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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和海岸带是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其综合管理水平对促进沿海地区社会经济

和海洋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韩建交30周年和“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

年”为契机,通过对中韩无居民海岛及海岸带发展管理现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韩两国在发展管

理方面的异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无居民海岛方面,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

护法》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管理体系,韩国通过综合立法建立管理体系,海岛不合理利用是两国存

在的共性问题;韩国重视无居民海岛的宣传,中国更加重视无居民海岛的分类。在海岸带方面,两

国均采取综合管理的方式,但在实施程序上采用不同的方式,韩国由中央政府主导并交由地方政

府实施综合管理,中国在综合管理体制下交由地方政府自行主导。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

的管理措施和建议,促进两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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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landsandcoastalzonesareimportantpartsofnationallandandresources.

Improvingtheircomprehensivemanagementlevelisofgreatsignificancetopromotethesustain-

abledevelopmentofthesocialeconomyofcoastalareasandtheocean.Basedonthe30thanni-

versaryoftheestablishmentofdiplomaticrelationsbetweenChinaandSouthKoreaandtheU-

nitedNationsDecadeofMarineScienc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thispapermadeacom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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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vestudyonthedevelopmentandmanagementofuninhabitedislandsandcoastalzonesbe-

tweenChinaandSouthKorea,anddiscussed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Chinaand

SouthKoreaindevelopmentandmanagement.Theresultshowedthatintermsofuninhabited

islands,ChinahadestablishedamanagementsystemwiththeIslandProtectionLawofthePeo-

ple'sRepublicofChinaasthebasicinstitutionalframework,whileSouthKoreahadestablished

amanagementsystemthroughcomprehensivelegislation.Theunreasonableutilizationofislands

wasacommonproblembetweenthetwocountries.SouthKorea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

thepropagandaofuninhabitedislands,andChinapayedmoreattentiontotheclassificationof

uninhabitedislands.Intermsofcoastalzones,bothcountriesadoptedcomprehensivemanage-

mentmethods,butwithdifferentimplementationprocedures.SouthKoreawasledbythecen-

tralgovernmentandhandedovertolocalgovernmentstoimplementcomprehensivemanage-

ment,whileChinawasledbylocalgovernmentsunderacomprehensivemanagementsystem.

Basedontheresearch,targetedmanagement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proposedtopro-

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twocountries'marineeconomies.

Keywords:Uninhabitedislands,Coastalzone,Marinecooperation,CooperationbetweenChina

andSouthKorea

0 引言

中韩两 国 一 衣 带 水,隔 南 黄 海、东 海 相 望。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在这30年里,两国海

洋合作不断增多,在海岸带综合开发与管理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开展中韩海岛及海岸带资

源现状、管理方法与政策的比较研究,梳理两国涉

海空间资源管理的异同与动态,对于深化两国的海

洋领域合作以及海域划界谈判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针对中韩两国海洋管理的比较研究集

中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管理政策以及海洋经

贸政策等方面[1-3],对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开发管

理的对比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对相关最新政策

及研究报告的收集与整理,针对中韩无居民海岛与

海岸带开发与管理现状及其异同开展归纳与比较

研究,可促进两国相关管理经验的借鉴与分享,同
时促进共识的形成与最大化,为两国海洋领域新一

轮的合作奠定基础。

1 中韩无居民海岛及海岸带资源及开发

利用现状

1.1 无居民海岛资源现状及主要问题

1.1.1 中国

中国 共 有 海 岛1.1万 余 个,其 中 面 积 大 于

500m2的 海 岛 有7300余 个。无 居 民 海 岛 共 有

1万余个,正在利用的无居民海岛约占无居民海岛

总数的28%。中国海岛的具体功能及数量如表1
所示[4-5]。

表1 中国无居民海岛的功能及数量

Table1 FunctionandquantityofuninhabitedislandsinChina

功能 数量/个

公共服务 365

娱乐旅游 73

农林牧渔业 340

工业、仓储、交通运输 49

特殊用途 1900+

可再生能源、城乡建设等其他 80+

由于距离大陆较远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

等因素,中国无居民海岛利用率较低。除特殊用途

外,海岛功能以公共服务和农林牧渔业为主,其他

功能 远 少 于 这 2 个 类 型。中 国 无 居 民 海 岛 自

2011年开始开发利用,首批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

共176个,绝大部分以娱乐旅游为主,而近年来以公

共服务和农林牧渔业为主[6]。在海岛发展建设过程

中,部分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缺乏科学论证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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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致使海岛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的破

