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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

前言

　　随着全球性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不断加深，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的战略地位在世界各国发展中日益凸显，全球已经掀开了开发利用海洋
的浪潮。中国和其他沿海国家一并成为这次浪潮中的弄潮儿。然而，大浪淘沙，谁能在其中独善其身
，并能淘到“真金白银”，是各国海洋战略中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韩国，早于1996年就组建了海洋
水产部，把原来由16个部、厅中涉及海洋业务的部门及其职能合并，克服了分散管理海洋的弊端。日
本，2007年实施《海洋基本法》，并在内阁下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正在逐步实现“从岛国到
海洋国家”的海洋立国战略。中国无论从海洋国土面积，还是海洋资源储量都要远远超过韩国、日本
这样的岛国。但在综合管理方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操作，都远远落后于他们。这是值得我
们反思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加强重视和探讨的问题。宁凌等同志的《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一书是
这方面的一个可喜成果。所以，阅罢书稿，欣喜之余，写上几句，是为序。

Page 2



《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

内容概要

《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总结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积极借鉴了国外海洋管理的一些经验
和教训，对我国海洋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采用“一般—特殊—一般
”的认知规律，构建了海洋综合管理“基础—内容—政策”的基本框架。基础篇阐述了海洋管理的基
础知识和相关原理。内容篇论述了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科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域使用
与功能区划、海洋经济繁荣、海洋科技发展、海洋执法、海洋危机预防等方面的具体内容。政策篇剖
析了海洋政策的基本原理、历史、现状和未来，并从公共政策层面探究了海洋综合管理的实现模式。
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图表和最新的科学数据，生动形象地展示教材内容。
《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可供涉海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成人教育、培训学员以及从事教
学研究的教师，从事涉海工作的工作者，关注海洋事业的相关人士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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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

作者简介

　　宁凌，1967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四批培养对象，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广
东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顾问。湛江雷能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产业经济与发展，海洋经济与管理等方向的研究；
在《当代经济科学》、《经济研究参考》、《海洋开发》、《中国渔业经济研究》、《企业经济>等
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已出版《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本》、《企
业N0.1要素——现代企业人力资本运作机制的系统构建》、《诊断企业问题——中小企业管理的10大
盲点》等著作。副主编部级规划教材《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等5部；主
持和参与（WT0规则下地方政府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西北石油局“油公司岗位分析与人力资
源管理制度研究”》、《广东省海洋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基于界面管理的广东省产学研结合与
科技成果转化途径的研究》、《湛江市工业产业策划及其布局》、《湛江海洋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等
国家、省、市级纵向和横向课题2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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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权益管理概述第二节 中国海洋权益面临的问题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领域及其权益第四
节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主要措施第五章 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功能区划第一节 海域使用管理概述第二
节 海洋功能区划概述第三节 中国海域现行的海洋功能区划第四节 实施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措施第六
章 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一节 海洋资源管理概述第二节 中国海洋资源概况第三节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的现状与问题第四节 中国海洋资源管理体系第五节 海洋资源管理的未来发展第七章 海洋经济发
展与管理第一节 海洋经济概念与总体发展概述第二节 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第三节 海洋产业经济发展第
四节 海洋经济管理的措施第八章 海洋科技发展与管理第一节 海洋科技发展概述第二节 海洋科技产业
化管理第三节 中国海洋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第九章 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第一节 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概述
第二节 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的相关理论第三节 中国海洋环境的现状与管理中的问题第四节 海洋环境管
理的主要措施第十章 海洋执法管理第一节 海洋执法管理概述第二节 海洋行政执法第三节 海洋行政司
法第四节 发达国家海洋执法机构与启示第十一章 海洋危机管理第一节 海洋危机管理概述第二节 海洋
危机管理系统的组成第三节 海洋危机预警和干预第四节 海洋突发公共事件行政应急程序第三篇 海洋
综合管理政策篇第十二章 海洋政策的理论概述第一节 海洋政策的概念、特征及其作用第二节 海洋政
策制定的原则与方法第三节 海洋政策系统的构成与运行第十三章 中国海洋政策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中
国海洋政策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海洋政策第三节 中国海洋政策存在的问题第四节 中
国海洋政策运行的优化机制第十四章 中国现行的海洋政策体系第一节 海洋国际公约及国际或地区合
作协定第二节 中国现行的海洋法律制度第三节 中国现行的海洋战略规划第十五章 中国海洋未来的发
展战略与政策第一节 中国海洋发展的战略第二节 中国海洋发展的政策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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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洋国土与海洋综合管理　　第一节　海洋与海洋国土　　科学家测定，地球表面积约
为5．1亿平方千米，其中陆地表面积为1．4亿平方千米，占地表总面积的29％；海洋达3．62亿平方千
米，占地表总面积的71％。人类对海、洋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海
洋研究、开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纵观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对海洋及其
价值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5世纪以前，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局限于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15世纪
至20世纪初期，人们将海洋看成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海洋
是人类生存重要空间的认识逐渐得到重视；l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更加
深化，将海洋看成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同时，对于一个主权
国家而言，海洋在国防，对外贸易，资源、能源的开发和输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也日益凸
显。　　一、海洋的概念及其空间构成　　（一）“海洋”——“海"与“洋”　　“海洋”是国人都
非常熟悉的、与陆地相对的词汇。但是，“海洋”准确地讲是“海”和“洋”的合称，“海”和“洋
”统合在一起才构成了“海洋”的概念。另一方面，尽管“海”　　和“洋”连在一起，但又是异质
性的两个概念，简单地讲：海洋的中心主体部分叫洋，边缘附属部分称海。　　1．“海”　　“海
”是指靠近大陆或深入大陆的部分水域。面积相对“洋”小得多，只占海洋总面积的11％；平均水深
较浅，一般在3000米以下，有的甚至只有几十米深；它与陆地接边，受大陆影响大，海底地壳为陆壳
性质。“海”的各海洋要素随季节变化大，海水透明度较差；海水受“洋”的洋流系统和潮汐的支配
。世界主要的海接近50个，按海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可以分为：内海、陆间海和边缘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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