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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完善海洋工程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文章根据相关实践经

验,从原则和依据、定位、生态空间和生态景观格局、污染物排放和控制、生态修复和补偿以及监测

计划和保障等方面提出生态建设方案的内容,按照项目建设前、项目规划、项目设计和项目实施的

全过程设置方案的程序,并以案例项目具体说明。在此基础上,总结目前海洋工程项目生态建设

亟待解决的问题,即生态建设及其相关活动需重新定义、方案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检验和评估无制

度和规范保障以及方案编制缺乏整体性和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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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marine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ofmarineengineering

projects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theecologicalconstruction

wasputforwardfromtheaspectsofprinciplesandbasis,orientation,ecologicalspaceandecologi-

callandscapepattern,pollutantdischargeandcontrol,ecologicalrestorationandcompensation,

monitoringplanandsafeguardmeasures.Thecontentoftheschemewassetupaccordingtothe

wholeprocessofprojectconstruction:projectplanning,designandimplementation,andillustrated

bycases.Onthisbasis,theproblemsweresummarizedwhichneededtobesolvedurgentlyinthe

ecologicalconstructionofmarineengineeringprojects:theecologicalconstructionandrelatedac-

tivitiesneededtoberedefined,theprocessandeffectoftheimplementationoftheschemeneeded

tobeevaluatedwithoutsystemandnormativeguarantee,andtheschemewaslackofintegrityand

reg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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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为依据和基础的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法治体系。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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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等的相关要求,现有海洋工程项目在海洋

环境影响评价中增加“生态建设方案”专章,但仍未

有方案编制技术指南。本研究根据多个海洋工程

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提出以定位、

生态空间和生态景观格局、污染物排放和控制、生

态修复和补偿以及监测计划和保障等内容为基础

的海洋工程项目生态建设方案编制建议,以期完善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1 内容

1.1 编制原则

海洋工程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生态建设

方案的编制原则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生态优先,节

约优先;②符合国家和地方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

境保护规划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等的相关要求;③符

合生态红线管控要求;④因地制宜;⑤实现环境效

益的最大化。

1.2 编制依据

生态建设方案编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区域建设用

海规划管理办法(试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GB/T19485—2014)《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HJ130—2014)和《海湾围填海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29726—2013)等。

1.3 定位

核实海洋工程项目用海规划的定位是否满足

海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评

价指标体系。

(1)分析规划区的生态本底条件,参照上层次

相关规划和生态专项规划等,对规划区进行生态功

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其生态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2)参照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等,结合

规划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和各环境要素的保护目标,

从环境质量维护和改善、污染控制以及生态系统健

康等方面提出生态建设的具体评价指标。

1.4 生态空间和生态景观格局

针对海洋工程项目规划中的生态空间和生态

景观格局等,提出生态建设方案的具体要求和优化

调整建议。

(1)分析规划平面设计的生态空间,体现自然

岸线保护、离岸和多区块的设计思路;明确规划区

内生态、生活和生产岸线的空间格局和比例;分析

填海造地形成岸线的自然化、生态化和绿植化的实

现方式,满足自然岸线保有率要求。在此基础上,

从海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平面布局

优化调整建议。

(2)分析规划的生态景观格局,在满足防洪排

涝和产业用地等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区域自然生态

环境现状,提出优化调整建议;明确自然湿地或人

工建设生态湿地、水系和绿地系统的面积和比例。

1.5 污染物排放和控制

(1)明确规划区污水产生量和处理方案,包括

污水处理设施的位置和规模、污水处理工艺和能

力、污水管网布设、污水收集方式、排污口位置、污

水处理效果(出水水质和排放量)以及污水综合利

用措施,满足污染控制要求;如采用污水处理和生

态修复技术(如生态养殖技术和海岸带人工湿地恢

复技术等)相结合的方式,应阐明具体处理工艺、可

行性和预期效果;结合人工生态湿地和水系建设规

划,分析污水处理后的循环利用。

(2)结合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以规划区

“增产不增污”为目标,分析规划实施前后区域污染

物的增加和削减情况,明确减排指标、减排时间表

和减排责任,制订削减方案;分析生态建设方案实

施后,污染物总量进一步削减的可行性。

(3)结合国家和区域产业政策和污染物总量控

制要求,从海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

规划区内的产业准入条件。

1.6 生态修复和补偿

根据《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试行)》,对

规划实施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和生态系统服务损

失进行价值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出生态修复或补

偿措施;原则上以生态修复为主,如采用生态补偿

措施,需充分说明其原因和必要性。此外,各项生

态修复或补偿措施须有明确的评价指标,并分析其

可行性和合理性。

(1)生态修复措施。①根据环境影响的具体分

析结果,因地制宜,分类制定生态修复的要求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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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于水动力条件和冲淤环境,提出保持岸滩和