坏。根据自然资源部对涉嫌违法用岛活动的公开

通报,涉 嫌 违 法 用 岛 的 区 域 2020 年 有 17 处、

2021年有22处,数量较多[7]。

1.1.2 韩国

韩国海岛数量较多,目前共有海岛3200余个,

其中面积小于3000m2的约有1194个,3000~

10000m2的约有604个,10000~50000m2的约有

719个。在无居民海岛中,登记地籍的有2555个,

未登记地籍的有363个。约有60.7%的无居民海岛

位于全罗南道地区,约有16.8%的无居民海岛位于

庆尚南道地区,其他地区的无居民海岛占比均不超

过10%。无居民海岛主要用于船舶旅游、海水养

殖、矿业发展以及地方自治团体开发[8-9]。

随着韩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海岛旅游为特

色的旅游产业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海岛游的游

客数量日益增多,导致较为严重的垃圾与污染问

题。同时,海岛开发建设活动越来越频繁,大多数

无居民海岛由地方团体发展建设并被用于建设游

园项目,对当地海岛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系统健康产

生极大的影响。

1.2 海岸带资源现状及主要问题

1.2.1 中国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丰富的海岸带资

源,大陆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口,贯穿

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岛岸线约占海岸线总

长的43.7%[10]。

中国海岸带的基础类型包括河口岸、基岩岸、

沙砾质岸、淤泥质岸、珊瑚礁岸和红树林岸6种,在

不同的海岸带类型中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包括

入海河口、红树林、滩涂湿地、海湾等近海海洋生态

系统,近年来人工岸线占比大幅增加。自改革开放

以来,海 岸 带 经 济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11],中国约有40%的人口以及60%的GDP位于

海岸带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开发活动的逐渐

增多导致大量海洋污染的产生,加之气候变化等多

项因素,部分海岸带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甚至退化。

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海平面上升加速。1980—

2022年中国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为3.50mm/a,并

以0.06mm/a的速度持续上升[12]。海平面上升导

致海岸侵蚀日益严重,目前中国近70%的砂质海岸

以及一些淤泥质海岸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约有

49.5%的沙滩受到严重侵蚀,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土

地利用、港口航运等,海岸侵蚀已成为限制海岸带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13]。此外,海水

入侵、土壤盐渍化、咸潮入侵等也是中国海岸带面

临的挑战[14]。

1.2.2 韩国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三面临海,海岸带面

积较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2.3%。韩国工厂用地

中的沿岸面积占48.5%,产业园区中的沿岸面积占

64.8%[15]。韩 国 海 岸 带 面 积 及 人 口 占 比 如 图1
所示。

图1 韩国海岸带面积及人口占比

Fig.1 CoastalareaandpopulationratioofSouthKorea

由图1可以看出,韩国海岸带面积及人口占比

分别为32%和28%,表明海岸带是韩国的高生产力

地区。随着韩国人口及生产活动的快速增加,海岸

带凭借其独特的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韩国经济重

点发展地区,随之而来的垃圾污染以及生态系统退

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当前韩国对于海岸带利用与

保护的争论日益增多,该问题已成为韩国亟待解决

的社会问题[16]。

随着韩国《第二次沿岸整备基本规划(2010—

2019)》的结束,韩国海岸带综合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沿岸保护项目被积极推进并取得明显成就,但

韩国海岸带仍面临诸多问题。韩国《第三次沿岸整

备基 本 规 划 (2020—2029)》调 查 显 示,1991—

2020年韩国海平面上升9.1cm,近10年来的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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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速度更是达到3.48mm/a。此外,韩国受台

风及海岸侵蚀等灾害影响愈加突出。研究表明,随

着气候变化的加剧,韩国台风的发生频率及强度越

来越大,对海岸带及海岛带来的危害日益加剧。根

据韩国2019年海岸侵蚀实态调查结果(表2),海岸

侵蚀等级欠佳和严重的占比达61.2%,灾害类型包

括横断流沙、沿岸流沙、护岸冲刷、坍塌、飞沙、缓冲

区减少等。除海岸侵蚀外,韩国还存在海水泛滥、

越堤等海岸灾害。

表2 韩国2019年海岸侵蚀实态调查结果(250处)

