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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海洋经济已经从传统的海洋

捕捞、晒盐、航运逐步发展成为包括旅游、海

水增养殖、海洋生物工程、海洋油气开采、盐

化工、港口建设在内的新兴海洋产业体系。但

一些不合理的开发也使海洋资源和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直接损害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加强了

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而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

组成部分的海洋污染监测也将发挥更大的作

用。

一、海洋污染监测在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中

的作用

海洋污染监测从宏观上可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是趋势性监测，其又细分为环境质量监测

和污染源监测；第二类是控制性监测，其又细

分为排污总量控制监测、浴场监测、赤潮监

测、污染事故监测等。在海洋环境保护管理

中，海洋污染的趋势性监测和控制性监测均为

一种政府行为，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缺

一不可。污染监测在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中的作

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污染监测是制定海洋环境保护

管理政策的依据

污染监测单位对海区内的水文、水质、底

质、生物、生态、大气等项目进行定期监测，

将获得的大量污染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后。分别编制成环境质量的各种简报及报告

书。这些报告书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海区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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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环境要素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了解被监测

区域的环境是否受到污染和破坏、程度如何、

可能或已造成的环境损失及潜在问题存在的区

域等。污染监测就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不断变

化的海洋环境，积累和研究这些资料，找出规

律性的东西，可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不同时期

的环境保护规划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提供可靠依

据。

【二)执行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各项制度

措施，商不开海洋污染监测的定量监督

1．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离不开海洋污

染监刹

根据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建设、施工项目均要进行环境影响的预评

价。要进行这样的影响评价，必须以工程项目

所在地的环境状况的本底值(趋势性监测结

果)为基础，结合工程的环境现状监测资料进

行环境的影响分析及预评价。而这些相关的监

测资料均由污染监测部门进行的常规监测及特

例监测所获得。因此，没有污染监测就不能进

行可靠的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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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项目的“三同时”是否完成，有赖

于污染监测

我国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均明确规

定．建设工程要与配套的环保设施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即“三同时”。法律规

定的“三同时”是否真正得到了认真执行并在

实际工作中加以落实．关键要看工程项目竣工

后。有关的环保设施能否正常运行．对污染物

的治理能否达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所提出的污染

控制要求。这一任务必须由污染监测部门进行

专项监测并作出明确结论，才能完成。

3．实施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必须依靠污染

监测

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新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法》所确定的。近20余年来，我国近海

环境质量日益恶化，污染损害事件频繁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陆域水污染物浓度控制、总

量控制与海域功能目标、海域环境目标和海域

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之间相脱节所致。随着海

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实施，要求海洋污染监测

为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实施提供

依据，在实施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的提

出、允许排污量的计划分配、排污许可证的颁

发及发证后的监督管理等各阶段均需要污染监

测部门的共同参与。

4．进行海洋功能区划需要污染监测

海洋环境及其资源具有多宜性和兼容性等

特点。在功能区划之前，必须对区域内的自然

状况、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查清地

质、地貌、水文、气象、生物、物理、化学等

要素的详细情况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具体情

况划分相应的功能区。在对功能区的选划、使

用、管理到保护的各阶段，均需要污染监测资

料为依据。

海洋开发与管理

5．划定排污口、收取排污费需要污染监测

的数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向海域排放陆

源污染物．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标准和有关规定。人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
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水动力条件和有关规

定，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定。而上述这些基

础条件均涉及污染监测及调查的有关数据资

料。另外。依法向排污单位收取排污费，必须

依据该单位所排污染物的种类及数量的多少，

这就要依靠污染监测部门对污染源的监测数

据。通过计算得出。

6．环境专项整治是否取得实效，要以污染

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海洋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会对

区域内的某些问题或某项工程提出专项整治计

划。如“渤海综合整治”、环保部门的“一控

双达标”等。这些专项整治工作需对整治目标

提出各种指标要求，治理工作结束后，效果如

何?是否取得实效?这就要由污染监测部门对

整治前后的环境状况进行专项监测，通过对比

分析进行评判。

(三)处理污染事故，解决污染纠纷，必

须依据污染监测

海洋殛近岸区域情况复杂，聚集了众多的

港口、码头、临海工矿企业．污染事故的发生

比较频繁，伴随着这些事故及一些单位污染物

的事故性排放，还会引起有关部门之间或地区

之间的污染纠纷。要依法处理这些污染事故，

解决污染纠纷，则必须依据污染监测所提供的

证据。

1．污染监刹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污染事故

产生的原因。找出责任者

任何一起污染事故及事件，均会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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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它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还可能

是自然灾害；通过污染监测部门进行褥染事故

的现场应急监测，能够及时准确地判定导致污

染事故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及数量。然后对这些

污染物的来源进行分析检定，从而确定污染事

故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及直接责任者。

2．污染监测姑果能时管理部门正确适用法

律提供依据
污染事故发生后，管理部门通过调查、取

证，依法律对引起污染事故的责任者进行相适

的处罚。因为法律赋予管理部门以自由裁量

权，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珊瑚礁、红树林等海洋

生态系统及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破坏

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一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究竟是处罚

一万元还是十万元，这要由主管部门依据破坏

的程度进行，而这种“程度”的大小或轻重则

要由污染监测部门通过现场调查取证并结合长

期积累的监测资料作出环境影响分析方能确

定，而不是管理机关的主观臆断。

二、污染监测具有技术监督地位

(一)明确海洋污染监测的技术监督地位

所谓监测即监督测量，是为了进行有关的

监督而进行的测量，它与一般的测量有着本质

的区别。从I"量E／分析可以看出，海洋污染监测

具有两重性。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起着技术支撑作用。目前，在其他行政管

理部门，如技术监督局所属的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港监机关的化验室、卫生局的卫生防疫

站、公安局的检验科，均在履行各自部门行政

管理的技术支撑职能，具有执法监督地位。污

染监测机构实际上是履行海洋环境保护职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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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监督机构。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尚

不完全统～。

(=)充分发挥污染监测在海洋环境保护

管理中的技术监督作用

污gl'Jg测是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起着技术监督作用。现代行政管

理既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依法律为准绳；

更要求行政主体依事实为根据。“事实”需要

定性，还需要定量。而海洋污染监测所提供的

“事实”就恰恰具有定性、定量这两重性；同

时还具有时效性、准确性、公证性等特点。因

此，在海洋环境保护中应充分发挥海洋污染监

测的技术监督作用。

综上所述，在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中．海洋

污染监测具有技术监督地位，起着技术支撑作

用。它是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依据；执行

海洋综合管理的各项制度措施是否到位，离不

开污染监测的定量监督；处理污染事故、解决

’污染纠纷必须依靠污染监测的证据。因而，污

染监测是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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