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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海洋 （涉海）工程环境监视监管方法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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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综述了围填海和海上堤坝工程、海中礁石和船坞围堰爆破清除工程、

海洋疏浚开挖清淤工程等３类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的重点内容和监视方法，概述了

这类工程在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的共性违规问题，提出了目前监视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就如何有效开展监视监管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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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涉海）工程是指以开发、利用、保

护和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并且工程主体位于

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具

体包括：围填海、海上堤坝工程；人工岛、海

上和海底物资储藏设施、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

工程；海底管道和海底电 （光）缆工程；海洋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海上潮汐电

站、波浪电站和温差电站等海洋能源开发利用

工程；大型海水养殖场和人工鱼礁工程；盐田

和海水淡化等海水综合利用工程；海上娱乐及

运动、景观开发工程；国家海洋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海洋

工程。

２００９年全国海洋厅局长会议提出了建立

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分级责任制和运行机制，

推进海洋工程和海洋倾废环境保护全过程监

管的工作目标。为全面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

理职责，做好东海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与评

价工作，从２００９年度开始，国家海洋局东海

分局全面部署并选择性地开展海洋 （涉海）

工程的环境监视监管工作。笔者根据近４年

来开展的地方海洋工程监测监理和国管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工作，结合实际情况，

就其中的３类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的

重点内容展开概述，提出了当前监视监管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有效开展监视监

管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１　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的重点内容

１１　围填海、海上堤坝工程

东海区三省一市人多地少，但经济持续发

展，对土地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成本低廉的向

海要地项目不断上马。此类海洋工程数量在东

海区 占 到 相 当 大 的 比 例，据 不 完 全 统 计，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浙江省舟山区域围填海、海上

堤坝工程占到审批海洋工程项目的近６５％。因

此，加强对此类海洋工程的环境监视监管，具

有重大意义。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监视

监管。

（１）对海域使用证和海域占用面积的监管。

根据相关规定，围填海、海上堤坝工程应先取

得海域使用权证方可开工建设，但在实际监视

监管工作中，在海域使用证未获批的情况，工

程已开工建设甚至完工的违规现象屡见不鲜。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受理此类项目时，均已批

复了海域占用面积和具体经纬度范围 （即红线

图），但有些建设单位或因实际需要或因贪图利

益，存在超出红线范围填海的违规事实。因此，

应加强对海域使用证办理情况的检查，并对岸

线变化情况进行实时动态跟踪测量。

（２）对工程施工工艺和施工工期的监管。

根据环评报告书 （报批稿）及相关法律法规，

均明确规定了围填海工程应实施先围后填、明

确了筑堤的施工工艺、明确了工程的施工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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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监管中，发现围填海工程实施未围先

填、直接推填的违规事件发生频率较高，存在

擅自将塑料排水板改成爆破挤淤工艺进行筑堤

现象，并且一些工程施工工期严重滞后。因此，

在施工现场应重点监视施工工艺，关注工程施

工建设的工期。

（３）对土石方平衡和填充材料的监管。围

填海、海上堤坝工程需大量土石方，来源主要

为开山爆破，部分为外部购买，多余土石方不

得随意抛弃至邻近海域。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

法》和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规定，围

填海工程填充材料应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标准。

因此，需对施工现场土石方平衡进行核算评估，

确保施工单位未将多余土石方遗弃入海，并对

填充材料进行检查，不得含有大量生活垃圾和

含有毒有害物质。

（４）对施工船舶油污水和废弃物处置以及

施工车辆的扬尘和噪声的监管。施工船舶油污

水和废弃物排放入海将污染海洋环境，需对施

工船舶油污水铅封情况入舱检查，生活垃圾等

固体废弃物需回收上岸处理。车辆施工引起的

扬尘和噪声将影响工程邻近区域居民的日常生

活，需采取实时洒水、篷布遮盖等措施抑制扬

尘，并不得在夜间施工，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５）对工程施工对周边区域环境敏感点影

响的监管。在进行现场监视监管时，需检查建

设单位和受影响单位协调补偿协议签订情况，

并对工程周边区域的环境敏感点进行实地调访，

如，航道码头水下地形冲淤、海水养殖区 （捕

捞区）产量影响、周边居民居住设施震动和日

常生活干扰影响等，评估影响程度，为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１２　海中礁石、船坞围堰爆破清除工程

