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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渤海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提出渤海海洋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

素；为保障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实施最严格的海洋环境保护、严格控制陆源污

染、集约节约利用海洋资源、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督考核等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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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渤海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

１１　自然地理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由北部辽东

湾、西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中央浅海盆地和渤海

海峡５部分组成。渤海海域面积约７．８万ｋｍ２，大

陆海岸线长２７９６ｋｍ；平均水深１８ｍ，最大水深

８５ｍ，水深在２０ｍ以下的海域面积占５０％以上；拥

有海岛４１０个，其中有居民海岛３０个、无居民海岛

３８０个。

渤海三面环陆，东面以渤海海峡与黄海相连，

是个瓶颈式的半封闭内海。由于封闭性强，渤海海

水交换周期较长，水体更新９０％需要２０年以上的

时间，导致渤海自净能力差、环境承载能力较弱。

环渤海有辽河、海河、滦河、黄河等５０多条河流

入海，河口湿地面积广阔，在我国海洋生态系统中

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功能。环渤海流域汇水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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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５０万ｋｍ２，环渤海地区和渤海广阔流域的发展

也对海洋环境产生巨大的污染和生境破坏压力。

１２　社会经济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海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

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环渤

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山东半岛等３个城市

群，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区域经济总量和人口数

量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建设高速发展。目

前环渤海地区经济密度为全国的４．７倍，人口密度

为全国平均值的３．４倍，高速公路密度为全国的

３．１倍，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１３％。

２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和问题

近年来，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渤海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近岸局部海域污

染严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受损，海洋生态灾

害和污染事故频发，海洋环境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２１　海洋环境质量状况

近岸海域水质污染面积显著增加，重污染海域范

围扩大。未达到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由２００１

年的１．９万ｋｍ２增加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８万ｋｍ２；四类和

劣四类水质海域几乎已扩展到除辽东湾东岸以外的全

部近岸海域，面积达９５２０ｋｍ２，约占渤海总面积的

１２％，是２００６年同期的２．１倍、２００１年同期的４．５７倍；

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海洋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局部超标。２０１３年

渤海近岸海域８０％以上监测站位的沉积物各监测

要素均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局部海域重

金属、多氯联苯、石油类等污染物含量劣于一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近年来渤海湾沉积物的石油

类、多氯联苯含量增长趋势明显［１－３］。

２２　海洋生态系统状况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堪忧。２００４年以

来，渤海河口、海湾等重点海域生态系统均处于亚

健康或不健康状态。其中双台子河口、滦河口－北

戴河口、黄河口等渤海三大河口区生态系统主要为

亚健康状态，锦州湾和莱州湾生态系统主要为不健

康状态，渤海湾以亚健康状态为主。

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受高强度海岸带开发利

用活动影响，环渤海地区近岸和近海生态系统不同

程度地出现破坏退化。滨海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双台子河口湿地面积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减少６０％

以上；渔业资源和底栖生物量减少，滦河口－北戴

河海域文昌鱼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下降趋势明显，东

营广饶沙蚕类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沙蚕

种类、密度和生物量均有所下降；渤海渔业资源捕

捞压力不断增加，渔获量呈下降趋势［１－３］。

２３　海洋灾害和突发事件状况

渤海油气资源丰富，油气开发和海洋石油运输

量逐年增大，溢油事故风险加大。２００６年至今渤海

共发生１３２起不同规模的溢油事件，其中２００６年长

岛海域油污染事件和２０１１年蓬莱１９－３油田溢油

事件均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渤海近岸海域富营养化严重，赤潮灾害频繁发

生。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期间年均发生赤潮８．６次，年均

累计发生面积达２３４２ｋｍ２。近年来，微微藻褐潮、

外来物种入侵、水母等新型海洋生态灾害逐渐显现，

开始引起社会关注。秦皇岛近岸海域连续６年发生

微微藻褐潮，２０１２年单次褐潮最大面积达３４００ｋｍ２、

持续时间为１～２个月
［１－３］。

３　渤海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３１　沿海高强度开发是根本原因

据统计，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环渤海地区的总体经济

规模迅速扩大，区域ＧＤＰ总量由８２９．２亿元增长至

１３２０７５．７亿元，占全国ＧＤＰ的比例由２２．７％增长

至２５．４％，ＧＤＰ总规模已相当于长三角的１．３１倍

和珠三角的３．０２倍。在仅占全国总面积５．４３％的

区域内，集中分布全国总人口的１８．３％和 ＧＤＰ的

２５．４％，密度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３．４倍和

４．７倍，水资源消耗量、能源消耗量、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１０．１％、

２９．９％、２６．９％和２９．７％
［４］。

环渤海地区围填海等海岸带开发利用活动强

度较大，近１０年来环渤海三省一市年均批准填海造

地约５３ｋｍ２，自然岸线年均丧失４０ｋｍ余，２０１１年

自然岸线保有率已萎缩至２６．７％。

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

２０１２年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重工业

部门所占比重为７５．５％，由此产生的大部分污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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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资源需求被转移至海洋，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日

益恶化；重工业向沿海聚集使污染风险加剧，如每

年进出环渤海各港口的船舶达６６万艘次，将导致渤

海海上溢油事故的风险增大［５］。

３２　陆源污染严重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特点是“陆源污染为主、

流域污染为主”，８０％以上的海洋环境污染来自于

陆源，而８０％以上的陆源污染来自于河流入海排

放。大量陆源污染物排放入海导致我国近岸海域

富营养化现象严重，海洋环境污染日益加重［６］。

河流 携 带 入 海 的 污 染 物 总 量 居 高 不 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渤海入海河流劣五类水质断面平均

