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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和提升海洋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沿海

地区可持续发展,文章梳理我国已开展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工作内容,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基

于目标和任务提出对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一系列近岸海域

综合治理项目,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整体规划、管理机制、统筹协调和科学支撑方面仍存在不足;基

于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在海水质量、生态服务功能、人居环境和能力建设方面的目标和任务,应加强

顶层设计、完善运行监管、坚持陆海统筹和强化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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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ontinuouslyimprove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enhancethe

functionofmarineecologicalservices,andfurtherpromote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astalareas,thispapercombedthecontentsofthe

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inshoreseaareasthathadbeencarriedoutinChina.In-depthanal-

ysisoftheexistingproblems,and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basedongoalsandtasks.There-

sultsshowedthatsincethe1990s,Chinahadimplementedaseriesofinshorecomprehensiveman-

agementprojects,whichhad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buttherewerestillsomedeficienciesin

overallplanning,managementmechanism,overallcoordinationandscientificsupport.Basedonthe

goalsandtasksof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inshoreseaareasinseawaterquality,ecological

servicefunction,livingenvironmentandcapacityconstruction,top-leveldesignshould be



3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strengthened,operationsupervisionshouldbeimproved,landandseaoverallplanningshouldbe

adheredtoandbasicresearchshouldbestrengthened.

Key words:Blue-bay,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Ecologicalservicefunction,Natural

coastline,Land-seacoordination

0 引言

随着人类活动的高度趋海化,近岸海域的资源

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遏制资源衰退和生

态环境恶化,世界各沿海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近岸

海域综合治理,其中较成功的案例包括荷兰的退滩

还水计划、日本的东京湾综合治理、澳大利亚的联

邦海岸带行动计划和美国的切萨皮克湾综合治

理等[1]。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资源丰富。20世纪90年

代以来,我国近岸海域先后经历围海晒盐、农业围

垦、围海养殖和填海造地等多次大规模的开发利用

活动,在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

同时,也出现海岸侵蚀、港湾淤积、水质恶化、自然

岸线减少和生态服务功能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威胁

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安全。
“十三五”期间和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将继

续保持中高速发展态势,对近岸海域的开发利用需

求依然旺盛。同时,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

推进,人民群众对优质海产食品、优秀海洋文化和

优美海岸环境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因此,开展近岸

海域综合治理是提升海洋资源质量,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以及优化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的重要手段。

国内学者围绕我国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开展大

量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发挥重要作用[2-9]。本

研究梳理近20余年来我国已开展的近岸海域综合

治理工作内容,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基于目标

和任务提出对策措施。

1 我国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重视近岸海域

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继建立黄金海岸、红树

林、珊瑚礁和红海滩等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

保护区,在全海域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并开展以陆

源污染整治为重点、以恢复和改善渤海水质和生态

环境为目标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从2010年开始,我国利用海域使用金开展近岸

海域生态环境的整治修复工作,截至2015年共实施

超过200项近岸海域综合治理项目,主要分布于人

口较密集的沿海城市以及受损严重的海湾、河口和

海岛等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主要包括沙滩养护、

红树林等植被种植、滨海湿地和海湾构筑物清理以

及亲水海岸生态景观建设等;累计修复岸线超过

190km,修复海岸带超过6500hm2,修复沙滩超过

1200hm2,恢复滨海湿地超过2000hm2。近岸海

域综合治理项目的实施,大幅提升海洋生态服务功

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海洋开发利用价值,打造

一批海岸生态景观和亲水岸线,对促进沿海地区滨

海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作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的典型代表,北戴河的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显著。

从2016年开始,我国开展“蓝色海湾”行动,在

全国沿海地区筛选18个受损的重点海湾及其毗邻

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投入资金约25.9亿元,主要目

标包括修复岸线270km,修复沙滩130hm2,恢复

滨海湿地5000hm2,种植红树林160hm2、翅碱蓬

1100hm2和柽柳460万株,建设滨海景观生态廊道

60km[10]。

2 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2010年以来开展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工作取得较大成效,逐步探索和积累丰富经验,项

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监管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项目

支持方向、内容和规模等更加明确。与此同时,仍

存在诸多问题亟须总结和解决,主要包括4个方面。

2.1 整体规划不足

在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上,我国已构

建“蓝色海湾”“南红北柳”和“生态岛礁”等行动框

架,但总体战略和重点任务仍缺少“全国一盘棋”的

规划,整治修复工程分散化和碎片化现象较严重,

具有持续性和区域性的深度工程较少,且缺少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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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空间布

