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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一ӄ”时期海洋⧟保情况回顾

1.1 海洋⧟境䍘䟿回顾1

1.1.1 䱶域和海域⊑染源排海情况

1.1.1.1 䱶域⊑染源

䱶源⊑染物排海是广ь省䘁岸海域⧟境⊑染和生ᘱᦏ害的ѫ要原因ѻ一Ǆ

˄1˅入海排⊑ਓ࠶ᐳ情况

2006~2010ᒤ间ˈ广ь䱶源入海排⊑ਓ数䟿总体呈⧠䙀ᒤл降的䎻势Ǆ到

2010ᒤѪ→ˈ㓣入ⴁ测的 91个入海排⊑ਓ中ᴹ ˈᐳ于珠й角地४沿岸࠶50.5%

ᐳ于粤西地४沿岸ˈ仅࠶34.1% ᐳ于粤ь地४˗ṩ据排⊑ਓ类型䘋行统࠶15.4%

䇑ˈᐲ᭯⊑水入海排⊑ਓǃᐕ业废水入海排⊑ਓǃ排⊑河˄ণ接㓣沿岸地४生活

⊑水和ᐕ业废水的入海中小型河流或河涌˅࠶别ঐ 45.0%ǃ35.2%和 19.8%Ǆ

˄2˅䱶源入海⊑水о⊑染物排᭮䟿

“十一ӄ”ᵛ期的ਟ测排⊑ਓ⊑水入海䟿和⊑染物入海䟿相ሩ“十一ӄ”初期

ᴹ了显著的л降ˈ࠶别Ӿ 82.98亿吨和 126.22亿吨߿少到 59.97亿吨和 41.50亿

吨Ǆ “十一ӄ”中ਾ期ࠪ⧠了⊑水入海䟿增࣐而⊑染物入海䟿৽而߿少的⧠象ˈ

䘉ѫ要是入海排⊑ਓ数䟿和࠶ᐳս置调整的结᷌Ǆ珠й角沿岸海域接㓣的⊑水䟿

和⊑染物䟿都䘌䘌高于粤ь和粤西地४ˈ2010ᒤ䈕地४接㓣的⊑水䟿和⊑染物

䟿࠶别ঐ全省的 78%和 81% 粤̍ь沿岸海域接㓣的⊑水䟿和⊑染物䟿࠶别ঐ 21%

和 16% 高̍于粤西沿岸海域Ǆ䘁ᒤ来ˈ广ь省䱶域入海⊑水和⊑染物ѫ要来自排

⊑河ˈ2010ᒤᴹ 91%的入海⊑水䟿和 87.25%的入海⊑染物䟿来自排⊑河ˈ来自

ᐕ业废水的入海⊑水䟿和⊑染物䟿次ѻˈ来自ᐲ᭯⊑水排⊑的最少Ǆ

˄3˅排⊑ਓ超标排᭮情况

ṩ据 2006~2010ᒤ广ь省ᇎ施ⴁ测的入海排⊑ਓ排᭮情况 ⇿̍ᒤ超标率㓖Ѫ

38%~75%ˈ2010ᒤ的超标率Ѫ 38.5%ˈѫ要超标⊑染物Ѫॆ学需≗䟿ǃ总磷ǃ

≘≞ˈ部࠶排⊑ਓࠪ⧠镉ǃpH和挥发酚超标⧠象˗除揭䱣ᐲ外ˈ沿海各ᐲⴁ测

的入海排⊑ਓ均ᴹн਼程ᓖ的超标排᭮⧠象˗ᐲ᭯⊑水入海排⊑ਓ的超标率最

高 达̍到 53.7% ᐕ̍业废水入海排⊑ਓ和排⊑河的超标率࠶别Ѫ 28.1%和 22.2%Ǆ

1
引自 2006~2010ᒤ的ǉ广ь省海洋⧟境䍘䟿ޜᣕ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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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ѫ要河流⊑染物入海䟿

