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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对策

熊小飞，上官茂森，陈　洁，黄楚光，周佩瑜，石荣贵，吴玲玲
（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切实得到了加强，业务体系不

断创新发展，为海洋环境保护和沿海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服务。文章回顾了近年来我国海

洋环境监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海洋环境监测所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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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

众的海洋环保意识显著增强。党的十七大、十

八大、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相继提出了 “发

展海洋产业”“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提高海洋

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以及 “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

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的

战略部署，日益重视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海洋环境监测作为科学、全面掌握海洋环

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的基础性、支撑性、公益性

业务工作，其在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

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新形势下，如何加

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促进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

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海洋事业发展面临的重

要问题。

１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作面临的形势

１１　海洋环境面临的压力依然严峻

陆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近岸海域水质污

染呈加重趋势，仅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间，我国通过陆

源入海排污口排放入海的污水量达２５５５亿ｔ，通

过江河入海及陆源排污口排放入海的污染物质总

量达到１５９７０万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环境内

分泌干扰物以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被普遍检

出。近３０年来，我国各类海洋生态均不同程度地

遭受破坏和衰退。对我国各类海洋生态系统连续

８年的持续监测表明，８０％以上的海洋生态系统

下降为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由于围填海等开发

活动，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面积分别累计

减少了５７％、７３％和８０％。赤潮、绿潮等海洋环

境灾害以及海洋溢油、危化品泄漏等突发环境事

件频发，海洋环境风险日益加剧。党的十八大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方针的确立，以及城镇化工

作的推进，我国海洋经济将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海洋环境面临的压力

与日俱增。

１２　海洋环境监测服务需求日趋加大

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海洋开发力

度加大，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大幅度提高，在促

进经济增长、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第二

产业向沿海聚集，势必给沿海开发与保护、给

海洋环境监测发展带来新的课题。海洋环境监

测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海洋灾害及突发事件

影响评估、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公众

用海健康安全保障、海洋环境状况评价以及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国家环境履约、区域或

全球环境问题诊断、区域用海规划制定、海洋

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技术支

撑作用日益凸显。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多层

次、多角度、高时效性海洋环境信息的全方位

需求对我国现有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提出了严峻

挑战。

１３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快速发展

围绕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陆海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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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等全球性涉海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海洋环境监测能力迅速发展，高新、实时、

连续、立体化的监测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监测

领域和范围进步一深化和拓展，对人类健康保

障、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开

发利用等更深层次问题认知能力显著增强。“十

一五”以来，我国海洋环境评价技术水平实现

系统、快速发展，高新、实时在线监测技术得

到推广应用，由岸基监测站、海监船、海监飞

机、海洋卫星、浮标和雷达等组成的立体监测

技术体系基本形成，海洋环境监测对我国海洋

环境保护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但在

高新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方面，与国外仍存在较

大差距。

２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现状

“十一五”以来，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业务体

系不断创新发展，监测能力得到了显著加强，

为海洋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效能不

断提高。

２１　监测机构建设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２３５

个，沿海１１个省 （区、市）、５个计划单列市、

４４个地级市，４１％的县均已建立了海洋环境监

测机构。其中，海洋局直属监测机构９４个，地

方监测机构１４１个。山东、浙江等沿海海洋强

省均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县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体系，其中，山东省县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覆

盖率达９０％以上。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通过

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初步构建了海洋环境监

测评价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共拥有监测评价专

业人才约３４００人。

２２　海洋环境监测业务逐步深化拓展

监测范围基本覆盖我国管辖海域，对渤海、

典型海湾等重点海域实施了专项监测，并拓展

至与我国海洋环境权益和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的

国际公共水域。监测内容日渐全面，监测手段

不断丰富，基本形成岸基站、船舶、浮标、雷

达、飞机和卫星等组成的立体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在部分重点海域实现了多手段监测技术的

综合运用。

２３　海洋环境评价技术创新发展

２００９年以来，国家海洋局组织开展了多

项海洋环境监测评价技术攻关，创新工作机

制，吸纳全国优势技术力量参与海洋环境评

价方法体系的研发和应用，在区域海洋生态

环境综合评价、海洋生态健康和海洋生物多

样性评价、入海污染源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海洋环境灾害和污染事件影响评价等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２４　应急监测预警能力显著增强

依托溢油、放射性等应急能力建设专项经

费支持，海洋环境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监测及

预测预警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赤潮 （绿潮）

等海洋环境灾害及海上溢油、危化品泄漏、核

应急等重大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效应对了长岛海域油污染、黄海浒

苔、日本福岛核泄漏、蓬莱１９－３油田溢油、

汕尾沉船事故等重大海洋环境事件。

２５　海洋环境管理和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服

务的效能日益增强

　　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开展对管辖海域海

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生态状况监测与评价，为各

级政府履行海洋环保职责提供管理支撑，为国

家和区域发展规划、海洋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先后开展奥运会、亚运会、

大运会等海洋环境保障监测与评价工作，及时

发布海洋环境公报以及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度

假区、海水增养殖区等环境信息服务产品，极

大提升了为社会民生的公益服务效能。

２６　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建立了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分级管理责任制，

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海区和地方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管理责任。加强了海洋环境公报 （信息）

工作的组织管理，建立了数据资料分析使用、

评价技术的使用以及海洋环境公报 （信息）审

查、发布制度，实现了监测评价工作的科学化、

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逐步与地方政府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建立了海上溢油事件信息通报等沟

通协调机制，积极参加渤海环境保护省部级联

席会议，为海洋环境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处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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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坚实的基础。

