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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地球上无可替代的天然宝库，在生物、水产、矿
产等方面都蕴含着丰富且尚未被深度开发利用的资源，不仅如
此，海洋在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逐步发
展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二空间。在世界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的当今
时代，陆地资源日益枯竭，甚至因难以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对资
源的需求而遭受破坏，基于此，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
被世界各国重视。但由于资源不合理开发和运用，人类活动对海
洋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

1 我国海洋污染现状（以我国环渤海地区为例）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20世纪80-90 年代以来，辽东湾海域

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生态灾害频发等
生态问题，其产生均与自然生态破坏及生态失衡密切相关。辽宁
省海洋与渔业厅在国内首次开展本省辖区内的海洋生态功能区
划，目的是从维护和发挥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支撑
能力的角度，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两者的关系，为区
域海洋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优化区域开发与产业布局提供一个
地理空间上的框架，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
健康发展。

2  我国海洋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2 . 1 统计数据不全面，总量基数不准确。
2.2 忽视非点源污染负荷。
2.3 国家对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考核中，除了国控源

和污染物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排放源必须安装在线监测，可以全
过程监控外，其余的减排项目一般以材料审核结果为主，辅以现
场实地抽查，因而上级部门很难对减排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流
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控，难以保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考核结果
的科学性、准确性。

而针对环渤海地区合理开发和治理，个人认为集约用海不
失为一个选择。开发建议如下所述。

3  关于海洋污染及资源开发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议
3.1 优化集约用海区平面布局，提升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持

续性
集约用海区平面布局应遵循保护自然岸线、延长自然岸线

等基本原则。自然岸线是海陆长期作用形成的自然海岸形态，
具有环境上的稳定性、生态上的多样性和资源上的稀缺性等多
重属性。自然岸线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和再生。因此集
约用海区建设应当尽量少占用自然岸线，避免台湾取值等严重
破坏自然岸线的建设用海方式。

3.2实施环渤海集约用海区域产业结构统一协调和整体优化
战略

从整体角度着眼环渤海地区、将区域牵涉各省市作为产业
结构整体优化，有利于推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
化和高层次化。而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的环渤海地区，更能
够发挥区内共同优势，从而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联合建港用
港，加强港口之间及港口与腹地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联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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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战略;结合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优势，实现优势资源互补，
在合理的竞争关系中将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相关企业以优
胜劣汰的原则实现产业结构内明晰精简，更有利于减少对海域的
重复污染及资源的重复浪费。

3.3 提高集约用海区填海造地工程规划和技术标准，提升
围填海工程建设效能和水平

借鉴国内外海域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区域使
用管理实际，研究出台集约用海区海域利用容积率、岸线利用效
率、开发退让距离、绿地率、道路占地比率、单位岸线和海域建
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材质、投资强度等控制性指标，以及岸
线使用标准规范，提高建设用海门槛。制定差别化的海域使用政
策，促进海洋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加大科技攻关，研究防范和
应对各类海洋灾害的技术措施和防止沿海核电工程泄漏，防止围
填海工程沉降等围填海工程安全保障措施。加大对海洋环境承载
力研究的投入，加强环境监测、风险评价和区划工作。

3.4 创新管理机制，加强集约用海的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
坚持陆海统筹，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建设规划

搞好衔接，建立健全集约用海规则体系。将集约用海作为全省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领域和环节，精心筹划实施。对集约用
海区实行总体海域使用论证、总体海洋环评、总体围填海听证、
总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方位动态监控集约用海区海域使用和
海洋环境影响，定期对海域使用状况作出评估，避免出现影响广
泛的问题。

3.5 实行鼓励集中、限制分散的政策
积极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优质项目向集约用海区集中，

实现海洋产业的布局优化、要素聚集和用海集约，提高海域使用
效率。对于纳入集约用海区的建设项目，优先安排建设用海指
标，优先安排省重点和国家重点项目，享受海域使用金减免等鼓
励政策。将集约用海建设项目作为全省招商引资的重点，加大宣
传和推介力度。对于异地进入集约用海区的建设项目，在财政、
税收等方面仍按原驻地统计核算和分配。开展集约用海区的海域
使用权物权化试点，积极推进海域使用权直接进入规划建设程
序，凭借海域使用权属规划许可等手续，对海域使用实施规范化
管理。

综上所述，海洋污染及开发需要严格监管并积极采取措
施，在人们环保意识日益加强的今天，合理的政策能够非常有
效的达到治理和保护的出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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