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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域动态监管业务是实施海域管理精细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文章从海域监管工作模式、

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海域资源调查、分析评价与决策支持成果等方面对江苏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业

务进行梳理,以期为全国海域动态监管业务化拓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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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aareadynamicsupervisionisanimportantmeanstoimplementrefinedandscientific

seaareamanagement.Thispaperdescribedindetailthedynamicmonitoringworkoftheseaarea

ofJiangsuProvincefromtheaspectsofseaareasupervisionmode,dynamicmonitoringofsea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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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expected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businessdevelopmentofseaareadynamicsupervision

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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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海洋局于2005年年底启动了“国家海域使

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在全国沿海范围内建

立长期业务化运行的全国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

体系,持续掌握海域使用动态变化状况。江苏省从

2006年启动海域动态监管机构建设,2008年省、市

级节点进入业务化运行,并于2009年率先在全国沿

海省、市、自治区启动县级节点建设,至2010年省、

市、县三级海域动态监管机构全部达到了“五有”:

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网络、有事干,建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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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地上查、网上管、视频探”3+1立体化监管模

式,实现江苏近岸海域立体化监控,为海域管理部

门和 海 洋 执 法 监 察 机 构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技 术

支撑[1-3]。

1 海域管理业务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

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有关要求,海域管理工作

主要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海岸线保护利用管理、海

域行政区域界线勘定、海域使用动态变化管理等。

各级海域监管机构作为与海域管理工作结合密切

的技术部门,紧密围绕海域管理职能,对海域使用

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对海岸线进行定期巡查,并在

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和评价。

2 江苏海域监管概况

2.1 机构情况

江苏海域监管机构由省、市、县三级海域动态

监管中心组成,全部由编办批复,其中12家为独立

批复机构,7家机构实行挂靠海域科或海监执法机

构等单位,全省共有海域监管技术人员78人,专业

主要由测绘、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海洋地理等

组成。

2.2 职责分工

省级海域监管机构负责全省海域使用监测、疑
点疑区研判、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竣工验收、组织开

展海域资源调查、项目用海后评估和编制分析决策

成果;市级海域动态监管机构负责开展全市海岸线

巡查工作,每季度上报海岸线巡查报告,参与疑点

疑区研判和核查工作,开展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跟踪

监测;县级海域监管机构负责辖区内确权项目动态

监测工作,运用江苏省海洋综合管控系统,建立项

目用海动态监管档案,项目用海审批前开展现场监

测、技术复核工作,开展辖区内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跟踪监测[4]。

2.3 工作模式

省级海域监管机构年初印发全省海域监管年

度工作方案,对年度目标任务、监测项目数量频率、

分析与评价成果等予以明确;市县海域监管机构参

照编制各自年度工作任务,开展海域监测,并将相

关监测成果逐级报送上级海域监管机构。省级海

域监管机构通过积极组织全省技术培训会、业务工

作研讨会、技术答疑会、海洋测绘技能竞赛等,不断

提升全省海域监管业务能力和水平,形成省、市、县

并肩的三级监测联动模式。

2.4 业务系统

建立江苏省海洋综合管控系统,成为全省海域

管理、海域监管、海洋执法监察部门重要的业务系

统。该系统与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系统互为补

充、数据实时共享,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了海域

事中事后监管流程、疑点疑区监测、大数据分析、海

洋功能区划指标管控、围填海管理、海域使用统计

分析、海域使用金管理、海岸线保护利用管理、海岸

线修测等功能模块,与江苏不动产登记平台进行数

据交换共享。实现了海域海岛管理、海洋经济运行

监测等6类海洋业务的可视化,并初步实现了江苏

海洋综合管理的“一个门户、一张地图、一套标准”,

成为海域科学化管理的“智能助手”。

3 工作内容

3.1 海域使用动态监测

3.1.1 围填海项目监测

通过遥感和地面实测手段,从2011年开始,连

续9年持续对全省约400个围填海项目确权情况、

实际界址情况、施工方式、施工进展、开发利用、项

目投资额、占用岸线等情况进行监测,并以县区为

单位,对每年围填海开发利用走势情况进行分析,

全面掌握围填海项目开发建设进度和存在问题,为

科学用海、集约节约用海提供决策依据[5-6]。

3.1.2 构筑物用海监测

对江苏除风电用海以外的透水、非透水构筑物

用海项目确权用海面积、项目实际用海面积、项目

实施情况等进行监测,并以县区为单位对各构筑物

用海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分析统计。

3.1.3 岸线岸滩变化监测

本研究对1984—2019年高低分辨率多时相卫

星遥感影像潮滩地物和水边线进行提取与处理,分

析全省自然岸线、人工岸线长度、自然岸线保有率,

并在滨海、射阳、大丰、东台等选取了12条现场观测

断面,每年分季度进行断面高程测量,获取了具有

代表性的冲刷型、稳定型、淤涨型岸段的断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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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结合江苏潮位数据,研究分析江苏近年来

