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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经济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对促进辽宁省整体发展和东北产业振兴有着极为

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法治化完善视角出发，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进行总结，通过对发展现状

以及发展基础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在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的关于相关法规、管

理机制以及统一领导等方面的障碍和不足。在分析现有的我国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建设的发展障碍的

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完善路径进行综合性分析，从法治化保障以及经济制度等视角推动

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法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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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reg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ecting the rule of la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then sums up 
the obstacle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such as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unified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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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
provement path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legal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coastal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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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长河中，海洋始终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经验告

诉我们向海则国兴，闭海则国弱，海洋开发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海洋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向海洋，开发海洋，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始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课题。各

国都高度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把海洋经济发展视为战略抉择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随着海洋经济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里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建设海洋强国，促进海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道路。要

建设海洋强国，势必要平衡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海洋生态环

境和海洋自然资源的保护是推进国家海洋经济战略的基础，面对日益复杂的海洋环境保护形势以及不断

增加的海洋生态保护的压力，迫切需要通过法治建设保证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海洋环境法律保护制度

只有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海洋环境的保护，相关行政机关要切实发挥海洋环境的职责。环渤海经济

区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高效增长点。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重

要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发展使命，其发展关系到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

的对外开放进程和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水平，辽宁沿海地区在历史的浪潮中破旧革新，经济发展方向从

背对海洋到面向海洋，东北地区从老工业基地走向沿海经济，辽宁沿海经济带是辽宁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出路。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可以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雄厚产业基础，

发挥到周边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研究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有利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发

展平台的调整创造以及全面提升东北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环境与经济协调

发展关系，对于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辽宁海岸带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全面提升辽宁沿

海五点一线经济带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政策的支

持，立足法治视角，领会法治建设精神，聚焦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圈高质量法

治化发展路径，促进东北振兴实现新突破和新进展。 

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 

2.1. 发展概况 

2009 年 7 月国务院通过并发布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自此开启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

序幕。辽宁沿海经济带相较于中国其他沿海地带，有着特殊且重要的地理意义。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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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一面沟通了环渤海地区一面连接了山东半岛，包括了辽宁省的六个沿海城市即大连市、丹东

市、锦州市、营口市、盘锦市以及葫芦岛市在内的全部行政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概念起源于辽宁省

于 2005 年为响应东北振兴提出的“五点一线”的构想，发展至今，“五点”具体包括：大连长兴岛临港

工业区、含盘锦船舶工业基地的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含锦州西海工业区和葫芦岛北港工业区在内的

辽西锦州湾沿海经济区、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以及辽宁丹东产业园区。“一线”具体为：从丹东开始到

葫芦岛绥中结束的滨海公路，“五点一线”构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地理格局。辽宁沿海经济带不仅关

系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还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至 2020 年以来辽宁沿海 6 市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 1.2 万亿元人民币，在全省比重为 48.9%；6 市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 705.3 亿美元，站在全省占

比 74.7%；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6 个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8.2 亿吨，占全国 5.6%；6 个沿海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 1311 万标箱，占全国总比 5.0% [1]。根据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规划的批复》的指示，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就是以“老字号”做好改造升级，对现有的“原

字号”进行深度开发、对“新字号”进行培育壮大为三大工作主题。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辽宁海洋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完善相关区域协调机制，推动辽宁地区乃至东

北地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辽宁产业积极融入参与东北亚经济循环，提高辽宁地区产业经济在国

际经贸合作中的竞争力，以此来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和新进展[2]。 

2.2. 发展基础 

从当今国际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太平洋地区和东亚地区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动力，

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所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吻合了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方

向。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地理位置赋予它极为重要的战略发展意义，辽宁沿海经济带位处于环渤海地区和

东北亚经济圈地带，是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各国经济互动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除此之外，辽宁沿海

经济带的发展也是迎合国家政策的需要，自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对外开放的扩大化和区域

发展战略改革深度化，《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应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3]。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顺应了国家经济从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到环渤海区域的纵深化和层次渐进性的发展方向，给辽宁省乃至东北三

省的对外开放和东北亚经济互动提供了窗口和平台，促进辽宁省结束原有的封闭状态，加强与世界经济

市场的沟通，加强与内陆腹地相互支撑相互协调，成为具有开放性和功能性的潜力省份。辽宁沿海经济

带位处东北地区，天然继承了东北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背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完善的产业基础设

施，辽宁沿海经济岸线区位拥有者优厚的地缘优越资源陆地海岸线达 2290 公里，其中包含宜港海岸线

1000 公里和 400 公里深水岸线。辽宁沿海土地资源丰富，拥有 200 多平方公里的废弃盐田、盐碱地和荒

滩，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没有整体开发的地域[4]。辽宁拥有绥中、锦州、营口、大连、丹东五大主力电力

中心，可以充分保证沿海经济带的能源供给。辽宁省还具备优厚的港口条件，规模已经达到现代化港口

的需求，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大连、营口等港口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保持着贸易往来，

拥有的 300 多个生产性泊位中包含 132 个万吨级以上泊位[5]。在铁路运输上则依托沈山、哈大等干线铁

路�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疏港和支线铁路运输网络。可以进行大型集约化海上船舶运输，为辽宁沿海经济

带的发展提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支撑。 

3. 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发展障碍和问题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称《决议》)，
《决议》指出要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要坚持依法治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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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形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6]。社会治理离不开法

律，经济建设需要法律的助力，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理念要融入法治精神，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要

走法治道路，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自身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发展还存在一定障碍。 

3.1. 海洋领域发展相关法规的缺失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进程的不断加快，涉及的相关事务和产生问题会越来越复

杂，就需要更加细致和专门的法律法规去规制和引导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但是从现在的整体法律现

