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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和谐 率先发展海洋经济要突破海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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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海洋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总体来说，以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为标志山东海洋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在这新形势下，海洋开发、管理保护的政策和环境条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直接表现为海洋资源环

境压力增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海洋管理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这虽然对全面提升海洋管

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更对加强海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形势概括起来集中表现为五个突出特

点。 

(一)海洋经济迅速升温，海洋管理社会关注度显著提高。今年5月中旬，以我省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一个新的海洋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正在到来。应对海洋热的到

来，各级政府不单高度重视海洋开发，也会更加重视海洋保护与管理，开发与保护，储备与利用的矛盾会

更加突出。象管理土地一样管理海洋、象管理陆地环保一样管理海洋环保将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热点，也成

为科学、和谐、率先发展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内容。 

(二)建设用海规模突增，全年将在高位运行。 2002年以来全省填海项目呈上升趋势，填海面积主要

集中在港口板块，占填海面积57％。填海区域主要集中在青岛、威海、日照、烟台，其中青岛约占全省一

半。填海造地突增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指标高度紧张，而用海尚无指标限制。二是沿海各级政府

高度重视港口板块经济，工业用海项目异军突起。这种发展态势会随着土地宏观调控措施的强化而将热点

转向海洋，综观全年填海规模将在高位运行。 

(三)海洋环境质量喜中有忧，海洋突发性事件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几年来我省

近岸海域虽然以清洁、较清洁为主，但近岸湾口地区海洋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

本改善。二是海洋突发事件明显增多。海上溢油事故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在烟台、威海附

近海域连续发生多起船舶碰撞溢油污染海域重大恶性事故，给局部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三是风暴

潮等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严重。受温带风暴潮侵袭，我省沿海地区尤其烟台、威海沿海地区发生了数十年一

遇的严重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3 0多亿元。 (四)用海热点呈上升趋势，和谐海洋建设地位凸显。最

近启动的全国第二次土地普查，可能涉及到沿海滩涂。青岛出现海域滩涂性质争议。海域证换土地证之

后，是否收取土地出让金尚未达成一致。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宗用海相关利益者的信访事件，反映到国家

部门。这虽然尚未形成面上的问题，但值得弓l起高度重视。 

二、对策建议 

在省委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思想理论指导下，按照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要求，创

新管理理念，规范管理标准，延伸管理内涵，加大管理力度，突出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围绕富民强省战略，进一步提升海洋管理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海域法实施以来，在不到六年的

时间里全省海域提供了6万多亩的建设用地，吸引100多个大项目落地，如果按青岛经济开发区每提供一亩

土地能带来300万招商投资计算，为沿海地区带来1800亿元招商投资，并形成了巨大的港口板块经济群，

这对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意义不可低估。今后三年、五年、十年，在保护好海洋环境的前提下，还

能提供多少建设用海，哪些是必须要保护禁止开发的、哪些是限制开发的、哪些是优先开发的，值得下功

夫加以分析研究，这是一篇大文章。建议将海洋管理更多地推进在政府工作层面上运行。适当时机召开一

次全省海洋管理工作会议，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洋功能区划、规划及依

法用海情况负总责。会同省监察厅制定海域使用违法违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并实施督察，严肃查处未批先

用、少批多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快功能区划和规划建设，为科学用海夯实基础。 

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规划、海洋环保规划，都是科学用海的依据。力争在两年内省政府全面批复

市级功能区划和完成海域使用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用具有一票否定的用海制

度。而海域使用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则是我们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域使用实行总量控制、排海污染

物总量控制的总抓手。海洋主管部门要加大功能区划审批推进力度，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



两个规划。同时，搞好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贯彻实施，开展海域生态修复与治理，有效改善海洋生态环

境。 

(三)严把建设用海“闸门”，规范建设用海管理 

加大与省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重大建设项目用海事先应当进行预审，对项目选址、用海规模认真听

取专家意见，严格按规范程序办理。加大与省环保局的沟通协调工作，对项目的预审，要依据减排指标、

政策规定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 

严格执行海域使用现场勘察制度，每宗项目用海在受理之后必须进行现场勘察，全面真实地掌握用海

信息。严格执行海域使用和填海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制度，使监管活动贯穿于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完善填

海项目海域使用权注销登记制度，为填海工程划一个圆满句号。加强对海域论证和环评资质单位的管理，

建立量化考核和淘汰制，保证论证评价质量。 

(四)加大海洋管理机制建设研究力度，运用经济和行政杠杆调控海洋管理 

重点研究五项管理机制： 

1、研究合理用海机制，促进海域使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研究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开辟新的生态修复基金。 

3、研究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机制，提升海域使用价值。 

4、探索合理的用海补偿机制，保护失海者权益。 

5、建立健全海域使用招标拍卖机制，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海域资源。 

(五)加强海洋管理基础工作和支撑体系建设 

加快海岸线修测工作，提请政府公布海岸线，界定好与土地、水利等部门的管理界线。开展海域使用

普查工作(与“908”专项结合)，重点是建设用海普查和养殖用海普查，为制定规划提供依据。 

进一步转变职能，把技术性工作交给技术单位和专家去做，并保证其经费，管理部门集中精力抓宏观

管理，审核把关，指导协调。 

加快组织实施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建设，为海域使用管理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强化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全面做好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推进《山东省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山

东省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山东省风暴潮、海啸、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和《山东省油指纹库溢油鉴定及

应急处置体系建设规划》、《山东省海洋灾害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的实施。 

 

（作者谈山东海洋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及对策建议 200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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