Table2 StatisticsofcoastalerosioninSouthKoreain2019
(250places)

海岸侵蚀等级 数量/处 占比/%

A级(良好) 10 4.0

B级(一般) 87 34.8

C级(欠佳) 136 54.4

D级(严重) 17 6.8

2 中韩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管理现状

2.1 中国

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为基本

制度框架,该法律与《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指导

意见》《关于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省

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法》《无居民海岛开发

利用审批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共同构成无居民海

岛管理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根据海岛资源、生

态、环境等条件,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中国无

居民海岛可划分为4个等别[17](表3)。

表3 中国无居民海岛等别划分

Table3 ClassificationofuninhabitedislandsinChina

等别 条件(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一等

领海基点或位于其保护范围

位于海洋自然保护区或海洋特别保护区

面积不小于1km2

植被覆盖率南部地区不小于80%、北部地区不小于60%
周边分布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滨海湿地

二等

面积不小于0.5km2但小于1km2

植被覆盖率南部地区[45%,80%)、北部地区[45%,60%)
鸟类重要迁徙停歇地或重要栖息地

位于海洋生态红线区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保留类

续表3

等别 条件(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三等

面积不小于500m2但小于0.5km2

位于重要滨海旅游区

地表分布淡水或沙滩

存在典型自然景观或历史文化遗迹

分布古树名木、重点保护植物或特色植物

距大陆小于10km

四等 除上述海岛外的其他海岛

中国无居民海岛管理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分类体系不完善,不能根据

海岛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有效的差异化

管理。例如:工业用岛和气象观测用岛对海岛的影

响差异巨大,但其审批及技术要求是相同的。②无

居民海岛综合资源调查不全面,已开展的调查覆盖

要素及范围有限,且以海岛类型、地质地貌、气象因

子和主要人类活动为主,往往缺失对植被、鸟类、潮

间带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以及高分辨率地形等

要素的调查。海岛资源及生态环境本底信息不完

善,无法满足无居民海岛生态保护以及开发利用的

精细化管理要求。③无居民海岛存在历史遗留权

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明确规定

“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无居民海岛所有权”,而部分地方政府仍在颁发集

体土地所有权证或集体林地所有权证等,造成无居

民海岛所有权模糊和国有自然资源流失。目前中

国无居民海岛管理制度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国务院

机构改革后,无居民海岛作为自然资源得到统一管

理,自然资源部开展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普

查为解决无居民海岛自然资源以及权属问题提供

科学支撑。

海岸带是受陆海双重影响的重要生境与生态

交错区。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中国海岸带空间规

划与管理的矛盾有效缓解,但综合管理法律体系仍

不完善[18]。中国在海岸带管理方面没有综合性的

法律法规,目前有关海岸带管理及开发利用等方面

的规定分布于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海岸带陆域

部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海域部分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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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等。这种情况导致陆域与海域的管理和发

