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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海上人工构筑物呈现种类、数量和规

模都迅速增长的态势。但目前我国大部分海上构筑物尚未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导致管理权限不

清和管理环节缺位。文章分析我国海上构筑物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海洋管理实践出发,

对海上构筑物管理进行有益探索,提出在协调众多涉海部门的基础上,从审批、登记、竣工验收、弃

置管理、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解决最紧迫的管理需求,先易后难地完善海上构筑物管理的缺位环

节,逐步建立和完善海上构筑物管理制度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海洋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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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theimprovementoftechnologicallevelof

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marineresource,thetypes,quantityandscaleofartificialstructures
ontheseaareincreasingrapidly.However,atpresent,mostoftheoffshorestructureshavenot

beenincorporatedintotheunifiedmanagementsystem,theregulatoryauthorityformarinestruc-
turesisnotclear,andanumberofmanagementlinksaremissing.Thispaperanalyzedthecurrent

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offshorestructuremanagementinChina,madeausefulexplo-
rationofthemanagementofoffshorestructuresfromthepracticeofmarinemanagement,andput

forwardthatonthebasisofcoordinatingmanymaritime-relateddepartments,themosturgent

managementneedsweresolvedfromtheaspectsofapproval,registration,completionacceptance,

disposalmanagement,after-the-factsupervision,etc.,andthatthemanagementofoffshorestruc-

turesshouldbeimprovedfirstandlater,graduallyestablishingandperfectingth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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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foffshorestructures,betterservicetomarineeconomic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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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水平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日益向深海、远海拓

展,海上人工构筑物呈现出种类、数量和规模都迅

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目前大部分海上构筑物尚没

有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海上构筑物的管理权限不

清,多个管理环节缺位,废弃构筑物得不到及时清

理,生态修复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等。作为最

重要的海洋开发利用平台,海上构筑物用海具有数

量多、规模大、用海活动集中等特点,加之构筑物对

海域自然属性造成一定程度的改变,且部分构筑物

用海占用一定的岸线,因此科学、规范地管理海上

构筑物是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强国

战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1 海上构筑物的概念及管理现状

1.1 海上构筑物的概念和分类

构筑物一般指除了有明确定义的工业建筑、民

用建筑和农业建筑等之外的,对主体建筑有辅助作

用的,有一定功能性的结构建筑的统称,一般不具

备、不包含或不提供人类居住功能。在《现代汉语

词典》中,构筑物是指“特种工程结构的通称,指一

般不直接在里面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建筑,

如水塔、烟囱等。”《辞海》将其定义为“一般指人们

不直接在内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场所。如水塔、

烟囱、栈桥、堤坝、挡土墙、蓄水池和囤仓等。”《民用

建筑设计术语标准》中的构筑物是指“为某种使用

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

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设施。”但这也

不是绝对的,如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就将江河、渠道

上的所有建造物都称为建筑物,比如水工建筑物。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构

筑物用海包括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跨海桥

梁和海底隧道等。其中,非透水构筑物是指采用非

透水方式构筑不形成围填海事实或有效岸线的码

头、突堤、引堤、防波堤、路基等构筑物的用海方式。

透水构筑物是指采用透水方式构筑码头、海面栈

桥、高脚屋、人工鱼礁等构筑物的用海方式。

根据《深圳市海上构筑物登记暂行办法》,海上

构筑物是指在本市海域内的固定建筑物和构筑物,

包括码头、海上固定平台、海底隧道、桥梁、高架屋、

人工渔礁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海上构筑物。

国内学术界中,陈凯峰[1]认为海上构筑物是指

享有海域使用权的主体为实现用海目的而搭建于

海上的构筑物,如海上固定平台、海底隧道、桥梁、

高架屋、人工鱼礁及其他海上构筑物。

综上来看,海上构筑物就是搭建于海上的构筑

物,包括海上固定平台、海底隧道、桥梁、高架屋、人

工鱼礁、大型深水网箱、海上波浪能发电等科学实

验装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透水式的海上构筑物

以及采用非透水方式构筑不形成有效岸线的码头、

突堤、引堤、防波堤、路基、设施基座等构筑物。不

同海域使用类型采用的海上构筑物有所不同。根

据《海域使用分类》,对不同海域使用类型可采用的

海上构筑物类型进行梳理(表1)。

1.2 海上构筑物的管理现状

目前虽然没有针对海上构筑物的统一管理法

律法规,但现行的管理制度中有的已包含对海上构

筑物的管理要求。

1.2.1 海域管理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

称《海域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

度,海域的开发利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也

就是说,各类海上构筑物的建造使用,必须符合海

洋功能区划中该海域的功能。同时,《海域管理

法》规定申请使用海域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的书面

材料中必须有海域使用论证材料。之后,原国家

海洋局陆续颁布多个相关文件,确立并完善海域

使用论证制度。这些制度要求海域使用(包括海

上构筑物建造)必须进行海域使用论证。《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设专章规定防治海岸

