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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

的重要任务。

    一、以法律和配套技术标准为先导，进一

步完善海洋执法监察体系

    法律是行政执法的基础和依据。十六大以

来，我国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高度重视法律在行

政许可及管理执法中的基础作用。但法律原则性

很强，多宏观指导而欠实际操作方法，而标准是

法律的有力补充和有效配套措施，是对法律条文

的细化，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指导与协调统一。

中国海监是国家行政执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所承担的海洋执法监察职能，同样需要强有力

的相关法律及配套标准为依据。

    目前，我国制定并已实施的涉海标准体系由

200余项国家或行业的基础、方法、管理和产品

技术标准组成。其中与海监队伍有关的，仅有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中国海监

制式服装》等屈指可数。海监执法标准化程度亟

待提高。

    建立健全海洋执法监察标准体系，主要应加

强海监执法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海监执法管理标准的制定主要应指在海域使用

项目管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倾废管理、

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海底电缆管

道、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管理、巡航和应急巡

视等执法监察中，对其工作程序（执法监察程序

包括检查的准备、检查的实施、终结处理等三个

主要程序）进行标准化，即对成功的经验进行科

学的分析、总结，使其成果以标准的形式加以规

范；海监执法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海洋环境监测中

的化学分析、海洋环境质量的评价方法，海洋生

态、生物监测技术，航空、航天遥感技术，海监执

法使用的仪器设备产品等标准。通过制定执法行

动中监视、调查、立案、取证、识别、评价、鉴定、

处罚决定和处罚执行等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为实施海监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

化、公正化提供依据。

    建立健全海洋执法监察标准体系，应加强

与其他涉海管理部门的联系，制定协调、规范、

统一的行动程序、方法。海监执法作为海洋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和

多部门的活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依

法行使海洋监察权，充分做好海洋监察管理工

作需要与其他涉海管理部门的协同、配合。因

此，在认真执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基

础上，应具备各涉海部门共同认可的管理技术

文件作为管理工作协调统一的依据，而海洋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是做好海洋执法监察管理中

协同、配合工作的公认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

基础。

    二、以计量为手段，进一步强化海监执法

能力建设

    计量工作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

的活动，是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国防建设、科学

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海洋环境瞬

息万变、彼此关联。海上水深浪高、风急雾重、

生物侵蚀、化学腐蚀等特定的测量对象和恶劣

的环境，使得对海洋仪器的准确度、分辨力、集

成度、动态性能、适应性、可靠性、稳定性、水密

性及配套性、防化学腐蚀、生物侵蚀、雷击、光

辐射及电磁干扰等性能的要求要远比陆用仪器

高得多，进而要求相关的计量标准有更高的准

确度。

    在海洋执法监察中，需要进行大量海上重大

事件的应急监视、调查取证，为加强实时监控和

调查取证能力，需购置安装先进的机载取证装

备、部分深海测量装备和远距离监视监测执法装

备等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获取的数据、信息



是执法的依据和基础。海监用仪器设备必须溯源

到国家的基标准，通过对在用仪器设备的计量检

定、检测或校准，建立检验鉴定方法，保证其监

视和取证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有效

性。因此，必须加强海监执法计量工作，使海监

队伍在依法执法的同时，拥有可靠的科学依据。

    三、以海监重大专项工作为切入点，进一

步推进海监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近年来，中国海监实施了“海盾”专项、养殖

用海专项、自然保护区专项、海洋工程环境管理

专项等一系列重大专项执法行动。以这些核心工

作为切入点，加强对此类专项工作的质量管理，

是确保执法整体效能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管理机

制，确保各个程序、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其次，要

加强海洋监察人员资格管理和培训工作，提高海

洋执法人员的素质，提高执法的公正性、文明性

和权威性水准。近年来，海洋行政执法工作的内

容不断丰富，对海洋行政执法队伍在法律、技

术、信息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尤其

自2006年我国全海域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制度建

立以来，海陆信息互通技术、执法人员国际法知

识、外语水平以及应急反应处置等专业技术水平

面临着严峻挑战。海洋执法监察工作是对有关的

法律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运用，具有很强

的政策性和技术性。海洋执法监察人员不仅需要

具备较强的法制观念和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应具

有与工作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需要研究制

定统一的培训与考核技术文件及资质管理工作

的方案，进一步提高海监执法人员素质，全面推

进各项执法业务工作。

    四、以构建长效合作机制为内容，将海监

标准化计量和质量工作全面引向深入

    通过构建长效的合作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

加强联系与沟通，充分发挥中国海监和标准计量

中心在各自领域的优势，融合双方的管理和技术

特长，发挥标准、计量、质量工作在海洋执法监

察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一是双方互通有无、及时掌握实际需求。标

准计量机构注意跟踪海监工作动态，提供标准

的咨询、培训等服务，海监部门应注意总结实践

经验，及时提出需求。二是要在确保海监所用仪

器设备产品的计量性能检定、检测和校准工作

上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准计量机构应按《海洋

计量工作管理规定》等要求，定期为海监仪器设

备提供计量、检测、校准等服务，保障仪器设备

的正常有效运行，同时提供计量评审、认证等咨

询服务，保障海监监视、取证等信息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三是双方要共同研究建立

科学的培训与考核制度，促进质量体系的有效

运行。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执法监察工作

关系到国家主权、海洋资源环境安全、海洋开发

秩序等一系列重要而敏感领域，任重而道远，强

化海监队伍的标准化、质量化水平，对更好地履

行国家使命以及推进海洋强国建设都具有深远

的战略意义，执法部门将与海洋科技部门共同

努力，携手为我国海洋事业书写出更加辉煌的

篇章！

（作者单位 ，中国海监总队  z国家海洋标准

计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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