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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内容探析

林同勇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８）

　　摘　　　要：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的一

项重要制度，也是提升海域管理信息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手段。笔者依据东海

分局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技术规程》（试行）和 《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

系统总体实施方案》，结合近年来从事填海工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经验，探讨施工

期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工作内容，为依法、规范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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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海洋经济大发展带动

了海洋大开发，随着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

和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项目用海需求刚性不

断增长；加上能源、重化工业向沿海地区集

聚，滨海城镇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在沿海

布局，各类海洋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海洋

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根据 《２０１１年海域使用管

理公报》显示，我国全年批准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１５个，规划总面积１８２００ｈｍ２，其中规划

填海面积１６３００ｈｍ２；批准高涂围垦养殖用海

规划两个，规划总面积２５７００ｈｍ２
［１］。区域建

设用海规划需求旺盛，填海项目不断增多，给

海域使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填海属于完全改变海域属性的

用海活动，同时对周边海域资源条件和开发利

用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如何实时动态、科学准

确地掌握填海和海岸线变化的情况，以及对周

边海域造成的影响，促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已是摆在海域使用管理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五条规定

“国家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对海域使用

状况实施监视、监测”。因此，海域使用动态监

视监测是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填海活动监督

管理的重要手段。

２　地面监视监测工作内容探析

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０７年下发的 《填海项目竣

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中明确要求，海域

使用权人提出填海竣工验收申请时，要提交施

工过程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报告。但至今国家海

洋局未明确、统一、规范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技

术内容及要求等，导致各级、各地海洋部门在

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测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出现了诸多问题。为开展科学合理、规范有效

的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实时、动态掌握海

域使用信息，笔者结合近年来从事福建南部海

域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依

据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

态监测技术规程》（试行）和 《国家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总体实施方案》，探讨施工

期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内容。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组

织编制并下发了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

技术规程》 （试行），规定了填海项目施工期海

洋水文动力、水下地形、海洋环境以及海域使

用动态监测基本要求和技术方法，包括海域使

用动态监测内容、监测范围、监测技术方法和

监测报告编写等，为开展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

动态监视监测工作提供了较为规范、全面的技

术要求。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技术规

程》（试行）规定了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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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岸线变化监测、地形测量、海洋水文

泥沙观测、海洋环境监测、吹填溢流口悬浮泥

沙监测和海域使用现状影响调查６部分。笔者

认为，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的核心问题就在

于要求 “动态”两个字，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

地面的监视监测获取动态的海域使用信息。结

合填海类型、规模和方式等，海域使用动态地

面监视监测涉及内容主要包括海域现状监视监

测、施工动态监视监测、海洋功能区监视监测、

用海权属监视监测、用海风险监视监测及管理

对策监视监测等。

２１　海域现状监视监测

准确把握海域使用现状是依法实施海域使

用管理的基础，因此，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

工作的基础是全面、科学地掌握填海项目的海

域现状。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对围填海项目所在

海域的自然状况、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开

展监视监测，尤其是项目所在海域的河口海湾

形态和面积等，以及海岛数量、面积、植被和

海岛岸线变化等。通过监视监测，绘制海域使

用现状图，拍摄用海现状影像等，切实掌握围

填海项目周边已开发和未开发的海域面积及分

布状况，为科学评价海域使用影响状况提供依

据。

２２　施工动态监视监测

施工动态监视监测是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

测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实时掌握用海进展情况的主要依据。其内容

包括实时了解项目施工进展情况，核查施工工

艺及施工物料来源，现场测量施工用海界址点

坐标，记录海岸线变化情况，绘制用海界址点

动态变化等，判断施工用海界址和批准权证用

海的一致性。

２２１　收集资料

监视监测前要认真收集填海项目的批复文

件、界址点、用海项目的规划等前期资料纸质

文本和电子版，记录项目的概括信息及周边环

境信息。根据相关的批复文件等，统一将坐标

转换为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并绘制该项目宗

海界址图。

２２２　现场踏勘

根据批复的项目宗海界址图，向用海项目

业主了解施工动态与进展情况，现场查勘围填

海工程的动态进展，包括围堰工程和围填海工

程进展等。同时核实围填海过程是否按照 《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书》中提出的施工方式、施工