状来看，不管是海洋领域治理还是区域协调发展都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从海洋治理的方面来看，我国

已经具备一定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但是针对具体海洋相关事务还缺少各个海洋专门法进行规制，现存

的各个专门法律之间也还存在着冲突和空白，这极大地制约了辽宁沿海经济的涉海事务的处理，进而制

约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治理的现状显示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综合性的海洋基本

法去填补现有的法律空白，缓解现有专门法之间的冲突，海洋基本法的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事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区域合作的相关领域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推动了辽宁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

为辽宁海洋经济参与到东北亚经济圈带来了机遇，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进行区域性协同

发展不仅需要与国外进行大量的合作交流，也要注重与内陆腹地的协同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纵深发

展，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缺少一个国内外统一的标准，缺少一个班的完善协同合作发展机制与联合执法机

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3.2. 海洋管理体制机制的缺陷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使得对海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进而对海洋事业的管理机制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现如今海洋管理机构存在着人员和机构冗杂、涉海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以及相关机构职能重

复等问题，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仍存在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在纵向的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面上，

法律上对海洋管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范围及管理职责的划分不明晰，没有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中央

和地方的权力进行界分，由此导致了在海洋管理的事务上中央和地方产生了不协调的问题。从横向的

地方与地方的合作管理方面，对各地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海洋管理和沿海事务处理权限缺乏明确行

政界限，各个相关管理机构出现了在海洋管理方面的职能交叉、重叠或缺失，这也是导致海洋发展的

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利益纠纷的原因。不仅是职权划分存在问题，在各个海洋管理机关的协调机制也存

在一定的缺陷，进而在涉及陆海协调的事务上产生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高效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海洋维权执法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促进辽宁沿

海经济带的有序发展需要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海洋执法队伍，需要健全的海洋执法运行体制机制。

现如今，海洋执法的权力缺少约束，管理缺少监督，执法缺少追责，海洋治理缺少完善的海洋执法权

力监督机制对其进行保障，没有将相应的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就会成为制约辽宁沿海经济带长远

有序发展的重大隐患和制约因素。 

3.3. 海洋领域缺乏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 

海洋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建设队伍，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法治发展需要实施者法治观念的强

化。现如今，许多不合规的海洋商业行为带来的海洋生态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营者缺乏法律观念，

不敬畏法律，对于一些随意排放工业生产垃圾、过度渔业捕捞、填海造田等一些严重破坏海洋环境的行

为不以为然，不能认识到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

展需要国家海洋可持续发展法治教育宣传的加强，海洋可持续发展法治教育有助于民众在经济建设中树

立以未来为导向的思维模式，通过整体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的目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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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的舆论导向手段和海洋可持续发展重要手段，当前在辽宁沿海区域地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治教育有所缺失，海洋法治文化氛围的建设有利于扭转民众法治观念淡薄的现状，民众拥有法治信仰才

能保证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4. 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发展启示 

4.1. 促进东北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化保障 

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东北地区，肩负振兴东北振兴的发展战略责任，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东北地

区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解决东北地区的发展问题才能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扫清障碍，用

法治化路径助推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就是要针对东北全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东北地区现有的国有

企业发展活力不足的问题、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不充分等问题进行政策协调和政策统筹。这些矛盾和问题

主要出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针对东北地区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

决，要运用法治化路径保障改革。从东北地区现有情况来看，传统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呈现出偏资源型、

传统型、重化工型的特点，这些传统产业不能够适应现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这就需要相关法规政策的出

台引领传统行业转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面对东北地区资源枯竭的情况，完善相关生态保护方面的法

律法规。除此之外，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减少民生压力。

深化改革的法治措施，要以提高东北地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和为中心，树立发展自信，保

持东北振兴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定力，完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以法律推进结构调整、用政策鼓励创

新创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实现改革和发展目标。 

4.2.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开放性，涉及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坚

持把市场化和法治化相结合。运用法律手段强化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市场形成良性竞争，降低辽宁沿海

经济带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制度来保证辽宁沿海经济带

的发展质量。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注重经济贸易中的产权和契约保

护，统一市场标准，促进公平竞争，强调平等原则，用法律构建监管制度，通过完善相关的市场经济法

律制度，为辽宁沿海经济市场主体活动提供公正有序的法治环境。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要在高

水平国际竞争中实现，通过构建制度规则、监管规则、标准规则等法律法规去促进开放，增强辽宁沿海

经济带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和辽宁沿海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通过完善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促进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4.3. 加强海洋可持续发展法治观念教育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法治道路的发展在思想层面需要法治观念教育的支撑。政府应当对海洋环境污染

的严重性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宣传力度，普及海洋法治文化知识，提高人们对海洋可持续发

展和相关法律的认知，在辽宁全省营造保护海洋环境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的法治文化氛围，内塑民众海

洋环境保护意识，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意识，只有知道什么是海洋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要还用可持续发展，

才能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运用可持续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应扩大媒介宣传手段和宣传受众范围，不局限

商业从业者，从青少年抓起，从长远角度为辽宁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铸进法治力量，以合适的方式将

法治教育融入到课本和素质培养。不仅如此，海洋法治宣传教育要渗透到民众生活之中，丰富法制教育

的形式，综合考虑受众反对理解能力和思维方式，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民众对《海洋法公约》、

《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认识，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法治发展道路提供民众基础和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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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要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路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及东北地区全面复兴的发

展目标就必须通过法治保障，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让协调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法治化发展道路的内生

特点、让绿色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普遍形态、把握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推动以共建共享的高质

量发展路线。若想用法治化路径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在质量、效率、动力等方面进行变革，实现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就要把法治化高质量发展路线贯穿在辽宁沿海经济带

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使得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对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辽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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