展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统筹,不利于陆海统筹的发

展战略。

2.2 韩国

当前韩国的海岛管理政策多见于海岛综合立

法中,其中既有《无人岛保护及管理法》《岛屿开发

促进法》等针对所有海岛的统一立法,也有《关于独

岛等岛屿地域生态系统保护的特别法》等针对某个

海岛的单独立法。此外,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有涉及

无居民海岛管理的内容,如《自然环境保护法》《湿

地保护法》《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法》《沿岸管

理法》[19]。依据《无人岛保护及管理法》,韩国将无

居民海岛分为4个类别(表4)。

表4 韩国无居民海岛类别

Table4 UninhabitedislandcategoryofSouthKorea

类别 内容

绝对保护 保护价值很高、与邻海设定相关、需要保护的海岛

准保护 保护价值高,有临时限制的出入岛

可利用 在不改变自然形态的条件下允许出入和利用的海岛

可开发 允许一定程度开发的海岛

韩国于2019年开展第二次无居民海岛实况调

查,调查以全罗南道南海岸为主,系统掌握其无居

民海岛现状和资源分布。以此次调查为基础,韩国

制定《第二次无人岛综合管理规划》(表5)。

表5 韩国第二次无居民海岛综合管理规划

Table5 Seconduninhabitedislandsmanagementplan

ofSouthKorea

规划目标 规划内容

为无居民

海岛利用

奠定基础

发掘与利用无居民海岛可用资源

为安全高效的开发利用建设相关基础设施

放宽限制以促进国民对无居民海岛的利用

科学管理

和充实

保护内容

指定和复原保护型无居民海岛

为应对海洋领土和安保问题进行利用和管理

实施科学系统的无居民海岛管理

构建民间

与政府

管理体系

支持民间的无居民海岛管理和利用

建立相关机构间的合作机制

建立开放型的无居民海岛管理平台

  根据该规划内容,目前韩国已解决部分问题,

但多部门共同管理的局面尚未有效改善,在无居民

海岛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矛盾。此外,《第二次无人

岛综合管理规划》从4个方面提出对无居民海岛进

行综合管理。①对海洋污染实施源头监管,在无居

民海岛建设海洋垃圾回收处理项目,推进无居民海

岛水生生物资源现状及栖息地调查。②开展典型

海岛的调查与管理实践,针对指定的无居民海岛每

年开展特殊化管理与综合调查。③推进地方自治

团体参与无居民海岛治理,突出海岛自身优势,将

无居民海岛打造成“令人向往的海岛”。④推进《第

四次岛屿综合开发10年计划(2018—2027)》,改善

海岛生态环境,增加以提高居民收入为目的的开发

项目。目前韩国以创造充满自然与人类、健康与活

力的无居民海岛为愿景,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和特色

支持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国民走近无居民海岛。

韩国海岸带综合管理以1996年出台的《海岸带

管理法》为主,以《公有水面管理法》《海洋环境管理

法及湿地保全法》《领海与毗连水域法》等为辅,将

海域与陆域进行综合管理[20]。同时,约有50余部

法律法规中含有海岸带管理规划及政策方面的内

容。依据《海岸带管理法》的规定,韩国每5年开展

1次海岸带基础调查,并以10年为单位制定沿岸整

治计划。目前韩国已完成2次沿岸整治计划,均取

得良好效果,正积极推进第三次沿岸整治计划,以

打造耐灾害的沿岸空间、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沿岸

适应能力以及提高亲水性和沿岸价值为三大战略

目标,在国家海岸带综合管理计划的指导下促进海

岸带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中韩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管理对比

3.1 面临的问题

中国与韩国依据各自国情,在无居民海岛与海

岸带发展管理方面存在较多不同的措施与政策,但

都以海岛与海岸带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目前中韩

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管理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3.1.1 无居民海岛发展方式不合理,海岛生态环境

遭破坏

中韩都拥有丰富的无居民海岛资源,如何保护

与合理开发利用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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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海岛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地理隔离性和生态

脆弱性,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对海岛的破坏是巨

大的,而在海岛开发利用规划与实施过程中往往容

易忽略海岛本身的自然属性[21]。炸岛炸礁、挖砂取

石、乱围乱填、砍伐植被等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

导致海岛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岛地形地貌被改

变,岛上珍贵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高强度的人

类活动对海岛生态环境的冲击日益凸显,海岛生态

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3.1.2 人 口 压 力 过 大 与 自 然 灾 害 频 发 导 致 环 境

与发展不协调

中韩海岸带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均较高,

两国均在海岸带地区大规模建厂以及开展开发利

用活动,加之海岸侵蚀、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势必

造成环境与发展的不协调。解决海岸带发展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以及促进海岸带可持续

发展,是当下中韩海岸带发展的共同目标。

3.2 理论与方法

3.2.1 法律和管理体系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为基础制度框架,其他法律辅之,共同构成

