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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统筹背景下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实践
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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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
将“海”纳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正是对系统治理内在逻辑的深入拓展与完善。 坚持整体系统观，把“海”纳入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是推

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抓手，协同推进流域海域保护与治理是推动实现河清海晏的关键。 坚持联防联控的“大环

保”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机制，要充分贯彻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和各部门分工协

作的责任机制，共同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河海共治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

助力，通过构建陆海联动、统筹规划的治理格局，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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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

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表一

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１］。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八次集体学习“建设海洋强国研究”时首次指

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

局之中”，“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与“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深邃历

史观有着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的统一性，推进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

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路径。

１　 坚持整体系统观，把“海”纳入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要求坚持系

统观念、协同增效，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２］。 长期以来，在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的各类解读中，海洋往往作为水的一

部分来阐述，并没有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生

态系统纳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但海洋

作为地球第一生态系统，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各要素连结和外延的根本，充当着将全

球连结成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是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孕

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海洋是

全球物质循环的主要场所，也是陆上污染物最

终去向，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

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

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同一个地球，同一

片海洋，时至今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已经从管

辖海域逐步拓展到全球共同面对和关注的问

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把“海”纳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既

是对系统治理理念的重要补充，也是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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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必要性上十

分迫切，在可行性上也有实践逻辑支撑。 一是

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好地笃行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共赢全球观，充分利用海域独特的生态多

样性和系统连通性特征，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深化国际合作，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

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增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的全球分享，为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提供保障；
二是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好地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统筹推进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加强陆海统筹的

海洋污染防治，促进各领域互联互通和务实合

作，念好“山海经”，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

用，推动蓝色经济发展，共同增进海洋福祉，最
终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发展。

２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是推进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抓手

　 　 海洋是陆地生态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生

态屏障，陆地是海洋开发和保护的重要依托，而
入海河流水系、海岸带是陆海生态系统联络支

撑的重要骨架。 海洋在支撑沿海及海洋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近岸海域特别是众多河口海湾

已成为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历史欠账集中的区

域。 以长江口—杭州湾区域为例，该区域地处

长江流域下游入海口，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

核心区域，长江经济带、长江大保护等多项国家

重大战略在此交汇，承载着长三角地区高强度

开发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同时作为流域末

端承接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人为活动压力，而且

还受到沿岸流、黑潮暖流等外来污染源的影响，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根据《２０２０ 年中

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相关监测数

据，２０２０ 年 全 国 劣 四 类 水 质 海 域 面 积 为

３００７０ｋｍ２，其中长江口—杭州湾劣四类水质海

域面积占全国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的 ６０％以

上。 水体生态功能受损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

滩涂围垦、围填海等人类活动造成滨海湿地生

境大面积丧失，外来物种大量入侵，加之过度捕

捞、工程开发等影响，渔业资源急剧下降，河口

海湾区域“三场一通道”（产卵场、索饵场、越冬

场和洄游通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海上溢

油、危化品泄露等沿岸和海上突发环境事故风

险隐患依然突出。
河口海湾区域和近海海域是陆海生态系统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重点区域，坚持陆海统

筹、河海共治符合保护生态系统的规律特征，是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抓手。 生态环境

问题体现在海里，但其根源却在陆上，海洋生态

环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陆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必
须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准确把握陆域、流
域、海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联动

性和协同性特征，系统谋划陆海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修复的制度机制与目标任务，加强陆域

海域污染协同治理［３］。 统筹兼顾流域污染防

治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按照一手抓环

境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的思路，深入开展入海

总氮总磷污染控制、河湖缓冲带以及滨海湿地

保护修复、陆海风险防范应急联动等措施，在河

口和海湾之间实现水生态环境目标指标的有效

衔接，在海岸带实现空间管控及生态修复的协

同治理，推动实现河清海晏。

３　 坚持联防联控的“大环保”治理体系是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机制

　 　 长江口—杭州湾区域是实施陆海统筹、区
域联动的污染防治机制需求最为迫切的区域之

一，但当前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区域、部门与部

门之间的保护与修复权责划分不够清晰，“流
域—海域”生态环境综合协调机制尚未理顺，
沿海地方在推进海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

的统筹规划、统一监管等方面还存在机制不畅

等问题，长江口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有待进一步创新加强。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污染治

理的边际成本不断提高，留下来的是越来越难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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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的硬骨头。 为提高污染治理成效，亟需强化

污染联防联控，推动建立健全“大环保”治理体

系，充分贯彻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和各部门分工协作的责任机制，组织建立

涉海相关部门职责清晰、高效有序的工作机制，
充分调动各有关部门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部门协同、合力攻坚的

“大环保”格局，共同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譬如，考虑到流域面源污染已经上升为主要矛

盾，且近岸海域水体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始

终是主要污染指标的现状，首先要强化重点海

域入海河流的氮磷源解析，科学识别海洋污染

治理的关键区域和重点领域，其次要建立健全

陆海统筹、河海共治的氮磷污染物联防联控机

制，进一步明确入海河流上下游污染防治的主

体责任，深化分区分类治理和监管，逐步将总氮

总磷减排要求分解落实到跨地市断面，实施从

山顶到海洋、从源头至末端的全链条治理，全面

推动流域—沿海—海域协同一体综合治理［４］，
从根本上缓解陆源氮磷污染物排放和入海的

压力。

４　 坚持河海共治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

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助力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从国家层面初步

建立了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成立了

流域海域派出机构，“打通陆地和海洋” “贯通

陆海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体制优势也基本

形成。 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局在实践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陆海

统筹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管工作，形成陆海

联动、统筹规划的治理格局，不断发挥生态环境

部派出机构的支撑保障作用。
一是深入打好长江口—杭州湾综合治理攻

坚战，深化陆海协同治理，建立跨部门、跨地区

的沟通协调机制，多方统筹、协调联动，助力攻

坚战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二是抓住入海排污口

和入海河流整治这个“牛鼻子”。 把陆源污染

治理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中之重，

指导地方深入推进“一河一策”污染治理，深入

开展入海排污口“查、测、溯、治”专项行动。 三

是抓好海洋垃圾核查整治。 在福建宁德海洋垃

圾核查整治问题上取得阶段性成效，并举一反

三，继续做好问题核查“回头看”，指导督促沿

海地方做好沿海农村生活垃圾、河岸河道垃圾

源头管控与入海防控，开展入海河流和近岸海

域垃圾常态化防治。 四是积极探索一体推进美

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以美丽河湖保障

美丽海湾，以美丽海湾促进美丽河湖。 指导沿

海地市按照“一湖一策” “一湾一策”精准治理

要求编制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方案，
助力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所辖范围内成功评选出 ４ 个美丽河湖

优秀（含提名）案例，３ 个美丽海湾优秀（含提

名）案例，建立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案例库，推
进河湖、海湾协同治理。

当前，坚持河海共治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

监管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为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强助力。 今后，要继续

构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流域海域的生态

环境体系建设，深入打好长江口—杭州湾综合

治理攻坚战，推动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有
效承接长江大保护战略，助力区域经济绿色高

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改善蓝

色动力，共同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中

国建设保驾护航。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２０１９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要
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

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

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

天。” ［５］对标 ２０３５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基本实现的目标要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需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海洋生态环境的期

盼为目标，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实施“水
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保护

与建设，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以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促进沿海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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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６］，推动美丽中国基本实现，增强中国经验

和智慧的全球分享，助力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

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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