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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我国现行海洋管理体制，分析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对国外跨边界区域海立
法的执行体制、跨国界区域海立法的执行体制和国内外流域立法的执行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阐明
了渤海区域立法应当贯彻综合管理原则。
本书提出法的运行体制、执行体制和执行权模式等概念，在阐述一般法的运行体制原理的基础上，提
出了渤海管理法应当选择相对独立的运行体制的建议；在概括一般法的执行体制基本模式，评析渤海
管理中现行法的执行体制，分析渤海管理法执行体制设计应考量的因素的基础上，阐述了渤海管理法
的执行体制设置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渤海管理法的执行体制设计方案：在对执行权模式做概念阐释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总结出执行权模式的基本类型之后，提出了环境法适合“权力责任法”模
式，渤海管理法应采用“权力责任法”模式的观点，并为渤海管理法的“权力责任法”模式的构建设
计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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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学科间的综合。
海洋综合管理实际上是科学工作者与决策者之间的综合。
科学工作者由于所从事的学科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观察、分析角度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也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他们之间也会产生矛盾。
如海洋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注重的是对海洋自然现象的实证分析，看重的是人类行为对海洋自然体
的影响；而海洋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关注的则是涉海人员的行为，看重的是人对海洋环境、资源与生态
的影响。
同时，海洋科学工作者与决策者之间，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他们之间也会产生一些矛盾，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
　　从海洋综合管理的作用范围来看，“综合”包括：　　（1）陆地与海洋的综合。
海洋是一个水体，但海洋综合管理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海洋单方面的问题，还必然涉及陆地问题。
陆地与海洋的综合，一方面表现为实施海陆一体化开发的战略；另一方面表现为海陆综合治理。
因海洋经济的发展必须以陆地为依托，海洋开发向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海洋产业群逐步增殖扩大
，它们对陆岸基地和腹地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同样，陆地开发建设活动必然对海洋开发提出更高的
要求，向海洋要生产和生活空间，要食物和水资源等。
因此，需要根据海陆一体化的战略，统筹沿海陆地区域和海洋区域的国土开发规划。
同时，陆上活动和海上活动，如水质、渔业生产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
而且，许多海洋问题就是由于陆地问题引发的，如陆地企业向海洋排污行为造成海洋水质下降，环境
污染，本着从源头治理的原则，需要陆地和海上协调与合作，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2）海洋资源利用的综合。
海洋资源的空间立体化程度高，单一功能的开发往往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应该对海洋资源
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实现海洋多目标、多层次的开发，提高开发利用效率；对海洋开发利用项目进行
统筹安排和合理的海域生产力布局，建立合理的海洋开发利用结构，发挥海洋资源空间整体效益；海
洋资源的开发量与保有量综合考虑，使海洋资源有序开发，为资源利用代际公平提供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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