工程、海洋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并规定新

建、改建、扩建海水养殖场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国务院出台的《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



11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0年 

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原国家海洋局出

台的《海洋石油开发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暂

行规定》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等,

都规 定 海 上 构 筑 物 的 建 造 应 当 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价。

表1 海上构筑物分类

海域使用类型

(一级类)

海域使用类型

(二级类)
构筑物类型

渔业用海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渔业专用码头、引桥、堤坝、渔港、渔港航道

人工鱼礁用海 人工鱼礁

工业用海
油气开采用海

海上生产井(油井、气井、水井)、固定平台(钻井平台、采油平台)、浮式生产储油装置、海

底天然气输气管道、海底输油管道等

电力工业用海 海堤、海上风电场、电缆管道、电缆桥等

交通运输用海

港口用海 码头、防波堤、航标(灯塔、浮标、灯桩等)、港区护岸、修船和造船水工建筑物等

航道用海

水坡、航运渡槽、隧洞等过船建筑物,对航道的通航有影响的闸坝、桥梁、驳岸、栈桥、护

岸矶头、滑道等构(建)筑物,航运梯级、航道水文监测设施、航道测量标志、移动式平台、

航标等

路桥用海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等

旅游娱乐用海 旅游基础设施用海
旅游码头、游艇码头、栈桥码头、浮码头、引桥、堤坝、游乐设施、景观建筑、旅游平台、潜

水平台、高脚屋、水上房屋等

海底工程用海
电缆管道用海 海底电缆管道,即海底通信光(电)缆、电力电缆、深海排污管道、输油输气管道等

海底隧道用海 海底隧道及通风竖井等附属设施

特殊用海

科研教学用海 海上平台、航标、泊位,海底大地点设施等永久性测量标志

军事用海
军事专用码头、港口、军用灯塔,军事专用海底大地点设施等永久性测量标志,军用海底

电缆管道

海岸防护工程用海 防波堤等

沿海各地区也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海域

管理工作进行规定。《辽宁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将海上人工构造物纳入围海项目管理,提出其用海

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的要求,并明确分级

审批要求。《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4年修

正)提出海上人工构造物的分级审批规定。《天津

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9年第六次修正)提出填

海、围海和建设非透水性海上人工构筑物等改变海

域自然属性的项目,申请人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

报告书;同时规定填海、围海和非透水性海上人工

构筑物等海洋工程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的要求。

《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

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都规

定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拆除海

上构筑物,恢复原状,并对未依法拆除的海洋构筑

物提出处罚要求。

1.2.2 其他涉海行业方面

我国目前涉海管理部门众多,且不同部门管理

权责不同,对构筑物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与本部门职

责相关的特定构筑物或特定环节的管理。根据《海

域使用分类》梳理的海上构筑物类型,分述涉海行

业关于海上构筑物的管理内容。

(1)渔业用海。①渔业基础设施用海。管理包

括前期环境影响评价、通航安全评估和通航安全影

响论证、水上水下建设施工项目许可、后期临时检

验、定期检验,但缺少构筑物建设规划,建造审批、

弃置和拆除等环节的管理规定以及基础设施的规

划布局要求。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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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等及各级

渔业发展规划。②人工鱼礁用海。主要根据布局

规划要求进行管理,相关规定见各级人工渔礁建设

规划。

(2)工业用海。①油气开采用海。主要基于环

境影响的考虑,较为详细地规范了建造、运行以及

废弃处置构筑物的防污要求。涉及的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定有《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及其《实施办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

管理暂行规定》《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费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等。②电力工业用海。海上风电、核电的管理相对

较为完善,从选址要求、建设规划、报建审批、施工

技术、工程验收、安全标准等都有相关规定和技术

标准等进行规范,但也缺少拆除、废弃、登记等的管

理。风电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有《全国风能

资源评价技术规定》《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和环境

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

的通知》《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风

电场场址选择技术规定》《风电场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办法》《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

管理规定及《全国大型风电场建设前期工作大纲》

《风电场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风电场工

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办法》《风电场工程安全验收

评价报告编制规程》《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

法》《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风电

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及计算

标准》等技术要求。核电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有《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以及核电厂厂址选择安

