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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渤海管理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方案选择》以渤海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出发点，以为渤海提供有效的
法律保护为目标，从渤海管理的事务范围和空间范围两个维度对渤海管理法的调整范围进行分析和论
述。
渤海管理的事务主要包括污染防治、资源开发与管理、自然形态的保全以及生态保护等，而渤海管理
的空间则包括渤海海域、渤海近岸陆域以及渤海入海河流全流域。
两者密切相关，渤海管理事务固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而空间的不同致所涉管理事务也存在
差异。

据此，徐祥民等教授专著的《渤海管理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方案选择》综合考量渤海的事务管理范围和
空间管理范围因素，对渤海管理法调整范围在立法方案的基本选项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并为此提供立
法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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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祥民(1958——)，又名徐进，山东汶上人，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法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海洋大
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澳海岸带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多次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多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
科学报文摘》等转载。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获得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和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称号。

申进忠(1969——)，河北省大城县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参与教育部、国家海洋局、国家质检总局等多项研究课题，在《法学论坛》、《南开学报》、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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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渤海保护的事务范围
第一章  渤海污染防治 
  第一节  渤海自然环境 
    一、渤海是典型的半封闭海 
    二、渤海的自然环境特征 
  第二节    渤海污染状况 
    一、渤海总体污染状况  
    二、渤海污染源
    三、渤海污染的地域分布
    四、渤海污染严重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渤海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
    一、多源污染多方防治
    二、控制排海污染物总量
    三、利用多项技术治理污染
第二章  渤海资源开发与管理
  第一节    渤海资源与开发利用状况
    一、渤海生物资源
    二、渤海矿产资源
    三、海水资源
    四、海洋能资源
    五、渤海空间资源
  第二节    渤海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
    一、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减少、质量降低
    二、海洋矿产资源破坏严重、利用率低
    三、海水资源综合利用重视不够
    四、海洋能开发利用不足
    五、渤海空间资源开发利用负荷过重
  第三节    渤海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任务
    一、合理开发并修复渤海生物资源
    二、有序开发渤海矿产资源
    三、促进海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四、加快开发利用渤海海洋能资源
    五、减负荷利用渤海空间资源
第三章  渤海自然形态的保全
  第一节    渤海的自然形态  
    一、渤海海岸
    二、渤海的岛屿
    三、渤海的海底地形地貌
  第二节    渤海自然形态的改变
    一、自然岸线受到破坏，海岸线缩短和平直化，海岸侵蚀现象严重
    二、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天然湿地受到破坏  
    三、海岛地形地貌受到破坏，一些海岛消失
    四、渤海海底地形地貌的改变
  第三节    渤海自然形态保全的主要任务
    一、减少对自然岸线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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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止海岸侵蚀
    三、保全渤海典型自然岸线、自然湿地和海岛
第四章  渤海生态保护
  第一节  渤海生态状况  
    一、渤海的初级生产力
    二、渤海的生物组成   
    三、渤海典型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特点 
  第二节  渤海生态问题 
    一、渤海近岸海水受到污染，富营养化严重，赤潮频发 
    二、渤海入海径流减少，低盐区面积严重萎缩，生物栖息环境受到破坏 
    三、渤海初级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质量降低 
    四、渤海典型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生物多样性低，状态不稳定 
  第三节  渤海生态保护的主要任务   
    一、根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保护和修复渤海重要生态功能区  
    二、保护渤海生物多样性 
    三、建立海洋保护区，保护渤海典型生态系统  
    中篇  渤海保护的空间范围
第五章  基于渤海海域的渤海保护 
  第一节    渤海海域开发利用概况 
    一、海洋渔业 
    二、海洋交通运输业   
    三、海盐业
    四、海洋油气业
  第二节  渤海海域开发利用对渤海的影响
    一、渤海海域开发利用的影响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二、渤海海域开发利用对渤海影响的多样性  
