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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的问题
,

谈一些情况
,

提几点建议
。

、

随着我国海洋开发
、

沿海城市建设和工业的发展
,

海洋污染将会 日趋严重
,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世界海洋开发的规模愈来愈大
,

传统的渔业
、

盐业和航运业有了新的

发展
,

以新兴的海洋石油工业为代表的现代海洋开发
,

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

世界海洋经济发

展十分迅速
,

近 10 年间海洋产值增长了近 20 倍
。

但是
,

由于大规模地开发海洋
,

造成了海洋生态

平衡的破坏
。

因此 , 国际社会从现代开发海洋的实践活动 中总结出
:

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

洋环境
,

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间题
。

海洋位于地球生物圈的最低部位
,

是废弃物唯一没有出路的地方
,

凡是进入海洋的物质
,

最

后总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聚积在海洋中
。

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社会的发展
,

大量的工业和生

活废弃物排入海洋
,

使海洋环境遭到了污染和破坏
,

如波罗的海
,

獭户内海
,

在六十年代后期都

曾一度成为
“ 死海

” 。

海洋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
,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沿海国

家的高度重视
,

并采取了各种措施治理海洋污染
,

保护海洋环境
。

有 130 多个国家最近签署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

沿海国家在 2 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拥有勘探
、

开发
、

养护和管理生物 和 非

生物资源的主权
,

对海洋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行使管辖权
,

公约的第十二部份对海洋环境保护和

保全做了详细的规定
,

这对于推动全球海洋环境保护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是从 1 9 7 2年开始的
。

12 年来
,

全国各有关部门对沿海约 45 万平方公里

的海域进行了系统的污染调查
、

监测和专项研究
,

基本查明了我国大陆沿海的污染状况
。

根据调

查
、

监测和科学研究提供的情况
,

从 19 7 7年开始
,

国家重点对渤海
、

黄海的石油污染和重金属污

染进行了治理
,

并取得了成效
。

1 9 8 2年 4 月国家颁布了
“
海水水质标准

”
为评价海洋环境提供了

尺度
。

1 9 8 2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

该法于 19 8 3年 3

月 1 日生效
,

标志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从调查结果来看
,

目前我国海洋污染主要集中在近海
、

港湾
、

河 口等局部海区
,

特别是沿海

大中城市的毗邻海域污染严重
,

破坏了海洋生态
,

已对渔业和沿海人民生活造成了危害
。

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

但是
,

污染物质的入海数量却不少
,

很值得重视
。

目前
,

污染物质主要来源于陆地
。

我国大陆沿海有 36 个地区 (市 )
,

这个狭长的沿海地带面积 47 万平方

公里
,

约占全国面积的 5 %
,

人口 17
, 4 00 万 ( 1 9 7 9年 )

,

占全国总人口 17 %
。

10 万人以上的城镇

有27 座
,

各类工矿企业 4万多家
。

沿海地带每年向海里排放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64 亿吨
,

污水中

的主要污染物质有石油 13 万吨
,

重金属 5 万多吨
,

有机物 6 94 万吨
。

此外
,

沿海各县每年施 用 农

药 17
.

9万吨
,

化肥 2 68 万吨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随地表水流失入海
。

在陆源污染物 比较集中 的 海



区
,

如天津近海
、

大连湾
、

锦州湾
、

胶州湾
、

湛江港等
,

污染都比较严重
。

在对面积为45 万平方

公里的海域进行调查时
,

就发现有 1/ 3的海域受到了污染
。

例如
,

胶州湾的滩涂养殖业受到青岛市

工业污水的危害
,

仅 4 处滩涂养殖统计
,

每年损失贝类 1 ,

50 。万斤
。

这个海湾的潮间带生物物种
,

近 20 年来从 17 1种减少到 17 种
,

减少了90 %
。

大量含氮
、

磷很高的污水入海后
,

引起局部海域 富

营养化发生赤潮
。

如 19 8。年 5 月湛江港发生了一次历时 8 天的赤潮
,

海水变黑发臭
,

海面漂浮大

t 的死鱼
,

渔船停止作业
,

养殖的对虾苗大批死白 1 9 8 3年春季
,

大亚湾发生赤 潮
,

破 坏 了 春

汛
,

经济损失达 100 万元以上
。

石油污染范围较广
,

占调查海域的 1s/
。

整个近海水体中石油浓度平均达。
.

o 53 p p m , 已略高

于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

当前石油入海 的主要途径是河流携带 (占60 % )
,

其次是船舶
、

沿海油田

和港 口排放
,

从海上平台入海的只 占0
.

