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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海洋环境质量及灾害情况背景下的 

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发展对策探究 

宋伟鸣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新时代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海洋环境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为

贯彻国家有关海洋生态文明及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在借鉴和阅读大量相关海洋环保领

域的文献书籍的基础上，就浙江省近年来遇到的海洋灾害情况，结合目前在海洋环境治理方面可以依据的政策措施

等方面，创新有关海洋保护的治理方法和治理机制，综合提出和分析新时期下保护海洋环境和治理海洋污染的相关

举措，多措并举创新思路，提升环境保护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最大拉动力，提高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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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尤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保护理念。在海洋领域这一观念

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等政策倡议下，我国在不断发展经济及加强与别国经济贸易往来的基

础上，同样高度重视解决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将这些环境问题立法并加快进行治理。浙江省发挥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

借助一带一路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政策东风，不断巩固和发展经济，同时将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保护理念相结合，将保

护海洋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观念落实到位，使经济建设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同时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结合

本省遇到的突出灾害情况，创新和加快海洋环境制度创新及方法治理创新，使自身竞争力更加强大。 

1 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1.1现阶段海洋环境情况说明 

1.1.1海洋环境概述。 

海洋在不断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正在遭受因为发展和过度开发等行为而带来的污染和破坏，如何保护和合理开发海洋，

正确提升海洋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了现阶段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仅在 2018年一年，中国国家海洋局及所属海洋监测中心

就对 1649 个海洋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194 条入海河流国控断面、453 个直排海污染源开展水质监测，同时对河口沉积物、

1705个生物多样性、21个海洋生态系统及海洋保护区、滨海湿地、渔业水域进行环境质量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我国的污染海

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岸等近岸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海域超

标污染物集中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等项目指标。另一项指标海水富营养化面积为 56680km²，综合近几年富营养化情

况发现面积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是需要治理的空间还有很大。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我国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物种数从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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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呈现增加趋势，这与我国实际自然地理分布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1.1.2污染物入海情况。 

在主要污染物入海情况中，我国四大海域污染源类别及各污染物情况如表 1。 

表 1中国四大海域污染情况统计表（单位：t) 

污染源 

类别 
污水量 

化学需 

氧量 
石油类 氨氮 总氮 总磷 六价铬 

工业 387643 32078 92 915 5984 124 435 

生活 83641 15318 69 921 6657 207 482 

综合 395140 100229 295 4381 38232 949 3053 

 

（数据来源于国家海洋与渔业局） 

通过此数据可以分析出造成直排入海污染源头影响最大的为综合性污水排放，其次为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水，最后为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各污染项中，以化学需氧量排放为主，其次是总氮、氨氮等化合物，最后是石油类及重金属六价铬等污染物的排

放，这更加给我们指明了今后治理的重点及方向。 

1.1.3海洋固体废弃物及漂浮垃圾污染情况。 

根据对 57个区域开展的海洋垃圾监测发现，海洋垃圾大致可以分为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海底垃圾、海洋微塑料垃圾

四类，密度分布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旅游休闲娱乐区、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邻近海域。具体分布情况及种类如表 2。 

表 2海洋固体废弃物及漂浮污染情况统计表 

种类 
平均个数 平均密度 

类别 
（每 km2） （每 km2） 

海面漂浮垃圾 2379 24 塑料垃圾、木制品 

海滩垃圾 60761 1284 塑料垃圾、木制品、纸类 

海底垃圾 1031 18 塑料垃圾、织物类、纸类 

海洋微塑料 一 0.42 碎片、纤维、线 

 

（数据来源于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些垃圾中以塑料垃圾、木制品及纸类垃圾为主，这些垃圾难于降解，废弃在海洋中对整个海洋环境

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 

1.2我国海洋近期灾害性概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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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海洋灾害性汇总。 

在世界上我国是遭受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海洋的不断开拓和发展，在海洋经济提高的同时，海洋灾害风险也

在日益突出，通过 2018年海洋灾害情况调查统计，我国的海洋灾害主要以海洋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岸侵蚀等灾害为主，赤

潮、绿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咸潮入侵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各灾害潮共计造成 47.77 亿元的经济损失，具体分

布见表 3。 

表 3海洋灾害类型及损失统计表 

灾害 损失（亿元） 

风暴潮 44.56 

海浪 0.35 

海冰 0.01 

海岸侵蚀 2.85 

 

（数据来源于国家抗灾减灾委员会） 

1.2.2风暴潮灾害。 

2018 年我国海域沿岸共发生风暴潮过程 16 次，直接损失 44.56 亿元，其中发生台风次数为 12次，造成灾害 7次，温带风

暴潮次数 4 次，造成灾害 2 次。有代表性的风暴潮为台风玛利亚、台风山竹、强热带风暴摩羯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因我国所

处北半球中纬度区域，极易形成台风、强热带风暴等气象灾害，这与人类全球化经济行为和相关破坏是分不开的，使得全球气

温上升，引发温室效应，而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灾害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1.2.3海浪、海冰及海啸灾害。 