岸线岸滩冲淤变化情况及分布特征。

图1 岸线岸滩变化监测流程

3.1.4 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

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地面监测、现场核

查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工

作,重点对围填海进行监测。遥感影像提取后发现

疑点疑区,由省级自然资源部门将任务下达至海域

监管机构和海洋执法机构现场核实,人工实测方式

掌握疑点疑区的实际使用情况,建立海域使用疑点

疑区数据库,海域监管机构和海洋执法监察机构将

现场核查结果报送至自然资源管理机构[7]。

3.2 海域资源调查

3.2.1 围填海现状调查

采用卫星遥感、现场核查、实地测量相结合的

方式,对江苏省所有围填海、围海养殖和自然淤积

区域进行现场调查,全面掌握江苏省围填海的规划

依据、审批状况、用海主体、利用现状等信息,查清

全省实际填海面积、围海面积等现状数据,分析评

价围填海总体规模、空间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形
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编制《围填海现状调

查报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

3.2.2 海岸线修测

以现场监测为主,遥感影像为辅,以现行国家

标准规定的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为依据,对江苏省

北起赣榆区绣针河口,南抵启东市连兴港的大陆海

岸线和有居民海岛海岸线进行修测,全面清查江苏

自2008年以来海岸线变化情况,准确掌握海岸线的

位置、长度、类型、开发利用现状和自然岸线保有率

情况,最终修测成果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3.2.3 养殖用海调查

采用遥感影像、业务系统、现场监测相结合的

方式,对全省养殖用海的权属情况、用海主体、用海

性质、海域流转、养殖品种、养殖产量、产值、从业人

员等情况进行调查,全面准确掌握全省海域使用权

属情况、用海位置和面积、养殖方式、养殖品种等,

摸清养殖用海家底,统计分析养殖用海总体规模、

空间分布、利用情况等,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养殖

用海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3.2.4 风电用海现状调查

以卫星遥感影像监测为主、现场监测为辅,对

全省确权风电用海项目进行现状调查,对风机的界

址点、项目占用海域面积等进行核实,对风电用海

项目建成投产并网情况、年发电量、年产出额、单机

容量、重点风电企业的开发建设情况等进行调查分

析,提出加强和规范风电用海项目管理的相关建议。

3.3 分析评价

3.3.1 海域使用论证评审

建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审查工作流程,对项目

提交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论证内容、论证格式、

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与周边海域的相关性等进行

材料完整性审查及技术复核;组织召开海域论证评

审会,选取与项目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认真听取

记录专家审查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论证报告书

的用海基本情况、合理性分析、相关规划符合性、利

益相关协调性、用海面积合理性、用海期限合理性、

海域管理对策措施等方面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作为

用海审核委员会审批用海的依据。

3.3.2 海域使用统计分析

按照海域使用统计指标体系,开展海域使用统

计分析,每月逐级报送海域统计分析情况,每季度

编制海域使用统计分析报告,梳理历年江苏省海域

使用确权情况,准确、及时和全面反映海域使用现

状及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海域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发挥海域使用统计的决策参考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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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海域指数研究

为全面掌握海域使用及其资源利用态势,开展

海域相关指数研究。其中,海域用海活力指数可直

观反映江苏某地区新增用海活动的活跃程度和该

地区已批海域项目的推进实施程度;用海承载指数

反映海域可供开发利用资源存量及其不同水深、不

同功能区海域空间分布情况,进而对海域管理政策

制度进行适度调整。

4 决策支持成果

4.1 海域空间资源分析评价

对江苏重点港口、海湾、滩涂、浒苔、海岸线变

化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利用遥感影像结合海域权属

数据,按不同海域类型和空间资源,结合地理信息

和图表等多种形式,对海域空间资源情况进行分析

评价[8],形成《江苏省岸线岸滩变化分析报告》《江苏

省沿海影像地图集》《江苏省重点港口重大用海项

目分析报告》。

4.2 海域使用现状分析评价

利用海域使用权属、海域动态监测数据,结合

海域综合管控系统数据分析、海域开发强度、海域

使用评价指数等,编制形成《全省区域用海存量分

析报告》《全省围填海项目存量分析报告》,综合分

析评价该区域海域(围填海)存量、开发利用和投入

产出效益等情况;针对疑点疑区监测,对新增疑点

疑区按地区按年份进行分析比对[9],编制《疑点疑区

核查分析报告》。围绕海域动态监测组织管理、统

计分析、监测业务等方面编制《全省海域动态监测

分析年报》。

4.3 海域使用技术复核

各级海域监管机构在项目用海预审、报批和确

权登记的各个环节,准确提供项目用海技术复核,

主要从项目审批前现状、项目与周边用海重叠性、

与海洋功能区划等规划符合性、与管理岸线吻合

性、界址坐标和面积准确性、是否存在未批先建等

方面进行分析,出具技术复核报告,为海域管理部

门用海审查提供参考依据[10]。

5 结束语

海域动态监管业务化是实施海域管理精细化、

科学化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笔者认为海域动态监管工作应写入《海域使用管理

法》,纳入法律管理。还应科学制定业务化中长期

发展规划、健全市县海域监管机构体系、深入开展

海域资源监测、建立用海企业黑名单制度。同时,

修订完善《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办法》《海域使用

论证技术导则》《疑点疑区用海动态监测规范》,制

定《填海验收测量报告编制技术指南》。最后还应

开展海域使用对海洋经济发展贡献率的评估、对岸

线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科学制定自然岸线保有率管

控目标。希冀通过江苏海域动态监管业务的梳理

和研究,能够发挥海域监管机构的力量,为海域管

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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