工艺流程等实施，核查填海工程是否按照先围

堰后填海方式；现场核实施工填海物料种类和

来源是否相符合，确认是否有违规施工的情况。

２２３　实时测量

采用ＲＴＫ现场实测填海项目海域原始海岸

线位置及填海工程施工界址点动态进展，包括

围堰工程位置、填海工程范围等，核查项目用

海施工进展的情况，确认项目用海面积以及是

否超出批复界址点和占用海岸线范围。

２２４　绘制图件

根据现场测量结果，按照 《海籍调查规范》

（ＨＹ／Ｔ１２４－２００９）的要求绘制施工动态界址

图。图件内容主要反映现状围填海界址范围与

批复用海相应界址范围对比情况，并至少应反

映３个图层，即：底图、海域使用权证中批复

的围填海和构筑物用海界址图、现场核查实测

的围填海和构筑物用海相应现状界址图［２］。

２３　海洋功能区监视监测

海洋功能区划是编制涉海规划的依据，海

域使用项目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因此，海

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应注重海洋功能区的监视

监测，以验证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项目选址是

否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等，防止擅自改变海域用

途。监视监测时要认真查询围填海项目所在海

域的海洋功能区划文本、登记表和图件，主要

监视围填海项目所在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利用状

况及海洋功能执行情况等，尤其要对填海工程

涉及的海洋功能区中重要保护目标完整性影响

的监视监测，包括重要保护目标数量、形态、

属性的完整性和周边环境的稳定性，以及保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２４　用海权属监视监测

重点监视填海项目的用海位置、用海用途、

用海面积、用海界址坐标、用海方式、用海权

属等与海域使用确权批复的相应内容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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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变更情况等，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录入和矢

量化处理，生成权属电子档案和用海宗海图。

了解海域使用金缴纳情况，查阅海域使用金缴

纳凭证。同时对用海经济指标进行监视监测，

内容有海域等级、宗海价格和经济产值等。

２５　用海风险监视监测

填海工程用海风险主要有：工程施工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事故风险等。其中工程施

工风险主要来自工程施工现场区域复杂的地质

条件对施工项目造成的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包

括台风和风暴潮、海岸侵蚀、海水入侵等自然

灾害造成的风险；人为事故风险主要表现为施

工船舶溢油风险。基于用海风险，用海风险防

范措施管理监视监测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各种用

海风险应急预案、预警机制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用海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情况等。对围堰工程

尤其是要加强工程围堰合龙的监视。

２６　管理对策监视监测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和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用海批复文件中对填海项目提出的相关海域

使用管理对策措施，是加强填海项目管理的科

学依据。因此，要加强相关海域使用管理对策

措施的落实责任部门、落实方式和落实程度等

的监视监测。监视监测时可采用质询、调研、

走访和座谈等方式，通过质询填海工程业主方

与填海工程方，或调研相关政府部门及管理部

门，走访周边社会群众及利益相关者，以及通

过召集用海项目业主、利益相关者等座谈，了

解处理利益相关者落实协议、方案及支付凭证

等情况，同时对用海批复文件提出的项目用海

施工期管理对策措施逐条分析落实情况。

３　监管要求与工作体会

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工作是填海活

动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保障工作，对填

海工程项目科学、合理、规范和有序地使用海

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用海单位在取得海域使用权后，往往对论证

报告及专家组提出的科学合理的施工方式、开

发协调、风险防范、监督管理、环境保护等各

项对策措施落实存在着懈怠和漏洞，不利于海

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的开展。为此，在实

际开展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工作中要坚

持科学、认真的态度，按照要求实时、动态开

展，及时、准确地提交海域使用动态信息。

３１　注重资料收集

在设计填海项目施工期海域使用动态地面

监视监测方案前，要收集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书》及专家评审意见、用海批复文件、海域使

用权证书、填海工程施工图纸及设计报告，掌

握填海工程的施工方案、施工工艺，以及填海

工程物料种类、来源、工程量和施工进度安装

等，同时还要尽量收集和仔细研究填海工程海

域历史资料，为开展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

测提供依据。

３２　规范方案设计

承担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技术部门应依据

《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技术规程》 （试

行），结合项目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用海

批复文件要求、施工进度计划等，编制的填海

项目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方案，须经海

洋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审查和批复后方可实施，

并应及时将地面监视监测成果报送海域使用管

理部门。

３３　严格动态管理

填海项目开工建设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

监测技术部门要提前介入，主动联系，全程跟

踪项目进展情况，按时实施定期地面监视监测

工作，直至该项目竣工验收。

３４　加强监督检查

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是督促填

海项目业主依法、科学、规范、有效实施海域

动态监视监测的重要保证。在填海项目海域使

用动态监视监测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执法检查

等方式开展，确保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结果

的真实性和规范化。

４　结束语

地面监视监测是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中

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针对填海类型、规模

和方式的不同，在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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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探讨并明确科学合

理、规范有效的海域使用动态地面监视监测工

作内容，重点关注监视监测工作的焦点和难点，

实施填海工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动态

监管，是及时发现用海违法行为、防止海洋环

境突发事件发生的有效途径；是切实维护用海

秩序、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有效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海域管理、环

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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