我国 2018年海浪灾害共计发生 44次，造成经济损失 0.35亿元，其中台风浪 21次，冷空气气旋浪 23次。海冰灾害多发生

在纬度较高地区，因天气寒冷部分凝结成大块冰状物而造成损害，共计造成 0.01亿元损失。海啸灾害多与海底地震及火山喷发

造成海底滑坡有关，我国未发生相关灾害。 

1.2.4赤潮、绿潮灾害。 

赤潮与绿潮是影响我国近海海域最为常见的灾害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多与人类生产和开拓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日常

海洋开发行为中，不注意保护环境，向海洋中排放大量有机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进入到海水中，会被藻类譬如浒苔等生物

吸收，造成大量繁殖和疯长，积少成多最终演变成了大量的污染，从而造成了赤潮以及绿潮的产生。我国海域 2018年共发生 36

次赤潮灾害，累计面积 1406km²，其中东海海域发生赤潮 23次，累计面积 1107km²，引发赤潮的优势物种共 18种，以米氏凯伦

藻等有毒藻类为主。绿潮灾害引发的主要藻类为浒苔，最大分部面积达到 38046km²，最大覆盖面积也达到了 193km²。所以合理

控制人类行为，减少对海洋环境污染是减轻上述灾害的重要途径。 

1.2.5海岸侵蚀。 

海岸线不断遭受侵蚀会造成土地流失、房屋损毁、道路设施遭到破坏，使得国家的海岸线长度不断缩小，这些都与人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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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及咸潮入侵均会对我国沿岸城市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和

影响。海水本身含盐量较高，加之不断的入侵和侵蚀，会使得沿岸土地含盐量上升，土地修复时间长达上百年，造成的影响也

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控制人类行为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已经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2 浙江省海洋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2.1浙江省现阶段海洋整体环境质量情况 

浙江省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物产富饶、景色优美、轻工

业发达，是我国沿海省份一张亮丽的名片。但近年来随着在近海海域不断地开发，环境影响日益突出。近岸海域水质中浙江省

水质极差，其所属海域东海，不管是在海水富营养化、沉积物还是在海洋垃圾、固体废弃物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改善进步空间。

浙江在渔业养殖方面较为发达，结合对全省 27个渔业水域监测区域统计发现，全省不管是在海水养殖还是在淡水养殖方面涉及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粪大肠菌群等指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问题。而且因其所处温带海洋性气候，本身受降雨、

台风等自然气象灾害影响较为明显，加上春夏秋冬四季污染物呈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更加增大了海洋污染治理难度。 

2.2浙江省海洋灾害情况概述 

浙江省近年来发生的海洋灾害数量较全国平均数量有大幅的上升，种类也几乎涵盖了全国灾害汇总种类，这一切除了自然

灾害影响外，与浙江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伴随而来的破坏环境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海洋灾害损失方面，浙江全省

致灾原因主要集中在风暴潮和海浪，仅这两项在 2018年共造成经济损失 5.88亿元，其中因风暴潮损失 5.71亿元，占到全国总

损失的 12.8%，死亡 31 人。其中台风玛利亚、台风安比、台风云鲨、台风摩羯、台风温比亚等气象灾害给我省带来的影响和直

接经济损失最为严重，我省也是极易引发和发生台风等自然灾害的省份。海浪灾害多发生在东海海域，我省受影响程度也首当

其冲，仅冷空气浪一项就使我省损失 0.1 亿元左右。在赤潮及绿潮灾害方面，我省受影响程度就更加明显了，我省海域发现的

赤潮次数最多且累计面积最大，仅 2018年就发生了 18次，累计面积 1069km²，占到全国总海域累计面积的 76%，可谓是受灾害

影响的损失大户。我省在土壤盐渍化受影响方面多集中在台州、温州附近，纵深内陆距离达到了近 20km。 

舟山群岛做为浙江省唯一离岸城市，对于浙江全省海洋灾害受影响最为明显，其中风暴潮造成损失 0.6 亿元，发生次数 4

次，灾害性海浪发生 11次，赤潮 16起，有毒赤潮 2起，累计面积达到 700多 km²。 

3 浙江省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的政策与实施 

3.1政策提出的现实意义及其国内大背景 

海洋做为未来人类发展和开拓的重要资源，正在被广泛地进行探索。全球有 71%的面积被海洋所覆盖，其总面积约为 3.6亿

km²，陆地面积仅占有 29%，可见海洋对于全人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海洋资源及生物多样性是丰富的，纵观历史从古至今人类

并没有停止对海洋的探索，直到现在也仅仅有不到 10%的海底得到发现，剩余的 90%仍然是未知的。随着各国对海洋的不断重视

和关注度加强，人类对于海洋的各种探索也由此发端，并源源不断地进行各种海上作业行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不断加强本国经济实力及国力的同时，也从长远眼光考虑将重点不断向海上偏移。随之提出了很多相关海洋战略的政策方针，

诸如一带一路海洋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蓝色海洋区域经济带等一系列的政策。作为蓝色国土的海洋，中国的大陆海