全、设计安全、运行安全、质量保证安全等规定。潮

汐能、波浪能等因目前在我国的应用较少,相关管

理规定也较少。

(3)交通运输用海。①港口用海。管理较为完

善,包括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港口内的构筑物的规

划、环评、建设施工、通航安全、竣工验收、检验、拆

除、监督检验等环节。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规划管理规定》

《港口建设管理规定》《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

定》《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②航道用海。

管理较为完善,其管理侧重于规划、环评、通航安

全、建设施工、竣工验收、检验、养护、监督检查等。

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有《航道管理条例》《航

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

《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③路桥用海。管

理较为完善,其管理环节主要集中于规划、设计、环

评、通航安全、建设施工、检验以及监测等。涉及的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

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

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

定》《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除此之外,各

地区相继制定比较详细的规范跨海大桥的地方性

法规。

(4)旅游娱乐用海。主要是旅游基础设施用

海,包括规范旅游娱乐用海的环评、通航安全、施工

许可等。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他涉及旅

游娱乐用海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

规定》《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且项目建设

应符合各级旅游发展规划。

(5)海底工程用海。①电缆管道用海。管理比

较规范和严格,审批、施工、备案制度、保护、维护等

均有规定,但目前尚无专门规范海底电缆管道弃置

的法规或政策规定。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铺设海底电缆管

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

同时还编制了《全国海底电缆管道分布图集》。此

外,《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海上航行警

告和航行通告管理规定》《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

《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等也适用于海

底电缆管道。②海底隧道用海。我国建成海底隧

道较少,目前其管理规范较少。

(6)特殊用海。①科研教学用海和海岸防护工

程用海。目前专门管理规范较少,涉及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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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水上水下活

动通航安全影响论证与评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

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污染损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事行政许可条

件规定》《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船舶

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②军事用海。管理严格、

规范,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主要侧重

于对于军事设施的保护,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影响论证与评估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

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

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

管理规定》《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也适用。

总体来看,目前在海上构筑物的管理中,基本

以构筑物的建设使用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在用海审

批、航行安全、环境影响、选址、海域使用论证等方

面管理相对完善,但其他如竣工验收、弃置拆除等

环节的管理还存在空白。

2 海上构筑物海域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海上构筑物管理缺少统一立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统一管理海上构

筑物的法律法规,海上构筑物的管理主要依赖于各

用海单位所属的建设主管部门,已出台的关于海上

构筑物的管理主要是针对特定构筑物、特定环节的

管理。由于管理部门众多,又没有统一的规划和建

设要求,不同部门对构筑物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与本

部门职责相关的管理环节。如:交通部门制定了针

对船舶和海上设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

设施检验条例》,针对港口的《港口建设管理规定》

和《港口规划管理规定》;海底工程用海中的电缆管

道管理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及其《实施

办法》以及《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油气平台管

理有《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

《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海上油气生产

设施弃置费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等。这些法规、

政策的出台均是构筑物建设使用主管部门出于本

部门的职责或该构筑物的特殊功能(特点)要求,针

对某一管理环节制定的,有很强的部门特点,不能

适用于所有海上构筑物。

2.2 分级审批权限不清

2007年《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

“国务院或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的建设

项目由国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受理。”对不属于国

务院审批的海上构筑物,其审批权限均无明确的

规定。

目前,沿海地区只有《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

例》(2004年修正)和《辽宁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明

确了海上人工构造物分级审批的权限。多数沿海

地区审批海上构筑物的做法并不统一,不利于海上

构筑物的统一管理。

2.3 海上构筑物登记和监管环节存在空缺

2.3.1 登记制度仍需细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洋的开发利用越

来越多,对海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比较

迫切的就是规范海域使用权、用海设施和海上构筑

物的流转。《海域管理法》提出了海域使用权登记

制度,并在《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中予以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条分别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记,发生效力以及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

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9年修改)规定海

域使用权应依照规定办理登记。既然海域使用权

得到了确定,那么海上构筑物的登记制度也应是海

域使用权(不动产权利)确定的题中之意,然而海域

使用权的登记制度中并没有加以规整,对健全海上

构筑物登记制度形成障碍[2]。作为海洋开发利用的

平台之一,海上构筑物在海域使用中的作用不言而

喻,在现实中,海域使用权的流转通常也会伴随着

海上构筑物的流转,如何维护海域使用权人和构筑

物所有权人的权益,规范管理其义务,就成为管理

者的重要工作。实行海上构筑物登记管理,从法律

上确认构筑物的所有权,是对构筑物所有者权益的

最有效的保护。

2.3.2 事中事后监管缺位

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以行政审批的方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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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海域使用竣工验收工作目前仅在填海项

目范围内开展,属地化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落实和

加强。

近年来,海底电缆管道、海上油气平台、人工岛

礁、人工岛屿等海上构筑物日益增多,分布范围覆

盖我国从近海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管辖

海域。目前大部分海上构筑物尚没有纳入统一的

管理体系,海上构筑物的建设、施工、验收、登记、拆

除和弃置等多个管理环节缺位,导致海上构筑物建

设质量和安全存在隐患;废弃构筑物得不到及时清

理,影响海域尤其是近海海域利用率。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做好海域使用审批与事中事

