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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法规局、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
洋发展研究中心和以及本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
持。

《台湾地区海洋问题研究》由李明杰所著，本书对目前台湾的海洋政策和立法、海洋管理体制、海上
执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使读者对台湾目前的海洋管理、海洋立法和海洋执法的现状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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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0年生，北京延庆人，研究员。
目前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从事海洋政策、海洋权益研究工作，参加并主持多个国家、部
委和地方研究课题，发表论文多篇，获得2004年度海洋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自2007年开始关注台湾的海洋问题，先后主持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洋发
展研究中心有关涉台海洋问题的3项研究课题，发表相关论文和内部研究报告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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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繁荣渔村经济，营造优质渔村小区　　一辅导改善渔民经营环境，合理合法补贴渔民，并维系渔
业竞争能力；鼓励渔民及造船业积极研发海上作业节能科技，减少能源消耗。
辅导鼓励绩效不彰渔港转型利用，并培训休闲产业人力。
由“农村再生计划”1500亿元基金和相关城乡建设经费中，以项目奖励更新的方式，改善公共设施与
环境，营造富丽安乐的优质渔村。
　　7.生态保育　　建立整合规划与生态弥补机制，寻求开发保育均衡对策　　一海洋海岸发展以保
育为原则。
我们主张，必须结合权益关系人，推动“整合性海岸管理”，坚持自然海岸“零损失政策”，优先保
护海域海岸境敏感地区，维护公共亲水和通行权益，强化开发区位分析与环境评估，以保护和永续利
用渔业与海洋资源。
同时应建立“生态弥补”机制，推动劣化海岸复育计划，以降低开发冲击影响，追求兼容与有秩序的
发展。
　　审慎开发离岛，维护特色与兼顾发展　　--政府应建立永续的离岛政策，增修离岛建设条例，对
于攸关国家主权、生态保育、海洋文化的无人离岛应以公有和保护为主；对于其他岛屿，则应考虑其
特殊限制，给予更为多元的发展机会，并维护当地自然特色。
　　8.研究发展　　强化海洋教育，普及全民知海爱海意识　　--提高海洋科研经费，与国际研究和
教学水平接轨，带动相关产业投资。
筹设“全国海洋教育数据库”，强化海洋教育课程内涵，定期或经常举办学童与国民海上之旅，提升
国民对于海洋的认知、关爱和价值感，吸引青年以海洋事业为职志；长期培养人才，配合国家考试和
研究训练船舰之建造运用，解决学生“教”、“考”、“用”之间的整合问题。
同时鼓励海洋文化、艺术创作和海洋教材之编撰，设置“台湾海洋保育贡献奖”，让台湾成为亲海爱
海、与海相生、永续发展的“海洋国家”。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地区海洋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