局和时序安排,规模化的综合治理效果难以显现。

2.2 管理机制不足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尚未形成从规划(项目库建

设)、立项、实施、评估到验收的整套运行和监管机

制,因部分环节缺失而未能有效衔接。例如:一些

项目在前期立项阶段的可行性论证不充分,项目获

批后因利益无法协调而搁置,或因项目方案本身存

在较大缺陷而须重大调整,导致项目执行效率低

下;国家对项目的验收缺少统一的指导规范、评估

方法和技术标准,导致综合治理效果参差不齐。

2.3 统筹协调不足

对于海湾、河口和流域等自然地理和生态系

统,不能充分和深度结合长期监测数据、资源和生

态环境受损机理以及陆海统筹协同治理等因素,导

致综合治理“治标不治本”,缺乏整体性、关联性、稳

定性和持续性。

2.4 科学支撑不足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具有类型多、周期长和难度

大等特点,对方案设计的要求较高,如缺少理念、方

法和技术等科学支撑,不但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而

且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对于沙滩的养护,如未充

分考虑波浪和泥沙输运等因素,缺少沙滩演变监测

以及数模和物模等手段,而引入不合理的离岸坝、

丁坝和人工护岸等硬辅助工程,极易造成整治修复

效果的不稳定,甚至造成生态环境的二次损伤;对

于海岸侵蚀的防护,如工程结构设计沿袭传统海岸

工程,而不针对环境条件合理采用生态护岸或其他

生态结构,将提高海岸的人工化程度;对于滨海湿

地的修复,多偏重于植被种植,而缺乏生境恢复等

系统性的措施方案;对于海岸生态廊道建设,多注

重亲水岸线和自然景观,而忽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污染物过滤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综合治理多重视

短期效应,而忽视长期影响。

3 目标和任务

通过开展近岸海域综合治理,促进近岸海域水

质逐步趋好、生态服务功能不断提高和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近岸海域综合治

理主要包括4项任务。

(1)全面清理非法或不合理设置的入海排污

口,同步治理入海河流,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入海;

通过控制陆源污染和养殖污染以及疏浚淤堵等措

施,使近岸海域优良水质(一、二类)占比稳步提升。

(2)有效提高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逐步

恢复海洋产卵场和育幼场,有效缓解海洋生态环境

的恶化和生物资源的衰退;拆除和清理非法和低效

的构筑物和围填海,通过沙滩养护、景观恢复和海

岸防护等措施,不断提升海岸防灾减灾功能,逐步

修复和恢复自然岸线,严守自然岸线保有率。

(3)积极拓展公众亲水空间,满足沿海地区人

民群众对美丽海洋和美好生活的需求。

(4)全面提升环境监测、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等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能力。

4 对策措施

4.1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包括中长

期规划和“蓝色海湾”等具体规划,尽快出台实施指

导意见和工程建设指南;地方明确近岸海域综合治

理的目标、布局和重点,并建立项目库和任务表。

明确中央奖补资金的支持方向,完善奖补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细则以及政府资金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

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健

全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资金合作机制和资金融

措机制。加强宣传力度,组织开展沙滩清洁等活

动,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和爱护海洋的社会氛围。

4.2 完善运行监管

建立长期、稳定和行之有效的近岸海域综合治

理管理机制以及国家和地方的分级责任制。国家

建立从规划、申报、筛选、实施、评估到验收等全过

程的项目运行和监管机制,组建涉及生态环境、水

文动力、工程建设和预算计划等方面的专家“智

库”,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提供全面的智力支持。

地方全面评估本地生态环境受损和开发利用低效

的海域,积极推荐生态服务功能高和受损严重的重

点综合治理项目,协助国家和本地建立综合治理项

目库,统一安排时序和加大投入。项目前期着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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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确保设计方案科学可行;对已批项目加强

监管,通过相应管理细则开展实施效果评估;统筹

国家和地方在线监测资源,形成全国海洋环境监测

“一张网”。

4.3 坚持陆海统筹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是长期过程,国家应联合地

方建立长效机制,尝试对重点海湾和河口等相对独

立的地理地貌单元出台区域性办法,构建“区域-
流域-海域”的污染防控机制,成立各级部门共同

参与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协调小组,进一步加强陆

海统筹的协调力度,同时集中专门力量进行有针对

性的管理细化和方案研究,并督促落实。

4.4 强化基础研究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是涉及多种学科和多项技

术的系统工程,应加强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

形成分类的技术标准和科学的设计体系,从而指导

和规范项目实施。建立“蓝色海湾”“南红北柳”和
“生态岛礁”等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工程的效果评估

方法和质量验收标准,提高评估和验收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探索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在近岸海域

综合治理中的应用和推广,带动绿色产业发展,在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同时,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旅

游、休闲和娱乐产品。

5 结语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对于保障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海洋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健全技术方法和标准体系、引导多元化投资以及提

高公众自觉性和积极性等手段,保障近岸海域综合

治理的常态化和持续性,进而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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