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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行政管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理论篇，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科学的成立及其基本学术范畴，是为全书的理论基础；第二部
分为主体篇，主要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及其工作机制、海洋立法管理、海洋政策与战略等行政主
体运作方面的理论问题；第三部分为对象篇，讨论实施海洋行政管理的对象及具体内容，主要介绍海
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环境管理的内容。
这种结构安排，主要在于构建起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对海洋行政管理实践面临的重大问
题提出我们的观点或理清分析思路，并不一味追求系统全面的叙述。
对于许多海洋行政管理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而言，这只是一个导论。
法律、法规是国家实施海洋管理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手段，为此；我们特将国家有关海洋行政管理的重
要法律、法规名录作为附录排于书后，便于读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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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第一章 海洋行政管理学基础
第一节 海洋实践活动的特点
一、人类海洋实践活动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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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价值观念
二、海洋管理意识
第三节 海洋行政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一、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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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行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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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行政管理体制
第一节 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
一、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
二、海洋行政管理主体
三、海洋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原则
四、海洋行政管理职能的配置
五、海洋行政管理的实际运作
第二节 海洋行政管理的体制类型
一、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
二、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的经验总结
第三节 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
一、海洋行政管理的制度环境
二、我国政府海洋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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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职能机构
第四节 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沿革
⋯⋯
第三篇 海洋行政管理的实施对象
附录 国家海洋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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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海洋事业迅速发展，同时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也处于转换和重新配置
时期，明确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的任务十分重要。
根据海洋行政管理的根本目标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基本方面。
　　（一）维护海洋权益　　海洋权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代表国家行使领海主权，防止来自境外的侵犯、侵占、损害和境内外人员对主权海域的非法
利用；推动国际海洋事业的发展以及国际海洋法的制定与完善，支持本国有关部门对国际公海的科学
考察与开发利用。
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机关行使政府权威，公正处理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维护
各海洋活动主体的正当权益。
　　（二）协调各种海洋活动主体的利益关系　　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是互相影响和互相联系的，但海
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总是一个一个的利益主体的具体行为，不同利益主体因利用共同的海洋对象而发生
矛盾冲突。
比如围海造地或修筑码头港口等，就会影响捕捞养殖以及晒盐等传统形式的海洋经济，甚至剥夺一些
人世世代代“靠海吃海”的权利。
解决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纷争，自然的方式是靠冲突各方实际力量的角逐；自由主义的方式是通过博弈
来达到关系各方利益平衡的某种制度安排；理性的方式是通过凌驾于冲突各方利益之上的公共权威—
—主要指国家机关——用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来解决。
姑且不论哪一种方式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从海洋实践活动的特殊性来看，在强调海洋资源归国家所
有，强调“依法治海、科学管海”的今天，国家海洋行政部门行使解决海洋利益冲突的权威，这是义
不容辞的。
　　海洋资源的利用是可以交叉进行的。
一片海域，可以作为航道或者旅游资源来开发，也可以作为海上养殖或渔业基地来建设，还可能是因
为海洋环境、生态资源、历史文化遗迹等需要特别加以保护的区域。
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维持海洋资源的再生和生态与环境的平衡，这已是当今世界的共识。
但追求直接利益的海洋活动具体行为主体，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多不会考虑或不愿考虑。
这就形成海洋行政管理机关的任务，即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运用公共权威去合理确定海域的功能区
划，控制海洋产业的布局和规模，制定涉海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防止污染海洋环境和对资源的破
坏性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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