3 %
。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
,

海上石油污染探 (石油平台和船舶 )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

目前
,

虽然海

洋石油开发的规模还不大
,

但已造成一些污染问题
。

平台跑
、

冒
、

滴
、

漏石油的情况常有发生
。

如渤海 4 号平台 19 7 9年一次跑油
,

使河北省黄弊县 1a/ 的渔获物被污染
,

有一部分被当作肥 料 处

理 ; 19 80 年渤海 7号井跑油
,

污损海蟹 19 万斤
。

当前
,

海上石油勘探作业已经在渤海
、

南海
、

南

黄海大规模开展
,

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止污染海域的措施
,

必然对海洋环境造成威胁
,

其后果将是

十分严重的
。

我国现在已有各类机动船舶 10 万多艘
,

每年进入我 国海域的外轮达几万艘次
。

船舶特别是油

船一旦失事
,

大量石油就会进入海洋
,
造成周圈海域严重污染

。

最近
,

巴拿马
“
东方大使

”
号油

轮在胶州湾触礁搁浅
,

溢油 3 ,
3 00 吨

,

是一次重大油污事件
,

给胶州湾造成严重 污染
。 “

六五
”

计划期间
,

我国将更新和增加海船57 0多万吨
, “

七五
” 和后 10 年将有更大的发展

,

船舶造成 的

污染必将随着船舶吨位的增加而增多
。

因此
,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船舶污染
,

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

随着我国沿海工业的发展
,

各种废渣
、

废液和放射性废物越来越多
,

这些垃圾陆地上无法协

倒
,

需要向海洋里倾倒
,

如不采取有效的定规和措施
,

随意倾倒
,

把海洋当成
“
垃圾场

” ,

后果

也是不堪设想的
。

而应根据不同海区的净化能力
,

指定倾废区
,

避免造成严重污染
。

总之
,

随着我国海洋开发
、

沿海城市建设和工业的发展
,

如果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不及时地跟

上去
,

没有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措施
,

海洋污染将会日趋严重
。

因此
,

海洋的污染间题应当引起国

家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把海洋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统筹安 排
,

加 以 解

决
。

二
、

坚持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的方针
,

共同努力
,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我们保护海洋环境的根本目的
,

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

能源和空间
,

促进沿海地区

和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
,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健康
。

因此
,

需要正确处理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
-

开发的关系
,

科学地利用海洋的净化能力
。

我们既不能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也不能消极
.

地保护环境
,

限制海洋事业的发展 , 既要全面开发海洋
,

又要保护好海洋环境和资撅
。

海洋有很
-

强的净化能力
,

这也是一种资源
。

我们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时候
,

要注意合理利用这种资源
。

鉴于

我国海洋污染物主要来自陆地
,

特别是沿海大
、

中城市
,

船舶排污也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

海上

石油开发是潜在的大污染源
,
当前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要重点抓好陆地污染源的治理

,

同时
,

要及

早抓海上污染源的控制措施
,

防患于未然
。

实行海陆综合治理和预防为主的方针
,

重点保护好沿

岸海域和重要渔场的环境
,

重要的旅游区
、

自然保护区和港口等
,

也要保护好
。

因此
,

第一抓大



连
、

锦州
、

秦皇岛
、

天津
、

烟台
、

青岛
、

上海
、

厦门
、

湛江等临海城市的污染源治理工作 ;第二

抓通过河流向海洋排污的城市的污染源治理工作
,
如北京

、

济南
、

福州
、

广州等 ; 第三抓海洋环

境管理和海上污染防治措施
,

如重大油污事故的消防
、

回收措施等
。

搞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

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

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

需要海

洋环境保护部门
、

海洋开发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
,

共同保护海洋环境
。

保护海洋环境

单靠环境保护部门是不行的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经济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一样也有保护环境

的任务
。

只有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

加强信息联系
,

协同作战
,

才能把海洋环境保护搞

好
。

加强执法协调工作也非常重要
。

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的规定
,

我国的海洋环境管理工

作采取统一协调
,

分工负责
,

分级管理的体制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它既符合我国海洋环境管理的

特点
,

也符合国家机构的设置情况
。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分工
,

国家海洋局
“
负责组织海洋环

境的调查
、

监测
、

监视
,

开展科学研究
,

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

境保护工作
” 。

为 了完成国家赋于我局的这一任务
,

我们海洋局要努力加强 自身的思想和业务建

设
,

同时需要并请中央有关部门和沿海省市区多给我们帮助
。

三
、

严格依法进行海洋管理
,

抓好几项重点工作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已于 1 9 8 3年 3 月 1 日开始生效
。