2007~2010ᒤˈ广ь省ሩ珠⊏ޛ大入海ਓ门ǃ榕⊏ǃ深圳河ǃь⊏˄ेᒢ流ǃ

南支流˅ǃ㓳⊏ǃ漠䱣⊏ǃ黄冈河等ѫ要入海河流开展了⊏河入海⊑染物总䟿ⴁ

测ˈ各河流ѫ要⊑染物入海䟿均ԕ CODCr最多ˈ河流ѫ要入海⊑染物入海䟿Ӿ

高到վ依次Ѫ CODCrǃ营ޫⴀǃ石油类ǃ䟽金属ǃ砷Ǆަ中ˈ珠⊏在䘉四ᒤ间ᒤ

均排᭮入海的⊑染物䟿高达 1557336吨/ᒤˈ㓳⊏的入海⊑染物排᭮䟿ҏ较高ˈ

在 2010ᒤ达到了 94016吨Ǆ

˄5˅䟽⛩入海排⊑ਓ⊑染物排海ሩ海洋⧟境的影响

排⊑ਓ邻䘁海域⧟境ⴁ测о评ԧ结᷌显示 ⭡̍于大䟿ᐕ业废水和生活⊑水排

᭮入海 䟽̍⛩入海排⊑ਓ邻䘁海域生ᘱ⧟境ਇ到н਼程ᓖ影响 部̍࠶海域海水䍘

䟿甚㠣劣于第四类海水水䍘标准ˈ无机≞ǃ活性磷酸ⴀǃॆ学需≗䟿等⊑染物浓

ᓖ超标 水̍体富营ޫॆѕ䟽 ᓅ̍栖⧟境䍘䟿持续恶ॆ 生̍ᘱ系统处于н健康状ᘱǄ

1.1.1.2 海域⊑染源

䘁ᒤ来 䲿̍着港ਓ䘀输业伎䙏发展 海̍洋船舶排⊑和港ਓ排⊑ሩ广ь省海域

⧟境䙐ᡀ的压力ҏᴹᡰ增࣐Ǆ⭡于油䖞和非油䖞˄ѫ要指大䘀输船舶˅机㡡等含

油⊑水大多㓿油水࠶离装置处理ਾ排᭮ˈ因↔䈕类船舶石油类排海䟿较վǄ

2010ᒤ开展的海洋垃圾ⴁ测结᷌显示˖海面漂浮垃圾ѫ要Ѫ塑料袋ǃ塑料

瓶和木片ˈ䘈ᴹ小部࠶的玻璃和㓨类垃圾ˈ海┙垃圾ѫ要Ѫ塑料袋ǃ塑料瓶ǃ⌑

沫快餐ⴂ和木块等ˈ海ᓅ垃圾ѫ要Ѫ玻璃类ǃ塑料类ǃ木制品类和㓷物类˗63%

的海┙垃圾和 86%的海面漂浮垃圾来源于人类海岸活ࣘǄ

1.1.2 海域⧟境䍘䟿状况࠶析

1.1.2.1 海水⧟境䍘䟿

˄1˅全省䘁岸海域海水䍘䟿

广ь省䘁岸海域⊑染㤳围䙀ᒤ扩大 ⊑̍染程ᓖҏᴹ࣐䟽的䎻势Ǆ䘉ਟ能是因

Ѫ广ь省䘁岸海域⊑染ส数大ˈ沿海ᐕ业结构ԕࣣࣘ和资源密集型ӗ业Ѫѫ ⊑̍

染物排᭮水ᒣ相ሩ较高ˈ而фᆈ在生活废水直排ǃᐕ业废水排⊑ਓ超标排᭮ǃ排

⊑河超标排᭮等䰞题ˈᡰԕ全省䘁岸海域⊑染状况总体ᵚ㿱明显改善Ǆ

海水中的ѫ要⊑染物是无机≞和活性磷酸ⴀ 部̍࠶港⒮ǃ㡚道४ਇ石油类轻

ᓖ⊑染Ǆ2007～2010ᒤˈⴁ测站ս海水中的无机≞含䟿超过第四类海水水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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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比例࠶别Ѫ 15%ǃ25%ǃ42.7%和 29.2%˗ⴁ测站ս海水中的活性磷酸ⴀ含