此类工程作业地点往往位于船厂坞门口围

堰装置和码头前沿、航道处水域标高水深不足

区域，不能满足等级船舶正常航行或存在航行

安全隐患，需对海中礁石进行爆破拆除，增加

通航能力。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监视监管。

（１）爆破施工工艺及单孔用药量。选择不

同的工艺进行爆破施工和单孔布放炸药量的不

同，起爆时产生的震动和冲击波影响力是截然

不同的，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的效果也形成明

显对比。因此，在监视监管时，应监督施工单

位选择相对比较先进的爆破施工工艺，并严格

控制单孔炸药量，符合环评报告书设计要求。

（２）爆破作业时间、渔业资源保护、爆破

和清渣作业区域设置明显标志和信号。根据

《条例》第二十八条，进行海洋爆破作业的，建

设单位应当在爆破作业前报告海洋主管部门，

爆破区域设置明显的标志、信号，并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海洋资源，爆破作业时间应当避开主

要经济类鱼虾的产卵期。保护海洋资源的措施

有：控制单响用药量以减少海中震动冲击波、

正式爆破前进行小剂量的试爆以驱赶能逃逸的

鱼虾类、缩短工期以尽量减少对海洋资源的影

响周期等。

（３）礁渣开挖清除时，悬浮物的扰动扩散

影响。爆破作业后，需进行开挖清除作业，这

势必引起海底沉积物的扰动，从而导致悬浮物

的扩散影响，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若邻近海域

存在海水养殖及滨海旅游等活动，开挖清除碎

礁、渣土作业的时间，需选择避开这些敏感点

的潮流时进行。

（４）礁渣爆破方量核计、清除渣土的去向。

根据工程设计及环评报告书，明确规定了爆破

方量、清除渣土的指定倾倒区域。因此，在监

视监管中，需对爆破产生的礁渣方量进行核算

评估，对清除的渣土倾倒地点进行跟踪监视，

不得有随意倾倒于海域的行为。

（５）施工船舶油污水和废弃物的处置、溢

油风险事故应急预案。施工单位对于爆破施工

船舶、清渣施工船舶均需编制专章 《溢油风险

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溢油事故应急物质，以

应对突发的溢油事故，使溢油引起的环境损害

降到最低。施工船舶油污水和废弃物的处置，

同１．１节第 （４）点。

（６）爆破作业区域相关利益者的协调情

况。爆破作业海域若存在海底电 （光）缆线、

输水管道、航道通航、码头和海水养殖等环境

敏感点，爆破开工前，需与各环境敏感点所属

单位进行协调沟通，签订补偿协议并积极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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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海洋疏浚开挖清淤工程

此类工程作业地点往往位于码头前沿、航

道处、港口港池区海域，因淤积影响，导致水

深不足，不能满足船舶的正常航行，需对标高

水深不足区域进行疏浚开挖，增加通航能力，

并将疏浚废弃物倾倒于指定的海洋倾倒区。应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环节的监视监管。

（１）倾倒许可证办理，并在有效期内施工。

按照相关规定，要进行海洋疏浚倾倒作业，需

办理倾倒许可证，其中疏浚倾倒１００万ｍ３ 以下

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办理，１００万 ｍ３ 以

上由国家海洋局各海区分局审核办理。因此，

在对疏浚倾倒工程进行监管时，首要一点就是

检查是否办理相关倾倒许可证，并核实施工工

期是否在许可证的有效期内。

（２）疏浚废弃物开挖装载核查。监视监管

现场，需检查疏浚船舶是否持有倾倒许可证、

核查疏浚船舶中装载的废弃物是否与许可证要

求相符、核查倾倒作业船舶船名和船号与许可

证上是否相符、核查疏浚开挖地点是否与许可

证要求相符。

（３）疏浚废弃物运输、倾倒过程。作业船

舶在进行航行倾倒时，需进行跟踪监视，检查

运输过程中废弃物是否有跑、冒、滴、漏现象，

是否存在不到位倾倒现象及其他违规情况，对

倾倒的具体位置进行记录，对倾倒后倾倒区海

域的表观状况 （如是否有漂浮垃圾、泡沫塑料，

是否有死鱼现象发生等）进行记录。在实际监

视监管中，有发现个别满载倾倒船只在航行未

到达指定海洋倾倒区后，突然完全上浮，明显

属违规未到位倾倒。

（４）疏浚倾倒方量。倾倒许可证已明确批

复了倾倒方量，在整个疏浚作业工期内，需对

倾倒作业船舶的装载量、船次进行记录，统计

实际倾倒方量。但因统计结果往往存在误差，

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倾倒方量，应该允许

存在一定方量浮动。

２　当前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工作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工作已迈过了

