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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总体改善，陆海统筹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部门协同、区域联动的生态环

境保护机制不断健全，沿海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新论断，为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转变，推动陆海一体化

保护治理的制度机制改革创新，推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下一步，将通过深化

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促进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进一步推动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助力沿海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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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 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

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谋划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

创性、长远性工作，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

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落实最严格的

围填海管控和岸线开发管控措施”，提出“海

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方向指引。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陆海统筹、综

合治理，坚持稳中求进、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美

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历史进程，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海洋生态环境需求。

１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我国海域辽阔、岸线漫长、岛屿众多、资源

丰富、生态多样，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是

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海洋生态系统类型丰富多样，从北到南分布着

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

等重要生态系统，发挥着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构

筑重要栖息环境、提供各类产品供给等重要生

态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和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取得新进步，全海域海水

水质状况整体改善，部门联动、区域协同、上下

贯通的“大环保”格局正逐渐形成，沿海地区推

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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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全国海洋生态环境总体改善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和国控

入海河流水质协同改善成效显著。 ２０２１ 年，全

国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 ８１. ３％，较 ２０１２ 年

提升约 １７. ６ 个百分点；全国入海河流国控断面

劣 Ｖ 类占比仅为 ０. ４％，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约 ２４ 个

百分点。 特别是“十三五”以来，陆海统筹水质

改善幅度前所未有，以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改善

为目标的入海河流、排污口、塑料垃圾等污染治

理措施不断向陆地流域上游延伸拓展，机构改

革的制度红利充分释放，陆海统筹的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明显加大。

１. ２　 部门协同、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不断健全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

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多项规划和政策文

件，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应

对气候变化。 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印

发《“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重点海

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关于加强海水

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贯彻落实《关于加

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无论是任务部署还是制度机制，均更加注重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加注重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更加注重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

１. ３　 沿海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

和能力显著增强

在海洋强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指

引下，沿海地区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取得了突出进展。 浙江省政府印发

《浙江省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陆海统筹、流域

海域协同治理，全力服务海洋强省和全省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 着力构建陆海联通美丽廊

道、打造人海和谐美丽岸线、培育碧海风情美

丽海域、推进重点海湾综合治理、加强美丽海

湾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发布《福建省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福

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关于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福建

省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实施方

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念好陆海统筹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的“山海经”，推进生态福建、清新福

建等建设。

２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在海洋强国建设部署要求中，“建设绿色可

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其中一项；在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役中，“重点海

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是其中一个；在全国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中，“陆海兼备的海洋带”是

重要一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海洋命

运共同体”是重要一部分；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建设中，“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是其中一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最大机遇。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总体上还不稳固，局部海

域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陆海统筹的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部署和

要求，“十四五”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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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美

丽海湾建设作为工作主线，统筹推进湾区陆海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整治的新时

期，所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宽，

对海洋生态环境改善的要求更高，迫切需要从

理论上进行创新、发展和突破，为相关领域实践

提供更好的指引。

２. １　 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

深刻转变，亟待进一步深化陆海统筹等制

度机制的改革创新

　 　 全国近海海域水质改善幅度前所未有，但

同时也要看到，局部海域水质污染反弹风险依

然居高不下。 ２０２１ 年，全国开展了 ２４ 个典型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监测，其中 １８ 个呈亚健

康状态，表明近岸海域生态系统的改善仍然任

重道远。 从近年来入海河流氨氮等污染物浓度

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到，流域上游多个断面均有

较高浓度的污染物输入；特别是汛期污染强度

通常较高，陆源排海污染物在短期内集中排放

入海，因水交换能力弱等原因，往往会在近岸海

域留存较长时间，对近岸海域水质产生长时间

影响。 要进一步持续稳定改善近岸海域水质，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从山顶到海洋”协调联

动的污染防治责任机制。

２. ２　 提升河口海湾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亟需进一步加强陆海统筹、系

统治理

河口海湾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提升需深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 以滦河口

为例，１９８０ 年以前，滦河口作为渤海重要的产

卵场和育幼场，滦河口区域水下沙坝发育成熟，

有着健康的海草床生态系统，完善的基础环境

状况构筑了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地位。 然而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过度捕捞、水沙减

少、生态空间被占用、水质污染等从河流到海岸

带各类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滦河口生态环境

发生了巨大变化，产卵场、栖息地等重要生态功

能退化。 因此，河口海湾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也需要进一步深化陆海统

筹、系统治理，并从科学认知和理论层面把这一

理念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政策措施。

２. ３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亟需进一步增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影响力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

展。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彰

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影响力的重要载

体，是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要在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同时还

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理论和重

大战略的研究，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过程中

更好地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力。

３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初步思考

　 　 “十四五”时期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新篇

章、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的重要五年，也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生态环

境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综合考虑技

术可行性、经济社会成本、生态环境效益以及管

理制度机制等，从理论上游突破，进一步促进管

理实践变革。

３. １　 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进一步凸显海

洋的重要战略地位，高位推动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

海洋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是高质量发

展战略要地；海洋问题不仅关系民族生存发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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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关系国家兴衰安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

洋、经略海洋。 研究将“海”更加深刻地融入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将进一步凸显“海”在自

然生态系统中的独特性以及“海”和其他几个

生态单元的紧密联系，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整体系统观。

３. ２　 深化陆海统筹制度机制改革，促进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

要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海洋生态环境持续稳

定改善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升陆海统筹综

合治理效能，探索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全链

条责任分解落实机制，以及贯通陆海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修复的部门协同、区域联动、多方参

与机制，推动陆海协同的重大治理政策和行动

措施落实落地，形成以陆海生态环境质量协同

改善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３. ３　 进一步实现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碧海银滩也是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 要从理论架构和实践探索

上同时发力，研究建立“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

山”的转化路径，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打

造滨海地区新的经济隆起带，以海洋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沿海地

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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