搭建蓝色经济发展新载

体、新平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海洋局已将我省作为全国集中集约用海示范区，给予大力支持。 

  目前，推进集中集约用海需要在海洋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出台鼓励集中、限制分散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建议采取如下四条对策： 

  1.省成立集中集约用海领导机构。鉴于山东集中集约用海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策，拟成立省政府集中集

约用海领导小组，出台海域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与政策指导意见，指导全省海域资源合理配置的筹划与运

作。 

  2、集中集约用海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必须坚持政府领导、市场主导、企业运作。我省可借鉴天津滨海

新区、河北曹妃甸填海造地市场运作经验，把填海造地与基础配套设施同步进行，省和重点地市成立造地公司，

隶属政府或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司承包，造出土地归政府所有，用海企业通过招标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 

  3、鼓励集中，限制分散。对于集中集约用海地区在用海指标上进行倾斜，优先予以保障，并实行特殊的海域

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除上缴国家财政的30%以外，可以考虑制定省内地方减免海域使用金、生态补偿费

等，如省内留成70%部分，大部分返还给填海造地企业，调动企业集中填海积极性；对于分散用海项目提高门槛，

采用加收生态补偿费等政策性措施限制审批。 

  4、简政放权，鼓励高涂用海。我省淤涨型高涂约600万亩以上，鉴于国家对高涂没有政策规定，我省可制定

特殊政策，可将高涂用海定性开放式用海，简化程序，加大市县的审批权限，保证建设需要。 

    三、推进海域使用权物权化  扩大融资渠道 

  《物权法》规定海域使用权是用益物权。但是，目前海域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还没有全面实施，这是海洋

管理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建议下一步的工作着力点选择在：第一、积极推动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近年来我

省已办理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约30亿元，若全面推开，将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的金额，对于蓝色经济发展融资作

用巨大。第二，海域使用权直接进入规划建设程序，真正实现与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效能。填海造陆及其附属建筑

物、构筑物，对于海洋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应当遵循海洋自然规律，继续按照海洋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这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目前可以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向面上推开。 

        （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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