    三、渤海海域开发利用对渤海影响的整体性与互动性
  第三节  基于渤海海域保护的任务、途径和措施
    一、渤海海域保护的主要任务
    二、渤海海域保护的基本途径
    三、渤海海域保护的基本措施 
第六章  基于近岸陆域的渤海保护
  第一节  渤海近岸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天津市  
    二、大连市   
    三、营口市
    四、盘锦市
    五、锦州市
    六、葫芦岛市
    七、秦皇岛市
    八、唐山市
    九、沧州市
    十、滨州市
    十一、东营市
    十二、潍坊市
    十三、烟台市
  第二节  渤海近岸陆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渤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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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渤海近岸陆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  
    二、渤海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及其对渤海的影响
  第三节  基于近岸陆域渤海保护的任务、途径和措施
    一、近岸陆域渤海保护的主要任务
    二、近岸陆域渤海保护的基本途径
    三、近岸陆域渤海保护的主要措施
第七章  基于人海河流全流域的渤海保护
  第一节  渤海入海河流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辽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三、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第二节  渤海入海河流全流域对渤海的影响
    一、黄河流域状况
    二、辽河流域状况
    三、海河流域状况
  第三节  基于入海河流全流域渤海保护的任务、途径和措施
    一、污染治理 
    二、资源保护
    三、生态保护
    四、自然形态保全
    五、综合评价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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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近年来，无机氮污染的海域面积持续上升，由2003年的0.37万平方千米增至2005年
的0.63万平方千米。
活性磷酸盐浓度变化幅度较大，1989年至2003年，活性磷酸盐污染的海域面积显著降低，2004年和2005
年有所回升。
此外，局部海域的石油类污染有所加重，主要分布在辽东湾东北部、秦皇岛近岸、北塘近岸、歧口近
岸和莱州湾顶部海域。
对有关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平衡和系统分析，估算出2005年入海COD总量为150万吨，并呈
上升趋势（总氮、总磷、石油类缺少系统实测数据，未作比较）。
 三、渤海污染的地域分布 环渤海三省一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农业生产分布的不
同，其近岸海域的污染状况也各不相同，且对渤海污染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区别。
 （一）辽宁近岸海域污染状况 2006年辽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5 350平方千米，
与2005年基本持平。
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双台子河口至辽河口、鸭绿江口邻近海域。
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指出，辽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8150平方
千米，比2006年增加2800平方千米。
其中，轻度、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比2006年增加780、1160和790平方千米。
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双台子河口至辽河口以及鸭绿江口和大连湾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2008年辽宁全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达7605平方千米，比2007年减少545平方千米
。
其中，较清洁海域面积为1780平方千米，较2007年减少360平方千米；轻度污染海域面积为2173平方千
米，较2007年增加313平方千米；中度污染海域面积为1898平方千米，较2007年减少282平方千米；严重
污染海域面积为1754平方千米，较2007年减少216平方千米。
 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双台子河口至辽河口和大连湾近岸。
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以及部分重金属。
人海排污口排海污水总量33.94亿吨，比2007年减少36.7％；71.1％的人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部分
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
由大辽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双台子河四条人海河流排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为7.24万吨。
 2009年辽宁省近岸海域海水环境总体污染程度依然较高，与2008年相比，水质略有改善。
污染海域仍然主要分布在双台子河口至辽河口近岸；沉积物质量总体一般，部分海域沉积物受到滴滴
涕、石油类和汞的污染；重金属污染对近岸贝类质量影响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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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渤海管理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方案选择》向我们提供了对渤海的诊断结论和“综合施治”的方案。
书稿从与渤海管理的事务、与渤海事务管理有关的地域范围两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渤海管理法应当调整
的范围，为给拟议中的渤海立法设定调整范围做了具有基础支撑作用的也是极富说服力的研究工作。
相信该研究成果会对其他关心渤海立法的人们进一步思考渤海立法提供“空间”支持，会对国家的渤
海立法提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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