比例为６７．８％，主要河流的年均入海污染物总量为

９４．５万ｔ，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７］。

２０１０年以来监测结果显示，陆源入海排污口超

标排放现象严重，监测的１３４个陆源入海直排口超

标排放比例均在７０％以上。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

沉积物质量不能满足所在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的

年均比例分别为８６％和３４％。排污口污水及邻近

海域环境中普遍检出多环芳烃类、多氯联苯类、有

机氯农药类等有毒有害物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长

期影响不容忽视［８］。

３３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尚不健全

海洋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法规及配

套制度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海洋综合管理

和统筹协调体制机制不健全，对沿海生产、生态、生

活空间布局缺乏顶层设计；市场调节和经济杠杆作

用发挥不足，对海洋资源环境价值的认识不足，海

洋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建立，海域资源配置和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海洋资源集约节约

利用程度有待提高；海洋资源环境管理的绩效考核

和责任追究机制尚未形成，沿海地方政府海洋环保

责任落实考核制度尚不完善，海洋资源环境违法成

本低，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利益、体现公众意

愿的制度尚未有效建立。

４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议

４１　实施严格的海洋环境保护措施

４．１．１　加强沿海发展规划布局的宏观调控

充分考虑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沿

海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进一步优化调整临海产

业结构，推进沿海经济绿色发展。完善实施基于生

态系统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发挥海洋功能区划的

约束性作用，划定海洋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

制界限，控制和规范各类用海行为。

４．１．２　严守海洋生态红线

推广渤海海洋生态红线管理经验，在全国范围

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对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

敏感区和脆弱区实施严格分类管控，坚持以强制性

手段强化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从严控制红线区开

发利用活动。

４．１．３　建立实施区域限批制度

提高沿海地区环境准入门槛，针对海洋资源环

境超载、海洋生态红线区、生态破坏严重和存在严

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区域，实施区域涉海建设项目限

批制度，暂停审批该区域内除污染防治、循环经济

和生态修复以外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

４２　严格控制陆源污染

４．２．１　依法实施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以陆源污染防治为重点，按照以海定陆、海陆

联动的原则，实施重点海域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

度，将总氮、总磷等关键指标纳入国家减排体系。

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等重点海湾海域，实施排

放总量和排放标准“双控”制度。

４．２．２　实施流域海域污染联防联控

建立“河长制”等制度，实施陆海统筹的上下

游、陆海间断面考核机制，实施流域海域污染联防

联控，强化入海河流污染防治，将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逐级分解细化。

４．２．３　建立污染物排海许可制度

建立完善污染物排海许可制度，禁止无证排污和

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加大入海排污口监督监管和联

合执法力度，取缔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

４３　集约节约利用海洋资源

４．３．１　严格控制围填海及岸线开发利用

实施围填海管制计划，严格执行围填海禁填限

填要求，禁止在重点海湾、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及缓冲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及预留

区、重点河口区域、重要滨海湿地区域、重要砂质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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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及沙源保护海域、特殊保护海岛及重要渔业区域

实施围填海，对存在“围而不填、填而不建”的区域

暂停受理围填海申请。

４．３．２　完善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健全海域、无居民海岛资源产权登记制度，构

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的海域、无居民海

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征收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细化围填海海域使用

金征收类型、方式和标准。

４．３．３　提高海洋资源使用效率

健全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制度，改进海域、

无居民海岛资源配置方式，加强市场对海洋资源的

配置调控，逐步减少海洋资源行政配置。实施自然

岸线保有率控制管理，加快建立自然岸线保有率总

量控制制度。执行闲置用海收回处置制度。

４４　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４．４．１　建立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机制

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纳入沿海地方政府各类

发展规划，以区域生态治理推进跨部门、跨行政区

的陆海统筹和协调合作，探索“流域－河口－海湾”

等综合修复新模式，紧紧围绕湿地、岸滩、海湾、海

岛等４类典型生态系统，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有效恢

复渤海受损海洋生态系统。

４．４．２　建立实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

依托陆地征收的排污费用、海域使用金等渠

道，建立长效投入机制，提高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修复的资金比例，加大对海洋保护区、红

线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

立流域对海域、开发海域对保护海域以及沿海地区

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

等方式，引导生态受益地区对海洋保护地区的补偿。

４５　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督考核

４．５．１　建立健全海洋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建设。加快制定《海

洋基本法》，推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

推进渤海保护等区域立法，鼓励沿海各地研究制定

更加严格的地方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４．５．２　建立部门间、地区间的统筹协调机制

坚持以海定陆、海陆联动，建立由海洋部门牵

头、各涉海部门参与的海洋污染治理和资源开发的

综合管理模式。强化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

议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在京津冀区域设立跨部

门、跨区域协调合作的议事机制，建立数据共享、联

合执法、信息通报等制度，形成解决重大海洋生态

环境问题的合力。

４．５．３　实施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

建立实施面向沿海各级政府的海洋资源环境

管理政绩考核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设定

海洋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方面的约束

性指标，并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对行政

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违法违规、不顾生态环境盲目

决策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惩处。

４．５．４　建立实施海洋督察制度

建立实施覆盖沿海各地区、海洋全系统的海洋

督察工作机制，在海域使用、海岛管理、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执法等重点领域，对各级海洋部门和海洋

执法队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及执法工作情况的监

督检查，强化监督管理，严格追究违规违纪行为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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