䟿超过第四类海水水䍘标准的比例࠶别Ѫ 22%ǃ10%ǃ27.3%和 19.1%Ǆ

˄2˅各ᐲ䘁岸海域海水䍘䟿

全省⊑染海域ѫ要࠶ᐳ在珠⊏ਓ的广ᐎǃь莞ǃ中山ǃ深圳西部ǃ珠海ь部

和南部ǃ⊏门ᐲᯠ会等㓿济发达ǃ人ਓ密集的大中城ᐲ䘁岸局部海域和▞ᐎ柘林

⒮ǃ汕头港৺湛⊏⒮等港⒮局部海域Ǆ

“十一ӄ”期间ˈ珠⊏ਓ和部࠶港⒮海域海水中无机≞含䟿较高ˈ处于或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䍘标准˗柘林⒮ǃ汕头港ǃ深圳⒮ǃᇍᆹ海域ǃь莞海域ǃ广ᐎ海

域和湛⊏⒮局部海域海水中的活性磷酸ⴀᒣ均含䟿较高 处̍于或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䍘标准˗部࠶港⒮局部海域石油类处于第й类海水水䍘水ᒣǄ

1.1.2.2 䘁岸海域沉〟物䍘䟿

“十一ӄ”时期ˈᡁ省各沿海地ᐲ䘁岸海域沉〟物䍘䟿总体良好ˈสᵜ保持处

于第一类海洋沉〟物䍘䟿水ᒣ 沉̍〟物⊑染的综合潜在生ᘱ风险水ᒣվ 局̍部海

域ᆈ在镉ǃ铅ǃ石油类ǃᴹ机碳ǃޝޝޝ和多≟联苯超第一类海洋沉〟物䍘䟿标

准⧠象Ǆ

1.1.2.3 䘁岸海域生物体䍘䟿

ᡁ省䘁岸海域贝类䍘䟿总体良好ˈ2010ᒤⴁ测结᷌显示ˈᡁ省䘁岸海域贝

类体内⊑染物↻留状况总体处于第一ǃҼ类海洋生物体䍘䟿水ᒣǄ局部䘁岸海域

贝类ਇ到н਼程ᓖ的⊑染影响Ǆ

1.1.2.4 䘁岸生ᘱ系统健康状况

2006~2009ᒤˈ珠⊏ਓ生ᘱⴁ᧗४内生ᘱ系统始㓸处于н健康状ᘱˈ直㠣

2010ᒤ转ਈѪӊ健康状ᘱˈѫ要是⭡䱶源⊑染和人类频繁的开发活ࣘᡰ䙐ᡀ

的 䴧̠ᐎ半ዋ西南沿岸生ᘱⴁ᧗४о大ӊ⒮生ᘱⴁ᧗४内生ᘱ系统一直处于ӊ健

康状ᘱˈަ 中䴧ᐎ半ዋ西南沿岸生ᘱⴁ᧗४ѫ要是⭡海ᒣ面к升和ਠ风风暴▞䙐

ᡀ泥沙入海䟿增࣐而影响生ᘱ状况的 而̍大ӊ⒮生ᘱⴁ᧗४的生ᘱ状况ࡉѫ要是

ਇ围填海ǃ濒海电站温排水和⒮内港ਓ建设等海洋开发活ࣘ的影响Ǆ

1.1.2.5 海洋࣏能४⧟境䍘䟿

˄1˅海水增ޫ殖४

海水增ޫ殖४水䍘总体状况良好 除̍大部࠶增ޫ殖४水䍘的无机≞含䟿较高

和部࠶增ޫ殖४的活性磷酸ⴀǃॆ 学需≗䟿含䟿较高外 总̍体水䍘状况สᵜ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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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增ޫ殖४࣏能的要求Ǆ沉〟物䍘䟿สᵜ能够满足海水增ޫ殖४࣏能的要求Ǆ