无居民海岛法律体系;同时,由国家主导、多部门共

同管理,构成无居民海岛管理体系。韩国是以综合

立法为主的法律体系,管理体系与中国基本相同。

中国无居民海岛法律体系与韩国相比具有一定的

优势,可大幅度降低各部门管理之间的矛盾。

从管理层面看,中韩对无居民海岛的种类划分

均较明确,均依据不同的海岛生态制定相应发展规

划。中国的无居民海岛管理起步较晚,与韩国相比

管理优势不明显,尤其是在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

信息化管理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先进经验。韩国

对于无居民海岛的重视程度较高,如韩国每月会选

定1个无居民海岛进行宣传,提高国民对无居民海

岛的认识。在信息化方面,韩国已完善无居民海岛

信息系统并建立无居民海岛实况调查数据库,不仅

有利于无居民海岛管理,而且对相关法律政策的制

定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的无居民海岛信息系统正在

建设,一些海岛的综合信息尚无法及时获取。此

外,中国对于不同的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采用相同

的审批流程,管理效率有待进一步优化。

3.2.2 管理方法

中韩海岸带管理均采取综合管理的方法,韩国

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辅助,中国则由地方政

府主导、因地制宜。

海岸带处于陆域与海域交界处,是陆地经济与

海洋经济的枢纽,发展地位尤为重要。中韩均积极

接受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关于海岸带

的建议,采取综合管理的方式加快推进海岸带可持

续发展。在实施程序上,韩国出台《海岸带管理

法》,海岸带管理由中央政府主导并交由地方政府

实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如《海岸

带管理法》的时效性不高、缺乏执行力、缺乏实质性

管理手段;随着韩国沿岸整治计划的实施,海岸带

生态环境得到巨大改善。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用于

海岸带的法律,但在综合管理体制下由地方政府自

行主导海岸带综合管理,形成“厦门模式”等适应地

区发展实际的管理体系,对海岸带发展十分有效;

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为海岸带高效发展带来契机,目

前中国正基于陆海统筹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行海岸

带综合管理且初见成效[22]。

4 中韩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发展方向

与合作展望

4.1 发展方向

中韩均为海洋管理能力较强的国家,未来两国

可以互相借鉴发展管理模式。

在无居民海岛方面,中国应加强无居民海岛信

息系统建设,推进无居民海岛管理体制改革,加大

对无居民海岛的宣传力度;加快无居民海岛管理模

式改革,促进项目申报流程精细化以及项目建设过

程规范化,依据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对无居民海岛

精细分类,制定无居民海岛综合管理规划,做到因

地制宜,最大程度利用海岛资源。中国无居民海岛

众多、发展潜力巨大,应推进无居民海岛的统一管

理和特色发展,加快解决现存的海岛确权等问题。

在海岸带方面,随着综合管理模式的发展,中

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取得初步成效,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缺少专门用于海岸带管理的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适用范围以海域为主,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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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内容适用于海岸带,使得陆域和海域无法得

到有效的综合管理。基于陆海统筹的发展战略,中

国应完善海岸带法律体系,促进海岸带综合管理立

法,有针对性、适用性地建立海岸带发展与保护法

律;完善海岸带管理体制,以中央为核心并逐步扩

展至地方,提高地方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意识,如山

东省成为中国首个实现沿海城市全部制定海岸带

保护法规的省份。同时,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管理矛

盾,强化部门合作,将海岸带管理权力集中,为海岸

带综合管理提供保障[23]。此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将更好地促进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发展,应积极宣传

海岸带综合管理,培养全民意识,调动公众积极性。

韩国在海岸带管理方面应提高《海岸带管理

法》的法律地位以及扩大其管理范围,并将其作为

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首要法律依据;加强地方政府权

力,监督地方计划实施,建立地方竞争模式,促进海

岸带综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进一步提高

全民积极性,推进全民参与海岸带资源环境保护与

治理。

4.2 合作进展

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以

下简称“海洋十年”)背景下,中韩应加强合作,共同

面对蓝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海洋合作日益增

加。以1994年签署的《中国国家海洋局与韩国科学

技术部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框架,中

韩于1995年签署《关于建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

中心的协议书》,并成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

心;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韩海洋科技合作与交流

有了实施主体和平台,中韩海洋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并进入实质性阶段。为保证有效交流与合作,中韩

