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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海洋局近年来启动重点区域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浙江省平阳县是全国首批４个海域

使用权属核查试点区域之一。文章就平阳县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实践中遇到的关键问题进行思考

和探讨，并提出解决措施和建议，为开展全国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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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是指为摸清海域权属现状，

掌握准确完整的海域使用权人、面积、用海类型、用

途、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等海域使用权属数据，依法

进行的核实、勘测行为［１］。通过重点区域海域使用

权属核查，准确掌握海域使用权属信息和海域使用

现状，为依法科学配置海域资源、提高海域使用审

批效率、落实不动产登记要求奠定基础，同时为开

展全国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积累经验。

２　核查概况

２１　核查区域用海情况

平阳县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东面东海、南邻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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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靠文成、北接瑞安，于飞云江和鳌江之间。平

阳县管辖海域面积约１２．６万ｈｍ２，大陆海岸线总长

约５０ｋｍ，辖区内现有海岛１０３个，其中有居民海岛

３个、无居民海岛１００个。平阳县项目用海集中分

布在鳌江北岸堤塘外、宋埠西湾社区沿岸、南麂列

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等３个区域，其中鳌江北

岸以码头等交通运输用海为主、宋埠西湾沿岸以填

海造地用海为主、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内以养殖用海为主。

２２　核查工作流程

为统一成果形式、保证成果质量，国家海洋局

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明确海域使用权属

核查的工作流程包括重点区域选取、实施方案编

制、内业核查、外业核查、成果制作、验收归档６个步

骤［２］（图１）。

图１　核查工作流程

２３　核查结果

通过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平阳县共有各类型项

目用海１４４宗，包括确权或公益性登记的项目用海

１１３宗、已使用未确权用海３１宗。发现各类问题用

海８５宗，包括已使用未确权用海３１宗、注销后仍在

使用用海１２宗、位置不准用海１０宗、用海方式改变

用海１６宗、过期未注销用海１宗、未采用 ＷＧＳ－８４

坐标系用海１５宗。

３　核查关键环节

通过核查实践，重点区域的合理选择、自上而

下的组织结构、准确有效的数据资料、精密科学的

坐标转换、先进高效的测量方法、科学合理的用海

界定是保证核查工作成效的关键环节。

（１）重点区域选取。根据重点区域选取的原

则，只有科学合理地选择重点区域，才能客观准确

地反映目前海域使用权属管理中存在的代表性、典

型性问题，达到试点的目的。

（２）组织实施。国家海洋局统一部署，东海分

局具体落实，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三级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和技术承担单位各司其职，严密的组织结

构是保障核查工作顺利实施的关键。尤其是县级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发挥属地优势，在核查外业

工作开展前逐一电话联系和走访所有用海单位，提

前告之核查目的和事项，加强宣传和协调，充分取

得用海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为核查通知书发放、现

场核查测量指界、核查表签字等后续工作的顺利开

展疏通渠道。

（３）资料收集应用。资料收集的完整性、准确

性、时效性直接关系到后续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

量。在核查过程中，除充分利用国家海域使用动态

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外，还要补充收集各级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录入系统的纸质材料、测绘管

理部门提供的控制点资料和基础地理底图，以及性

价比高的最新国产遥感影像数据如高分系列卫星

数据。

（４）坐标系统转换。现有权属数据存在北京

５４坐标系、西安８０坐标系、ＷＧＳ－８４坐标系、地方

独立坐标系等多个坐标系统，需要统一转换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不同坐标系统转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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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要收集核查区域附近４个以上控制点，４个控

制点间距不宜超过３０ｋｍ且均匀分布，同时具有不

同坐标系统的坐标，其中３个控制点进行７参数反

算、１个控制点进行坐标转换精度验证。坐标转换

参照《大地测量控制点坐标转换技术规程》执行。

（５）测量方法选择。目前温州沿海地区ＣＯＲＳ

（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网已覆盖，核查时只需用

ＲＴＫ型ＧＰＳ移动站接收的卫星信号和数据控制中

心发 送 的 改 正 信 号，即 可 实 时 获 得 界 址 点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

能满足《海籍调查规程》中界址点精度误差不大于

０．１ｍ的要求。合理选择测量方法既能保证核查精

度，又能提高核查效率、降低核查成本。

（６）实际用海范围的界定。技术规范要求对现

场测量的项目用海重新绘制宗海图，由于早期测量

精度不高、现场指界人不同、擅自改变用途、超范围

用海等多种原因，实测的界址坐标与海域使用权属

信息上的界址坐标存在偏差，因此合理界定实际用

海范围是重新绘制宗海图的关键。

４　思考与建议

（１）对核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地方各级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审批权限提出解决方案；国家海

洋局层面应根据法律法规出台具有指导性的政策

或意见，为各级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集中及时应

用核查成果、变更问题权属数据、完善海域使用权

属信息提供工作依据。

（２）鉴于围海和构筑物用海出现擅自扩大用海

范围、改变用途等现象，建议将围海和构筑物用海

项目纳入竣工验收范围或进行竣工测量，根据测量

结果进行权证的变更，以确保管理部门切实掌握用

海项目的实际用海情况。

（３）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的管理与应用，对已确权或公

益性登记的用海项目及时录入系统，避免出现新批

项目用海与未录入系统项目用海相重叠的问题，已

经换发土地证和已经注销的项目应及时在系统中

完成注销流程。

（４）为充分发挥海区分局的区域监管作用，建

议成立海区动态监管中心，明确分局在国家海域使

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中的分工职责，负责海域监管

系统海区节点的总体维运，加强对地方节点的工作

监督和检查，建立海区、省、市、县级节点的信息交

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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