一年多的执 法 实 践 证

明
,

这个法的基本精神和有关规定
,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行得通的
。

下面列举儿个事例
,

可以说

明这方面的情况
: 1 9 8 3年 3月 16 日 “

中国海监 11 号
”
监测船在渤海靠泊 7 号采油平台

,

发现平台

有跑
、

冒
、

滴
、 r

漏石油的情况
,

石油公司领导很重视
,

立即派专业人员调查
,

更换了锈烂的管线

和陈旧设备
, 3 月 8 日

,

发现 日中株式会社租用
“
渤海 8 号

”
钻井船试油时漏油

,

监视监测人员

及时取得油样
,

拍下了照片
,

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 的有关规定
,

向 日方操作人员 提 出 了 要

求
,

进行了处理
; 9 月 16日

,

首次应用航空遥感进行监视
,

在渤海南部对海水污染和船舶排污状

况作了现场记录
,

及时发现 了一艘外籍船舶违章向海里排放含油污水
,

监视人员及时通知了天津

港监
,

非法排污的外籍船舶受到了处罚
。

这些情况说明
,

健全法制
,

以法治海
,

是维护海洋环境

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根本措施
。

通过前几个月 的执法实践和体会
,

从加强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角度来看
,

我们认为
,

今

后应着重抓好下列三个方面的工作
:

1
、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
,

尽快制定有关管理条例
,

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条文
,

都是比较原则的法律规定
,

执行过程中将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
,

没

有相应的详细规定是不行的
。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
,

主管部门已经拟定了 《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

理条例》 和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 ,

业经 19 8 3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
。

《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已报国务院待批
。

今后还应制定防止海洋陆源污染的管理条例和一

些海区 (如渤海
、

大连湾
、

胶州湾等 ) 的环境保护条例
。

我们将按照分工积极参加起草工作
。

为

了对海洋环境实施有效的管理
,

尽快制定有关的实施条例是十分必要的
。

2 、

加强污染监洲
、

监视和科学研究工作
,

为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首先
,

要把全国海洋污染监测网建立起来
,

这是保证监测工作正常化的基础
。

19了7年在当时

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的指导和协调下
, 国家海洋局和沿渤

、

黄海的 14 个地区 (市 ) 环境保护

部门二起组成了
“
渤海黄海环境监测网万 , 6年来为掌握渤海

、

黄海环境质量动态变化作出了贡

献
。

但是
,

从全国看
,

监测网还很不健全
,

监测技术水平还很低
。

去年 8 月召开了
“
全国海洋环

境污染监测网筹备工作会议
” ,

沿海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都很重视
,

确定从 1 9 84 年开始把全国网



成立起来
。

我们的监测工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是不行的
,

监测项目和站位都要经过论证
,

特别

是监测方法和标准物质要统一
,

要开展实验室的相互校准
,

只有两统一 (方法和标准 ) 才能提高

资料的可靠性
,

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用的基础资料
。

同时
,

还要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间题 的

科学研究
,

特别是对海洋生态学和海洋动力学的研究
,

这对海洋环境的科学管理
,

保持海洋生态

系统的自然平衡
,

并在一旦受到破坏后促使其恢复
、

利用海洋自净能力处理废物等
,

都是十分重

要的
。

3
、

建立健全执法管理和清除海上污染的系统
,

增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力 t

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比较晚
,

迄今管理机构
、

站网和手段既不配套
,

又很落后
,

污

染事故处理的力量也很薄弱
,

与我国海洋开发事业很不适应
,

急需增强实际力量
。

第一
、

健全海

上执法系统
,

包括执法管理船舶和飞机
,

各海区的管理站等 , 第二
、

增强处理海上石油污染事故

的能力并建立相应的机构
。

本着边干边建的原则
,

逐步健全这些系统
,

配备必要的比较齐全的和

先进的设备
。

因此
,

需要国家统一规划
,

统一建设
,

并为全国服务
。

总之
,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

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

今后
,

我们将继续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

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指导和有关部门支持

下
,

与兄弟单位密切配合
,

共同努力
,

为保护我国的海洋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
。

曰卜心卜心加公卜心加心洲心加心欲以卜必扣心扣心活
,
心扣峨加` 卜昭加昭加心加心扣 `勿、 叫翻 ,

心扣
.舀执心加心扣` :扣 ` 活,习勿、 心扣心扣心:扣 ` 之、心扣

.勿 , 心加心加 ` {扣心弓、 ` 加心加` 卜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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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
,

计有国土整治和资源利用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

如沙漠化
、

森林砍伐

引起的水土流失
、

草原退化等; 煤炭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

如矿区良好环境的

人工塑造
、

酸雨形成机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的研究
,

包括人工合成化学品在

环境和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及安全评价等为重点研究项 目
,

选择一二个重点经济区和不同环境
、

不

同生态特点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全面的环境与生态优化模式的研究和预测
。

本世纪后十年
,

在继续进行上述项 目研究的同时
,

要把人为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提高到

系统的水平上
,

探索具有潜在
、

长远和全球性的环境与生态间题
,

争取 2 0 0 0年以前
,

在沙漠化整

治
,

防止水土流失
,
建立草原

、

森林
,

建立热带
、

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的实验区和研究

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为建设四化
、

保护环境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