３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

３１　涉海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３１１　海洋环境监视监测网络建设方面

多年来，由于沟通和协调机制不完善，各

涉海部门在监测机构、网络布局和任务实施等

方面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未能有效优化监测

力量布局与资源配置，同时各涉海部门权责交

叉的问题依然突出，致使各涉海部门在海洋环

境监测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无法形成统一

合力。

３１２　海洋环境保护信息共享方面

各部门在海洋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共享上仍

存在壁垒，信息交流不畅，海洋部门缺乏陆源

污染信息。此外，海洋环境信息相互矛盾、一

个政府两个声音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和制

约了涉海部门的公信力。

３１３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协调方面

在重大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缺

乏统一领导和沟通协调机制，导致各涉海部门

各自 “埋头苦干”，无法高效应对突发事件。

３２　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分级责任制落实不足

地方政府责任意识仍有待加强，对履行本

行政区近岸海域海洋环境保护职责，保障公众

用海健康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地方各级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尚未建立与分级管理责任制相

适应的工作机制，监督考核体系不完善，现有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缺少海洋环境保护相

关指标。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作中存在着空白、

缺项、漏项和不到位的情况，无法满足地方监

督管理海洋环境的需求。此外，海洋环境灾害

和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不顺，在海洋溢油、

赤潮 （绿潮）、危化品、核污染应急工作中，存

在着等、靠国家队的思想，应急响应相对滞后。

３３　监测网络体系仍有待完善，监测机构能

力总体不足

３３１　基层监测机构人员编制普遍不足

据统计，我国现有地市级海洋环境监测机

构人员平均约１５人，县级监测机构人员平均约

５人。而且受基层监测机构条件限制，人才结构

不合理，专业人才匮乏，关键技术岗位人才缺

失现象严重，影响了监测工作的完成质量和效

率。

３３２　监测硬件能力仍然薄弱

据统计，９４个海洋局系统监测机构拥有的

大型精密分析仪器设备总数仅６１台 （套），且

主要集中在国家和海区中心；１４１个地方海洋监

测机构拥有的大型精密分析仪器设备仅９１台

（套），且主要集中在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监测机

构，地市级和县级监测机构普遍缺乏先进仪器

设备，地市级和县级机构能力尤为薄弱。

３３３　海洋应急监测能力不足

在应对近岸海域突发污染事件和环境灾害

时，缺乏现场、快速、实时监测设备和技术手

段，极大地影响了应急响应效率。

３４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针对性不足，监测服

务效能有待提高

３４１　地方监测方案设计思路和理念亟须转变

目前，部分单位仍处于 “为监测而监测，

为评价而评价”的简单执行任务层面，方案针

对性不强。监测站点布设、要素筛选、时间频

率设置无法完全满足监测工作 “基础性、长期

性、连续性、前瞻性”的要求，尚未完全实现

科学监测、科学评价。

３４２　监测的广度和深度普遍不足

对污染受损海域、生态敏感海域、重要功

能海域、潜在风险源等的监测广度和深度普遍

不足，对入海排污口的监测长期维持在的５００

个左右，无法满足在重污染海域开展排污总量

控制的要求；对６６个海水增养殖区的监测面积

占全国确权海水增养殖区总面积 （３８４万ｈｍ２）

的不足１０％；对辖区内潜在环境风险源的分布

特征不明，对高风险区的高频高密监测严重

不足。

３４３　海洋环保政策配套监测技术尚不成熟

国家和地方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

尚不健全，技术支撑单位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长期以来海洋环境监测领域缺少评价方法标准

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针对海洋生

态红线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区域限批制度、

海洋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配套监测技术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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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明显不足。卫星／航空遥感、实时在线

等高新技术手段在监测中的应用尚不普及，传

统监测技术手段已难以满足海洋环境管理部门

和公众对长周期、高频率，实时、动态信息产

品的需求。

３５　海洋环境信息服务不足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洋环境信息工

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发

布、沟通、共享机制，海洋环境监测数据信息

质量有待加强，服务效能有待加强。

海洋环境信息报送、发布渠道不畅通，信

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时效性不强，未能充

分发挥信息的技术支撑、决策支撑的作用，无

法保障公众知情权。

４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发展的对策措施

４１　加强统筹协调

国家海洋局应充分发挥国家海洋委员会在

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环

保、水利、海洋等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各负其

责、相互配合的陆海联动工作机制，加大对入

海河流、陆源直排口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力

度，建立各涉海部门信息通报及数据共享制度，

统一发布海洋环境信息。在国家海洋委员会统

筹协调下做好重大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响

应工作。

４２　落实责任制

在国家层面建立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考核机

制，国家海洋局应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海洋环境

监视监测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沿海地方

人民政府应推动并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考核

制度，将海洋环境保护目标及任务落实情况纳

入各级人民政府考核体系。

４３　加强能力建设

国家海洋局应全面加强地方海洋环境监测

机构和能力建设，加强对各级监测机构人员编

制、经费、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实

现在每个沿海县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目标。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发展浮标、遥

感等立体监测手段，推进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

测，建立覆盖主要河口、生产生活区域和重要

城镇海洋环境监视监测网络体系。国家海洋局

建立海洋环境监测评价人员资质管理制度，逐

步提高人才队伍综合素质。

４４　深化监测评价

国家和地方应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

作财政经费投入。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逐

步优化完善海洋环境监测方案，丰富海洋环境

监测内容，推动建立与海洋环保责任考核制度、

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等相

适应的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制度。国家海洋局应

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监测评价技术、标准和方

法体系，加强与各涉海部门的技术协调。

４５　提高信息时效

逐步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海洋环境监

测信息共享机制。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重

点深化海洋环境监测信息产品开发，定期发布

海洋环境公报 （信息）。沿海各级人民政府要完

善海洋环境监测信息传输和发布平台，及时发

布海洋环境监测信息，满足管理需求和社会公

众用海健康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