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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环保部与有关部门协调合

作，根据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的原则以及“从山顶到海洋”的理

念，积极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海情的环

境保护新道路。 

    回顾起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方面，配合国家发改委实施《渤

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完成了《中国环境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划定了海洋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编制完成了

《长江中下游海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最近国务院将讨论这一

规划；印发了《沿海省份“十二五”碧海行动计划编制纲要》，

并启动了计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在陆源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加大力度，狠抓陆海河流

污染防治。大家都知道，海洋的污染 80%来自陆地，管不住陆地

污染，海洋环境是不会改善的。因此，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推进水

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把它纳入约束性指标。经过“十一五”的努

力，COD 排放量比“十一五”初期下降了 12%。同时，狠抓入海

河流污染治理，部分入海河流水质有所改善。此外，加强沿海城

市工业污染防治力度，包括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调整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加强重点工业污染的治理、严格企业环境监督。“十

一五”期间，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能力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污水处

理能力已达到每天 1.25 亿吨，是“十一五”初期的两倍多。 

    第三、加强对沿海省份海洋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我们会同

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对沿海省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检查，今年

还要继续进行。这项检查工作受到了社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每年要向社会发布检查结果，向国务院汇报海洋工作的保护情

况。 

    第四、努力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编制了《中国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公报》，首先要把问题找清楚，要向社会公告，引起全社会

的共同重视，达到改善海洋环境的目的。我们建立了近岸海域环

境监测网络，开展了近岸海域环境监测，入海河流特别是直排海

洋的污染源、海洋入海量监测，以及近岸海域应急监测工作。从

2001 年开始，联合农业、交通等部门发布了中国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公报。 

    第五、加强沟通协调，夯实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基础。特别是

与国家海洋局建立的非常良好的关系，专家也多次建议，海洋是

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因此我们与国家海洋局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

协议，使两个部门整合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力量，实际工作中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六、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近年来持续开展

了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包括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



海行动计划、防治陆基活动影响海洋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以及

中韩黄海环境联合研究调查等等，并执行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南

中国海项目。前一段时间联合国环境署官员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回

顾，给予了比较好的评价。 

    海洋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形势依然很严峻，主要有三个方

面：第一是近岸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依然严重。第二是经济

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压力不断加大。刚才有领导和专家都指

出，要发展蓝色经济，现在在沿海地区构建了很多工业园区。一

方面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海峡两岸的经济

区主要在福建、广西沿海一带的工业区等。但是，经济的发展会

给海洋环境保护带来很大压力，必须要积极应对。此外，海洋环

境监测能力明显不足。 

    具体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近岸海域的营养结构失衡，

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比较严重，赤潮、绿潮日渐凸显，近岸生态系

统严重受损，入海河流污染严重，污染事故频发。总体感觉，海

洋环境保护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根据这一形势，我们要抓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进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抓好“十二五”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规划的编制，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以规划为

龙头。将编制一个国家海域整体规划，分四个区，把所有的海岸

分区，统一考虑海域污染防治规划，督促各省结合国家制定的沿



海一系列开发发展规划的实施，制定实施“十二五”碧海行动计

划。推进流域海域污染防治的统筹，努力改善重点河口海洋生态

质量。我们环保部污染防治司既负责海洋环境保护，也负责流域

的污染防治，可以将海洋规划和流域污染防治规划统筹兼顾，统

一考虑。 

    二是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执

法监督。 

    三是强化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要严格环境准入，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设施建设，加强对于陆地上污水处理厂、脱

磷、脱氮以及收集系统和直排海洋污染源的监管，开展入海排污

口整治等等。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加强海岸防护林建设，恢复和

保护海滨重要景观等海洋系统，一定要给未来的发展和子孙留下

一些没有开发的原生态海岸线，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把所有的海岸

线全部开发完。 

    四是进一步夯实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包括应急机制、海洋

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以及不断

完善法律法规等等。 

    最后介绍一下“十二五”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规划的主要内容。

基本原则是分区控制，主要是分四个海区；第二是陆海统筹，做

好衔接；第三是多方参与，统筹协调。第四是政府主导，明确责

任。规划的思路是识别各个海区主要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优先关注的问题和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映到陆海综合规



划当中，注意流域、区域的协调控制。在开展海域污染控制的同

时，加强沿海生态保护。加大海洋沿海海域的监督力度和开展环

境风险管理。重点任务包括：进行重点河口和海湾陆海综合规划，

控制氮磷的入海总量；提升沿海地区水污染综合治理能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