岸线长达 18000多 km，管辖海域约为 300多万 km²，沿海岛屿有 6500多个，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多达 4亿多人，拥有的海洋

经济区面积排在世界前十位，由此可见不管是在经济领域中还是在地理组成要素意义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在这其

中浙江省的海岸线长达 6486km，面积在 500m²以上的岛屿达到 3061个，是中国岛屿最多的省份。所以这些经济政策及具有长远

意义的伟大国际倡议的提出都是造福于人类、对全人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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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浙江省海洋保护现状及政策 

2013 年我省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省”。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部委的关心支持下，在省级各相关部门和各

沿海地区的共同努力下，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2015 年“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海洋成为开

拓发展的新空间，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大国。浙江

省之前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海洋领域的经济示范区及舟山渔岛的新型现代化开发建设要以“全面科学发展观”作指导，

从而加快带动海洋港、湾及海岛联动计划的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借助一带一路及海上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东风，在不断全面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辐射下带来的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环保理念真正融入到实干之中，在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的同时，也将生态环境保护当做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不断促进海运经济

建设和环境保护更上一层楼，提高沿线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新时期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对策 

近年来浙江在海洋环保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得在海洋污染物排放指标及由此而带来的次生

灾害影响都有了显著的下降，同比或者环比数据都有了一定的降低。在结合目前现在相关海洋环境保护及治理措施政策方法下，

对一些制度体制、奖惩措施、治理思路及统筹规划方面也要进行相应完善和补充。 

4.1进一步完善相关联动保护机制 

目前来讲在环保领域特别是涉及到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浙江省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

与之相关的制度措施。涵盖近海开发保护、港口设施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保护，渔业捕捞、岛屿管控、污染物危害防治、海洋

工程建设等等方面。但在海洋协调联动保护上还需加强，当前沿海各城市间以近海海域与沿岸所属滩涂为临界点进行水域划分，

一旦某个城市的近海水质未达标或者某些污染物从这一区域直排进入海洋中，随着气象、风力、气旋、地球自转及海水流动特

性，势必会造成污染物的扩散和转移，波及周边沿海城市。此时更加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进行近海环境协调保护。另一方面围

绕着浙江省为发展海洋经济、切实履行环保职责提出了很多政策方针，加大宁波、舟山、台州、嘉兴等沿海城市的交流互动，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协调统一开展相关环境保护及治理工作。加快建立联动及预警保障治理机制，将环境问题带来的影响及伤

害降到最低，造福于沿线人民。 

4.2环保制度再梳理再创新 

在新时期新阶段新要求下，切实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完善相关保护管理体系，对浙江省各地市相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政

策和方针进行重新梳理，补充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的规章制度和规划体系，对不符合要求的规定重新进行修订，明确地方

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和分工，主体责任到人，统筹人员设置、机构整合和体系建设工作，同区域沟通协作一体化发展

理念相适应，建立相关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体制机制，配以严厉的奖罚惩处措施，使制度建设真正成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可靠保障。 

4.3海洋环境监测机制继续强化 

海洋环境保护重在治理和预防，监测工作在整个环境管理过程中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眼睛，是最先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部分，同时也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治理政策的提出进行数据支持和供应，服务于海洋

环保事业。笔者认为在加大海洋环境监测方面投入的同时，以海域为划分每隔 10海里以纵向和横向同时推进建立相关的网格化

监管平台和监测系统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将监测海域划整为零，能够更加直观有效及时的进行协调统一指挥和管

理，将监测机制和网络不断进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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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强化及明确治理方向和重点 

找准要害，精准预防，精准治理。加大特定及主要污染物的治理，我省水质污染物主要以化学需氧量及氨氮化合物为主要

目标，固体废弃物治理以塑料垃圾及纸类物质为重点，突出重点及治理重心，采用高效节能环保治理技术找准要害，分段推进

治理能力和治理方法的实施和运用，使解决问题高效持久。 

4.5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海洋环境治理 

浙江省海岸线长达 6486km，面积在 500m²以上的岛屿达到 3061个，是中国岛屿最多的一个省份。在面对海洋环境保护及治

理方面每年地方财政就要耗费巨额资金进行支持，如果能够放开民间资本进入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市场的限制，不仅在治理模

式及治理形式上会更加变得多元化，技术也会有大大提高改良，而且能够带动相关领域诸如环境治理、海上环境监测等行业的

经济增长，继而由海洋环境经济引申和探索出很多新型的第三产业，为拉动整个行业市场的经济业态发展做出贡献。 

4.6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海洋产业结构 

为全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环保理念，同时积极落实和响应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中的

有关内容，在基于现阶段我省海洋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加快实施海洋发展领域上的新旧动能转换，淘汰落后的海洋产业集群，

建立完善及创新出具有高效、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及新兴业态集群，引导区域海洋经济与环保整体协调发展，推动渔业转

型升级，使产业链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结合本省在船机、海上运输、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上的发展，不断提升高端新技术及特

色旅游业向前发展，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海洋产业布局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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