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美丽海湾建设的生动实践
深入推进新时期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柯 昶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辽阔、岸线漫

长、岛屿众多、资源丰富、生态多样，拥有

1. 8 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1. 4 万多公里岛屿

岸线、300 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是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宝库、生态屏障、经

济动脉、战略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 “加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等，并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作出 “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的部署要求，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持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合融入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

以美丽海湾建设的生动实践，着力推动构建人

海和谐关系，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新时代十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有关部门和沿海地方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陆海统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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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深入实施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等重大治理行动，全国海洋生态环境总

体改善，局部海域生态系统功能明显提升。

( 一) 陆海统筹治理体系形成新格局。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增强陆

海污染防治协同性和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将

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整合到生态环境部，打通了

陆地与海洋，形成了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的治

理新格局。部门联动有效加强，各有关部门共

同推动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印发实施《“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

陆海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

整治等工作。综合治理攻坚持续深化，“十三

五”期间率先实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十

四五”进一步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

进渤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邻近海域等

三大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 二)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新提升。陆

海统筹的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深入推进，海

洋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2 年国控入海河流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0. 0%，较 2012 年

提升 33. 3 个百分点;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比例达到 81. 9%，较 2012 年提升 18. 2 个百分

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整体改善，纳入监

测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中，处于 “健康”状

态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19. 0%提升到 2022 年的

29. 2%，且 从 2021 年 起 消 除 了 “不 健 康”

状态。

( 三) 海洋生态环境管护效能实现新跨

越。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十三

五”以来累计修复海岸线 1500 公里、滨海湿

地 3 万公顷，11 个沿海省 ( 区、市) 海洋生

态保护红线全部划定，全国共设立海洋自然保

护地 145 个。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构

建，陆海监测布局整合优化初步完成。海洋生

态环境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入海排污口排查

整治和分类监管扎实推进，海水养殖生态环境

监管、海洋倾倒区规划等相关文件先后印发实

施，海洋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持续加强。

( 四) 海洋生态环境监督执法形成新机

制。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责任进一步压实，近岸

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等指标纳入沿海地方目标责

任考核体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

充分发挥，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加快

整改落实。海洋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

多部门联合开展 “碧海”“绿盾”等专项监督

执法行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形成强有力震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发生深刻变革、取得显著成就，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真理伟力和实践

伟力。

二、新时期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新

的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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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绘就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蓝图，开创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

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也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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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是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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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兼备的海岸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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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仍将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保护与发展长期矛盾和短

期问题交织，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

未根本缓解，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面

临以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是沿海地区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进入关键期。改革开放以

来，沿海地区依托重要的区位优势和优良的资

源环境支撑，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

擎。未来五年，我国人口趋海化转移态势更加

明显，沿海地区经济体量和人口基数将进一步

增大，海洋资源开发新增需求依旧较高，向海

污染排放总量依然较大，海洋牧场、海上风光

电等新兴用海方式对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提出新

要求，以高品质海洋生态环境支撑沿海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

二是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尚不稳

固，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尚未达到。

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稳中向好

趋势。但近岸海域水质改善成效尚不稳固，陆

源污染排海压力居高不下，部分海湾河口出现

污染反弹，亲海环境整治任务依然繁重，与美

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是海洋生态失衡趋势尚未根本遏制，优

质海洋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我国属典型陆架边

缘海，水深不足、岸线曲折，海洋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脆弱，易于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沿

海地区历史上的高强度开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长期影响依然存在，赤潮、浒苔绿潮等生态问

题仍然多发，多数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

康状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待加强，优质

海洋生态产品供给依然不足。

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

入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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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海洋生态环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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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多、要求更高。

三、以美丽海湾建设的生动实践，深

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湾是近岸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单元，

所承载的陆源排污压力、海洋开发压力最为集

中，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任务最重。

同时，海湾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人

民群众亲海戏水的胜地，抓住海湾，就 抓 住

了沿海地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的 “牛鼻子”，就抓住了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临海亲海获得感和幸福感的

关键区域。

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就是要以海湾为基础单元和行动载体，

以美丽海湾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建设在海洋生态

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着力推动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从污染治理为主向海洋环境和

生物生态协同治理转变，从单要素质量改善向

海湾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转变，从主要关注

指标变化向更加注重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转变。以“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

的美丽海湾建设突出成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的海洋特色篇章。

( 一) 坚持以理论阐释和基层创新为牵

引，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海洋领域的实

践应用。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论

述，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组织

沿海地方加强基层实践的创新探索，推动将

“海洋”更好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总结凝练一批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和海湾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案例模式，以

更好指导实践、推进工作。

( 二) 坚持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持续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统筹谋划、全

面布局到 2035 年美丽海湾建设的时间表、路

线图、任务书，梯次推进 283 个海湾生态环境

治理和美丽海湾建设。指导督促沿海地方深入

贯彻《“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部

署要求，高质量推进 “十四五”纳入全国规

划的 50 个美丽海湾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生态环境本

底状况较优越，或经过前期治理已初见成效的

海湾，突出补短板、强弱项，解决好仍然存在

的个别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提升海湾环境

品质和生态服务功能，到 “十四五”末期基

本建成“美丽海湾”。对于目前生态环境问题

仍较突出，但已具备治理条件和目标达成预期

的海湾，“十四五”期间基本解决存在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推动从海湾水质改善向生态环

境质量全面提升的转变，争取到 “十五五”

末期基本建成 “美丽海湾”。对于目前生态环

境问题较多，解决问题难度较大或生态恢复修

复所需时间较长的海湾，要从 “十四五”开

始持续发力，优先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提升海湾环境质量，

不断提升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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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个五年的接续奋斗，到 2035 年将符合条

件的海湾基本都建成美丽海湾。

( 三) 坚持陆海统筹的系统观念，强化海

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

动、山海互济，深入实施渤海、长江口—杭州

湾、珠江口邻近海域等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组织沿海地方开展海湾生态环境精细化

调查，逐一摸清各海湾生态环境家底，分析研

判面临的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及人为活动影

响根源，以各海湾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因

地制宜贯彻落实 “一湾一策”的陆海污染防

治、生态保护修复、亲海环境整治等综合治理

措施。紧盯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等老百姓身边的

突出问题，指导督促沿海地方落实各相关部门

责任分工，扎实开展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等的调

查摸底、监测监管以及重点海湾专项清漂活动

等，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建立陆海统筹的海洋垃

圾防治长效机制。持续推进重要海洋生物栖

息地和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有效

恢复修复海洋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海洋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推动陆海生态环境质

量协同改善。

( 四)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原则，强

化海 洋 环 境 监 督 管 理。配 合 全 国 人 大 修 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同步推

进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加

快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等制度机制建设。分

类抓好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组织制定入海排

污口监督管理相关配套标准和文件，指导各地

做好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等工作。深化海洋工

程和海洋倾废监管，提高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

监管效能，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开发利用活动，

加快选划一批临时性海洋倾倒区。压茬抓好海

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指导督促沿海地方加快

编制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相关地方标准，推动构

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业务体系。

( 五)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引导和激励沿海地区

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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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海洋环保产业和

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等绿色新兴产业，以海洋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助力沿海地区民生福

祉达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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