两个年头，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的高度重视

和统筹安排下，在各海监执法支队和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站 （以下简称 “中心站”）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比而言，《防治海

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发布时间

晚，宣贯过程尚未深入，监视监管工作起步迟，

在实际工作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１）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工作未全

面展开。海洋 （涉海）工程的监视监管工作开

始于２００９年，起步晚，开展时间不长，故在东

海区只选择性地确定一些海洋 （涉海）工程作

为试点开展监视监管工作，目前，未将监视监

管的范围覆盖到整个东海区海域。

（２）个别项目建设单位对于监视监管工作

的不配合。目前，虽然大部分的建设单位和施

工单位能较好地配合中心站的环境监视监管工

作，但个别业主单位却不甚配合，对于工作人

员开展监管工作的监管身份、工作证件均提出

了质疑，影响了正常的工作。

（３）工作水平和监管经验上存在差距。监

视监管工作起步不久，没有先例可借鉴，更无

任何监管工作经验可谈，要从事海洋 （涉海）

工程的监视监管工作，对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懂得相关工程、施工工艺、环

保法律法规等知识，而这又是各中心站工作人

员比较欠缺的。同时监视监管又涉及工作人员

与不特定的业主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人与人打

交道的过程，这点对于各中心站而言又是最弱

的，一是因为之前单位相对比较封闭，与外界

社会接触较少；二是各单位近年来新进的年轻

人和外地人较多，在语言交流和当地习俗方面

存在障碍，磨砺和韧性的积淀不足。

３　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工作的思

考与建议

　　根据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有关海洋 （涉海）

工程监视监管工作的精神和指示，笔者结合近４

年来开展的地方海洋工程监测监理和国管海洋

（涉海）工程的监视监管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就

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海洋 （涉海）工程监视监管

工作进行了一些思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请行政、执法部门加强对中心站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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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的支撑，并定期开展联合联动。各海

监执法支队开展环境监管工作顺理成章，但中

心站缺乏行政、执法部门的强力支持将一事无

成，为此应建立专人联系、定期沟通和联合工

作等机制，在开展海盾、碧海以及常规执法巡

查时，中心站也能派工作人员参与。在当前监

视监管工作起步之初，执法部门的引领作用显

得尤为重要。

（２）加强对海洋 （涉海）工程环保 “三同

时”验收工作。根据 《条例》第十六条和第十

八条，海洋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需投

入运行的，应通过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环保

“三同时”验收。对于海洋 （涉海）工程的建设

单位在向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时，在核准批

复文件中可明确注明工程完工时需进行环保

“三同时”验收，并需出具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编

制的海洋环境监视监管报告，从而也为中心站

开展监视监管工作提供了依据。

（３）进一步营造声势和氛围，宣贯海洋环

境保护的意义。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各种

工作会议和环保会议等场合加强宣传，进一步

传递中心站参与监视监管这样一个信息，使监

视监管工作更理直气壮；也可适时召集一些大

型海洋 （涉海）工程业主方、疏浚倾倒作业方

以及责任区域的中心站等单位参加环保工作座

谈会，另外也可请他们参加各类环评听证会、

评审会，宣贯环保理念，强化他们的环保意识；

对于个别海洋 （涉海）工程单位不配合工作并

违规事实明显的，行政、执法部门可进行处罚，

并进行报道；可以在海区选择若干个重点项目，

开展全程环保监视监管示范工作等。

（４）须予以中心站相应的职责。海洋行政

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的程序，可增加中心站环保

监视监管的职责，人员颁发监视监管工作证，

从而更好地为海区行政主管部门的环保全过程

监管工作服务。并可统一中心站监视监管工作

人员的装束，以提升单位整体形象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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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发展、分步开发。严格贯彻岸线 “深水深

用、浅水浅用”，同时提高岸线开发的投资强度

和利用效率，实现岸线集约利用，要着眼长远，

对具备良好开发前景而近期又暂不具备开发条

件的岸线和土地，做好规划预留和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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