受损地形地貌稳定性的措施;对于水质环境,提出

改善水质和沉积物质量的措施;对于海洋生态和渔

业资源损失,提出保护生物种群和修复关键生境的

措施;对于海岸带生态系统破坏,提出重建生物群

落和恢复生态功能的措施;恢复或重建面积一般不

小于受损面积。②根据海洋工程项目所在海域的

生态特点,选择不同的生态修复技术,如自然生态

修复、人工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等。③明确生态修

复措施的责任主体以及实施、验收和监管机构。

(2)生态补偿措施。①根据环境影响的具体分

析结果,因地制宜,分类制定生态补偿的要求和目

标(具体同生态修复措施);采用适当的评估技术方

法,评估海洋生态损害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价

值。②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确定生态补偿

的范围、方式和具体途径。③建立生态补偿保障体

系,明确生态补偿措施的责任主体以及实施和监管

机构。

1.7 监测计划和保障

(1)明确生态建设监测的具体计划,包括规划

区内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等(如监测站建

设、常规监测站点布设以及监测项目和频次)。

(2)明确生态建设方案的投资预算和资金来源。

2 程序

海洋工程项目的生态建设应与项目工程同期

建设,贯穿项目建设前、项目规划、项目设计和项目

实施的全过程(图1)。

图1 海洋工程项目生态建设方案程序

3 案例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为我国东南沿海某岛屿的

区域建设用海项目。该岛屿岸线主要为滩涂、湿地

和沙滩;规划区水肥草丰,总体污染程度较轻,湿地

类型多样;规划发展目标为建设以生态保护和度假

旅游为核心,多功能复合开发,集生态观光、运动休

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滨海旅游度假区。

该项目生态建设的原则是保持和延续岛屿自

然生态环境特点,以岛上密布的河网水系和绿地为

基础,结合蓄滞洪要求,构筑连通周边组团的园区

生态水系和绿带,成为重要的开放空间,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其生态建设方案主要包括6个方面

的内容。

(1)定位。主要包括区域现状和发展目标、用

海规划定位、生态规划布局和生态建设支撑。如,

地理位置、生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用海功能、相

关规划符合性、生态建设原则、发展目标和策略以

及绿色交通系统等。

(2)岸线利用和保护。主要包括岸线占用、影

响和新形成岸线概况,生态岸线设计,岸线保有率

目标以及新形成岸线的自然化、生态化和绿植化。

(3)围填海平面布置。主要包括平面设计思

路、减少或避免水动力条件和冲淤环境改变的措施

以及科学合理布局。

(4)污染物排放和控制。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

和控制要求、增产不增污以及规划区产业准入。

如,污水和固废的处理方案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以

及噪声和大气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5)生态修复和补偿。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损害

价值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价值评估以及生态修

复和补偿的目标、方案和管理。

(6)生态环境监测。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本底概

况、建设期生态环境监测计划和运营期生态环境监

测计划。生态环境包括水文动力、冲淤环境、海水

水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质量等。

4 结语

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沿海地区吸引大量

人口,也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因此,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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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纷纷开始实施海洋工程,尤其是填海造地

工程,主要是将海域埋填成为陆地,用于建设工业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滨海旅游区等,以缓解用地

不足的矛盾[1]。

海洋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6个方

面[2]:①天然的排洪通道受阻,导致河床和地下水位

升高,于无形中增大防洪压力;②近岸海域的渔业

资源受到破坏;③海岸带自然景观改变,生态失衡;

④大批红树林损毁,生态系统退化;⑤近海海域重

金属污染;⑥阻碍污染物输运。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协调社会经济发展

与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海洋工程项目的生态建设是其重要方向,但现

有相关实践远不能满足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本研究总结亟待解决的3个问题。

(1)以往生态建设的定义主要是对受人为活动

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3],主要包

括红树林修复、沙滩修复和生态补偿等。而近期实

践表明,生态建设的范畴远不止于此:在2017年原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围填海工程生态建设技术指

南》中,生态建设的内容涵盖工程的生态化平面设

计、污水的排放与控制以及长期的检测与评估等;

本研究的实践也表明,与受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后

再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相比,前期的生态设计

和绿色规划等更加重要。因此,重新定义生态建设

及其相关活动,尤其是在工程设计中考虑生态原

则[4]极为必要。

(2)通过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的“生态

建设方案”专章,已可为海洋工程项目建设制订极

为可行的生态建设方案,但仍停留在实施方案的阶

段,对于具体的实施过程和实施后效果的检验和评

估(即生态建设真正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

目前国内尚无配套的制度和规范。

(3)与生态恢复和生态补偿的困境类似[5],目前

实践中的生态建设方案都是基于单独的项目,缺乏

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的规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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