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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清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的国家

海洋局办公大楼前，几名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早

早地搬着新的牌子到来，换上了崭新的“国家

海洋局”和“中国海警局”牌匾。这标志着

国家海洋局重组落定，中国海警局成立，

中国海域多部门执法的时代正式结束。

重新组建的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

源部管理，并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

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

业务指导。目前海警局人员调

配工作正在进行中，部分原

有船舶已经完成舷号、徽

章和涂装的更改。

在周边海洋局势

日益复杂化的大背

景下，应运而生

的中国海警局

和重新组建

的国家海洋

局备受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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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海上维权主要依靠
海洋局、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
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
上缉私警察等五部门的执法队伍，
被称为“五龙治海”。此次国家海
洋局重组将“五龙”合一，终结了
海洋维权一直以来多部门共同执法
的局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海上执法
能力的加强曾是一个讨论的热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 提出，为推进海上统一执法，
提高执法效能，将现有的五部门
的执法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
建国家海洋局。重组后的国家海
洋局的主要职责是，拟订海洋发
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执法，监
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
等。

根据近日公布的《国家海洋局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 （以下简称“三定”方案），
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将取消专项海
洋环境预报服务资格认定、海洋倾
倒废弃物检验单位资质认定、海洋
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计划审批、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

展参观、旅游活
动审批、海岸工
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审核
等 !项职责，将
省内县际海域界
线勘定职责下放
给省级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同时
加强在海洋综合
管理、生态环境
保护、科技创新
制度机制建设和
海上维权执法等
方面职责。

新组建的国
家海洋局内设
"" 个机构，人员编制为 #$% 名。
其中，新增海警司 （海警司令部、
中国海警指挥中心）、财务装备司
（海警后勤装备部），将原有的政策
法规和规划司拆分为战略规划与经
济司和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人
员方面，增设 " 名副局长兼任中
国海警局局长，国家海洋局局长
兼任中国海警局政委，同时增设
中国海警局副局长 & 名、副政委
' 名。

根据“三定”方案规定，此次
重组设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东
海分局、南海分局，履行所辖海域
海洋监督管理和维权执法职责，对
外以中国海警北海分局、东海分
局、南海分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
法。(个海区分局在沿海省 （自治
区、直辖市） 设置 '' 个海警总队
及其支队。中国海警局可以直接指
挥海警总队开展海上维权执法。以
上机构人员编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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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定”方案，加强海洋综合
管理和海上维权执法，是重新组建的国
家海洋局最亟待加强的两项职能。尤其
是在海上执法方面，连续用了“四个统
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统一指挥，并强调“中
国海警局可以直接指挥海警总队
开展海上维权执法”。

基于上述构想，在机构设置
方面最大的亮点是成立了 '! 年
的中国海监总队将由新成立的海
警局替代。

国家海洋局新增设海警司，
海警司同时也是海警司令部、中
国海警指挥中心。该部门负责组
织起草海洋维权执法的制度和措
施，拟订执法规范和流程，承担
统一指挥调度海警队伍开展海上维权执
法活动具体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海警
业务建设规划、计划，组织开展海警队
伍业务训练等工作。

在过去的海洋法律规定中，拥有大
型船舶的中国海监和中国渔政虽然可以
到远海开展行动，但仅有行政执法权，
无法对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外国船舶行

使刑事执法权；而有刑事执法权的海关
海上缉私警察和公安边防海警装备的大
型船舶少，主要在近岸沿海执法。整合
后的中国海警局将优化配置资源，为海

上力量配备合理合法的执法设备，建立
统一的海洋监视、通报和指挥体系，加
强对沿海、近海和远海海上情况的掌
握，对于危害国家海洋权益的行为能够

及时发现，快速依法处理。
此外，新组建的财务装

备司加挂“海警后勤装备部”
名称，负责起草并组织实施
海警队伍基建、装备和后勤
建设的规划、计划，拟订经
费、物资、装备标准及管理
制度，组织实施装备物资采
购。

重组后，“从行政体制
上看，‘三定’方案赋予新
设的海警局以执法权，使执
法权界清晰；执法队伍得到

统一，临时性的执法行动成为历史。执
法权属和人员的明确，使得执法力量得
以加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院
长刘惠荣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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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归一 不止是换个牌子
叶晓楠

另一值得注意的亮点是，新设立的高
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该部
门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
协调海洋重大事项。

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国家海
洋局承担。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刘曙光教授对海委会的解读是：
“委员会负责统筹各个部委的关系，在战
略制定和应急方案方面，就需要委员会起
到一个跨部的机构作用。美韩国家等都有
国家海洋委员会，协调部级之间的关系。”

刘曙光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海委
会不是一个独立主体，而是一个协调机构
机制。海洋事务方面确实
需要多方协调，比如规划
方面需要协调利益，灾难
应急方面也需要协调。虽
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其运
行，但未来会显示出强有
力的作用。”

国家海洋局重组，将
进一步强化国家海洋局对

海洋经济的综合管理职能。
当前，海洋经济已成为拉动中国国民

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国家海洋局局长刘
赐贵在十八大期间表示，力争 %+'!年海洋
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
“原先，涉及海洋经济的只有设立在政