海洋科技合作建立了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分别为

中韩海洋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中韩海洋科学

共同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

中心。在此基础上,中韩共同资助了包括海洋环

境、数据共享服务、海洋经济与文化、海洋资源等领

域在内的60余项合作项目。

除海洋科技外,中韩在海洋执法、极地合作、学

术交流、深海矿产等方面的合作愈加频繁。在海洋

执法方面,2009年韩国海洋警察厅与原中国海监总

队互相正式访问,就海洋执法和职能等问题深入交

流,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监总队和大韩民国

海洋警察厅合作谅解备忘录》;自2011年起,中国每

年派专员前往韩国参加亚洲、非洲国家海上执法交

流合作项目;2012年中韩海洋执法船首次交流,加

深了两国的互信合作,自此两国在海上救助、信息

交换、预防海洋污染等领域的合作效果显著。在极

地合作方面,中韩在气象、冰芯等领域开展合作调

查与研究,韩国科学家参加了中国第一次至第四次

北极考察,中国科学家参加了韩国的北冰洋科学考

察,分别获得大量数据与样品;中国“长城站”与韩

国“世宗站”距离较近,两站在后勤保障方面开展多

次合作,促进两国在极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学

术交流方面,自1995年以来,中韩组织大量的联合

学术交流会,共同促进海洋科学热点问题的交流,

两国平均每年举办大型联合学术研讨会超过5次,

至今已举办90余次。在深海矿产方面,中国大洋矿

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与韩国海洋资源研究所于

1991年建立联合召开中韩深海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合作会议和深海采矿技术研讨会的交流合作机制,

在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和加工利用等方面合作颇多。

近年来中韩海洋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机会

逐渐增多,两国海洋合作已进入崭新时代。与此同

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韩双方主张的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黄海和东海存在部分重叠。

因此,海域划界是中韩海洋合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两国应遵循公平原则,积极促进海洋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

4.3 合作展望

未来中韩海洋合作面临的机遇和主要领域包

括3个方面。

4.3.1 海洋空间规划

目前中韩在海洋空间规划方面具有很多共性,

两国均将海洋空间规划视为规范海洋开发利用活

动、缓解用海矛盾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制度,以

此为基础,将海域自然属性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规划相结合,制定海洋空间规划政策以及划分

海域基本功能区(表6),并分别为不同功能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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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以此促进海洋开发、保护与管

理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韩海洋领域合作的不断

加深,应进一步在海洋空间规划方面加强合作与交

流,互相借鉴海洋空间规划成功经验,推动海洋空

间规划体系的完善和效益的发挥,促进两国海洋事

业的发展[24]。

表6 中韩海洋功能区分类

Table6 ClassificationofmarineuseareasinChinaand

SouthKorea

韩国 中国

海洋旅游区 旅游娱乐区

港口与航行区 港口航运区

渔业活动保护区 农渔业区

海砂、矿产资源开发区

能源开发区
矿产与能源区

生态环境管理区

科研教育区
海洋保护区

军事活动区 特殊利用区

- 工业与城镇建设区

- 保留区

4.3.2 海岛海岸带经济

中韩海岸带隔海相望,经济往来频繁。中韩应

以“海洋十年”为基础,加大海岸带经济往来,扩大

合作领域,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在无居民海岛

方面,可实施划界背景下的点对点海岛精准帮扶,

发挥长处、补足短处,共同促进海岛可持续发展。

4.3.3 海上运输和物流

目前中韩已在海运、港口物流、航空运输以及建

立东北亚地区国际单元化海运网络等方面开展交流

与合作。中韩海上运输距离较近,在坚持平等互助的

原则下可加大合作力度,促进双边贸易增长。中韩

“四港联动”(威海-仁川)整车运输试运行的成功[25]

表明两国海上运输和物流合作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

将成为双边贸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语

随着蓝色经济的发展,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成

为中韩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韩无

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管理发展现状的梳理,两国对无

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的关注程度日渐提升。在无居

民海岛方面,两国管理体系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大

力开展无居民海岛建设;在海岸带方面,两国都以

海岸带综合管理为原则,促进海岸带协调可持续发

展。对于中韩共同存在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岸带管

理、法律体系及自然灾害等问题,两国采取的解决

方式不同,因此互相借鉴、吸取经验有助于两国制

定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政策,更好地把握发展时

机,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

在“海 洋 十 年”以 及 黄 海 大 海 洋 生 态 系

(YSLME)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中韩应以建

交30周年为契机,以合作成果为前提,进一步加强

海洋合作,抓住机遇,扩大合作领域,促进蓝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为促进两国在海洋科技与管理领域的

深入合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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