后监管的有效衔接,加强海上构筑物用海监管,全

面掌握构筑物本底数据,对提升安全用海保障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4 海上构筑物弃置、拆除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海洋资源,尤其是近

海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日益提高,海上构筑

物的建筑和分布密度将越来越大。但是近海资源

有限,海 上 构 筑 物 的 拆 除、废 弃 管 理 需 求 日 益

迫切。

2002年原国家海洋局颁布《海洋石油平台弃置

管理暂行办法》,对海洋石油平台的弃置申请、弃置

方式、弃置时间、不同弃置方式的环境影响评估论证、

环境保护要求等做出规定。原国家海洋局2010年颁

布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对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要

求“海上油气田进入商业开发前,作业者应同时编

制总体开发方案和设施废弃处置预备方案”“设施

废弃处置实施方案须包括设施废弃处置方式、作业

步骤、安全防护措施、费用预算等内容”,此外还规

定弃置费的计提和管理等内容。

上述2个规定针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较为全

面地规定了相关构筑物的拆除、废弃等,虽然规定

其他构筑物的弃置参照执行,但实际上海上构筑物

种类繁多,各类构筑物在数量、形态、分布、废弃后

的影响等方面差异较大,难以统一参照执行。此

外,对于什么样的构筑物可以弃置,什么样的构筑

物应当拆除以及不同构筑物弃置后的管理要求等

都没有规定。

3 加强海上构筑物海域使用管理的措施及

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水平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日益向深海、远海拓

展,海上构筑物呈现出种类、数量和规模都迅速增

长的态势,必然导致对海域空间提出持续增长的数

量需求和质量安全需求[3]。要完善海上构筑物管理

的缺位环节,需要协调众多涉海部门,可能需要相

当长的时间,但海上构筑物管理的需求却日益突

出,因此从海洋管理实践出发,结合海域使用权进

行管理,先易后难,解决最紧迫的管理需求,以期逐

步建立和完善海上构筑物管理制度体系。

3.1 制定分级审批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

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建议将海

上构筑物项目,根据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社会影

响,反映构筑物的桥梁、墩台等结构的阻水比[4],占

用岸线(尤其是自然岸线)长度和跨市用海等方面,

明确海上构筑物的分级审批权限,进一步落实“放

管服”改革,全面提高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海

洋综合管理能力。

3.2 完善海上构筑物的海域使用权登记及相关

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海域管理法》

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完善海上构筑物登记的原则,规范海上构筑物

登记行为,明确登记管理权限,确认和保障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健全海上构筑物电子信息平

台。从法律上确认海上构筑物产权关系,为所有权

人提供产权证明,保障海上构筑物所有权人和交易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构筑物的流转和抵押

融资活动,培育海上构筑物交易市场发展,进一步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3.3 探索提出海上构筑物用海竣工验收

海上构筑物处于流动的海水包围之中,由于海

洋的资源生态环境特点,海上构筑物在建造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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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抗腐蚀、抗风浪等的要求。与陆地构筑物不

同,海上构筑物大部分不是起辅助作用的主建筑附

属,而往往是为实现用海目的而搭建于海上的构筑

物,如海上固定平台、海底隧道、桥梁、高架屋、人工

鱼礁等。

建议参照《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

法》开展海上构筑物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的探索,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审批权限组织海上构筑物用

海验收。验收内容包括海上构筑物用海范围,面

积、界址、坐标、高度、深度等与批复用海方案的相

符性以及生态用海措施落实情况等。

3.4 完善海上构筑物弃置管理要求

妥善处理废弃的海上构筑物是防止其污染或

者影响海洋环境的重要环节。随着海上构筑物密

度的增加,弃置管理将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海

洋石油平台、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等已有专门规范弃

置的法规,其中也提及其他构筑物弃置可参照执

行。建议海上构筑物的弃置参照2002年原国家海

洋局颁布的《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从

海上构筑物弃置的事前管理、弃置活动和再利用

3个时期,对海上构筑物的弃置提出分类管理要求。

在海域使用权申请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应包

含海上构筑物服役期满废弃处置预备方案,并明确

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预备方案

应包括弃置费估算、弃置费筹措方案和弃置方式

等。根据构筑物特征,在综合评估废弃处置方式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后,确定弃置方式。对于可能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威胁海上交通安全、对海上通

航造成严重影响的设备和设施,应当由海上构筑物

所有权人拆除;对于不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且暂时

不会影响其他项目用海的海上构筑物,鼓励构筑物

所有权人予以拆除或废弃后再利用。

3.5 明确海上构筑物的事中事后监管要求

根据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意见要求,创新管理方式,规范监管行

为,促进依法治海、生态管海的要求,加强海上构筑

物的监督管理,提升安全用海保障水平等。按照属

地化管理的原则,以日常监管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海域使用事中事后监管,并建立电子信息

数据库,实现海上构筑物基本信息管理共享和用海

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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