策法规司下的海洋经济处。而经过重组，
成立了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政策法制与岛
屿权益司，两部门相对分化，强化了海洋
经济。另外，即使经济这块没单独成立司，
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合法化，使得海洋经
济和战略相结合，这实际上是空前的。”刘
曙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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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此次重组整合已是“向前
迈出了非常不错的一步”，“路总要一步
一步走”。而中国海洋维权接下来该如何
走得更扎实、更稳妥？

机构设置方面，刘惠荣认为，中国应更重视海洋国土
的维护，提升负责管理海上国土的部门的地位。对于刚刚
建立的国家海洋委员会，“从当下的虚位协调机构变成实
权的独立主体，或者说是实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
事务的决策，然后由海洋局去执行，可能是更好的做法。”
刘惠荣说。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所长薛桂芳也赞
同这一看法：“海委会的地位日后必须要突出，应该由
‘一把手’这样的角色来坐镇，从国家层面来抓治海大业，
这样才能真正让我们的海上执法实权化。”

在海洋事业的具体管理上，刘曙光表示，“三定”方
案在国家层面的高度上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与“协
调”工作，但是在下属的北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域的统
一规划及管理建设上仍有不足，缺乏区域性的海洋协调机
构，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海洋领域存在恶性竞争、资源
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与海域邻国关系难处等问题的原因
之一。
“未来在各省之上，是否能够考虑有一个三大海域的

管理分支机构，类似于我国当时振兴东北、西部开发时国

务院在这些省设立的相关办公室，能在有事的时候对于北
海、东海、南海分局及时合理地进行协调，提高维权效率
和能力。”刘曙光说，“另外，此机构还可以承担起管理
三大海域经济的职责。现在，北海、东海、南海这三大经
济圈，都只是划了一个圈，没人管，那三大分局和经济是
没关系的。也就是说，国家海洋局的经济职能到下边就没
腿儿了，导致各个海域经济发展同构，出了问题都在躲，
有了利益都在抢。”

谈及法律法规方面的保障，薛桂芳认为，相关的法律
法规随着而今制度的变化都要进行快速地调整，以适应新
的制度架构。此外，“还应该看到，我国现在的海洋法存
在不完善的地方。周边国家如日本，有 《海洋基本法》，
是调整海洋关系的国家大法，统辖所有的海洋法律体系。
而在我国，不同的海洋职能，如海洋环境保护、海域使
用，对应不同的法律。在海洋维权这一块，我们确实缺乏
相关的法律，非常有必要进行强化。”刘惠荣补充道。
“传统时代讲海权，是拼海上的军事力量，但现在，

讲求的是综合能力，即海洋经济、生态保护和权益维护齐
头并进。”刘惠荣说。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在薛桂
芳看来，顶层设计是重中之重，“上面理顺了，下面自然
就好办”。刘曙光则认为：“顶层设计之后是顶层运作，
需要顶层和基层协同发展，实干兴海，这也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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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

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是戍卫海疆的勇士们所喜欢的一首歌曲，

优美的旋律，唱出了他们对美丽海洋、蓝色国土的深深眷恋。然

而，如何更好地整合海上执法力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蓝色

国土管理，也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国家海洋局机关大楼挂上了崭新的“国

家海洋局”和“中国海警局”两块牌子，“五龙治海”局面将得

到终结，中国的海防建设将掀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是海洋大国，在海洋有着广泛的战略

利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海洋是安全权益、经济发展

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载体和实现途径。然而，过去，中国海洋

管理体制一向被形容为“九龙治海”或“五龙治海”，指的就是

海上执法力量分散，海洋管理特别是海洋执法力量分散在海监、

渔政、海关、边防海警等多个部门，存在重复检查、效率不高

等问题，同时，各自职能单一，执法过程中遇到非职责范围内

的违法行为无权处理，影响执法效果。同时，国家的海上投入

被几个执法部门分摊，每一个执法部门又面临投入不足的问

题，影响了执法能力建设。当国家海洋权益受到外部威胁时，

执法效能不高、维权能力不足等问题便突显出来。

根据方案，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在海洋综合管理和海上

维权执法两个方面的职责都得到了加强，“五龙归一”拧成

一股合力，当然会有利于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显著提高执法

效率，更好地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彰显了国家深耕海洋战

略、强化海管机制的坚定决心和实际步骤。

中共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

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设海洋强国”首度被提升至

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为今后的海洋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

而要实现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质变，理顺海洋管理

体制便成为当务之急。

在今年 (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成为国务院机

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亮点之一，- 个月之后，随着

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和新成立的中国海警局同时挂牌，

一个垂直、立体的海管机制将不再是蓝图。

当然，涉海部门的整合只是个开始，机构调整之

后，还面临着人员调配和相关法律配套的跟进，随着

整合工作渐入正轨，人们将看到，“五龙”归一，并

不仅仅是换个牌子、改变执法船舷号或者更换执法制

服，更将带来国家海洋管控和权益维护力量体系

及运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

$月 &&日清晨，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正式挂牌。

“中国海监总队”牌匾，换上了崭新的“中国海警局”
牌匾。 新华社记者 罗 沙摄

$ 月 && 日，“海巡 &'”船在

西沙晋卿岛海域巡航，重点巡视海

上通航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纠正

违法违章航行和碍航行为、处置海

上险情，确保三沙海上安全畅通。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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