但䘉ࠐᒤ间海域无机≞⊑染ᴹ扩大的䎻势ˈ无机≞较高的४域㤳围Ӿ 2006ᒤ的

个别增ޫ殖४扩增到 2010ᒤ的大部࠶增ޫ殖४域Ǆ

˄2˅海水浴场

“十一ӄ”期间ˈᡁ省 6个䟽⛩海水浴场水䍘和健康指数均达到Ո良水ᒣ 䘲̍

ᇌ和较䘲ᇌ游泳ཙ数比例仅在 2007ᒤ和 2010ᒤ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վ

于 65%的状况ˈަ余ᒤ份ǃަ余海水浴场均达到了 70%ԕкǄ䙐ᡀн䘲ᇌ游泳

的ѫ要原因是ཙ气н佳䙐ᡀ的风浪偏大ǃ能㿱ᓖ较վ和水温偏վ 但̍在 2010ᒤˈ

水体中粪大肠菌群偏高ǃ赤▞的发生ǃ漂浮垃圾等ҏ是䙐ᡀ海水浴场游泳䘲ᇌᓖ

л降的䟽要原因Ǆ

˄3˅┘海旅游ᓖ假४

“十一ӄ”期间 湛̍⊏ь海ዋ省㓗旅游ᓖ假४和深圳大小梅沙旅游ᓖ假४的⧟

境状况指数略ᴹ䎧伏ˈ但สᵜ维持在良好的水ᒣˈ整体呈⧠䙀渐改善的䎻势Ǆ

1.1.3 海洋⧟境灾害о⊑染һ故

1.1.3.1 赤▞

2006~2010ᒤˈ全省海域ᒣ均⇿ᒤ发生赤▞ 10次ᐖਣˈ大面〟赤▞发生的

次数相ሩ较少ˈ⇿ᒤ累䇑面〟在 88~1800ᒣ方ޜ䟼ѻ间Ǆ珠⊏ਓǃ汕头ǃ汕ቮ和

湛⊏ᐲ䘁岸海域是广ь省ѫ要的赤▞多发४ 全̍ᒤ都ਟ能发生赤▞ 持̍续时间短

ࡉ 2～3ཙˈ长ࡉ达一Ⲯ多ཙǄ广ь省ѫ要赤▞生物Ѫ棕囊藻ǃ盾藻ǃ䭕状ᯟ

氏藻ǃ多⧟旋沟藻ǃ红色中縊虫ǃ中肋骨条藻和海洋原⭢藻等ˈ尤ަ是棕囊藻赤

▞ˈ发生频率高ǃ४域广ǃ持续时间长Ǆ多Ѫ无毒赤▞ˈ较少发生ᴹ毒赤▞Ǆ⭡

于⇿次赤▞的原因生物种类ǃӗ毒特性ǃ赤▞४оޫ殖४的距离ǃ海域的水ࣘ力

条Ԧнቭ相਼ 䘁̍ࠐᒤ来赤▞ሩ海洋渔业的直接㓿济ᦏ失差ᔲ较大 Ӿ̍ࠐ万元到

的ⴁ࠷Ⲯ万元н等Ǆ全省各㓗海洋о渔业⧟境ⴁ测机构ሩ发生的赤▞䘋行了密ࠐ

视ǃⴁ测ˈ并采ਆ了〟极ᴹ效的ᓄሩ措施ˈ目前总体来说赤▞ᵚሩᡁ省海洋渔业

䙐ᡀ䟽大㓿济ᦏ失ˈᡁ省ҏᵚࠪ⧠因伏用海ӗ品引䎧人员中毒һԦǄ

1.1.3.2 风暴▞о海浪灾害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海洋灾情较Ѫѕ䟽ˈ累䇑䙐ᡀ直接㓿济ᦏ失超过 300

亿元ˈਇ灾人ਓ䘁 3000万人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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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咸▞侵袭ǃ海水入侵о土壤ⴀ渍ॆ

2009ᒤˈ珠⊏й角洲䚝遇多次咸▞入侵Ǆ自 10ᴸ份ˈ西⊏ǃь⊏й角洲䚝

遇了四次ѕ䟽的咸▞袭ࠫǄ期间 西̍⊏л游磨刀门水道的珠海ᒣ岗泵站最大含≟

ᓖ达 3820毫克/升ˈ䘎续 199小时含≟ᓖ超过 250毫克/升ˈ珠海ǃ中山ǃ澳门供

水ਇ到较大影响 而̍фь⊏й角洲的咸▞к溯已㓿影响到ь⊏ेᒢ流的ᯠ塘水厂

ԕ৺ь⊏南支流的ь莞第Ҽ水厂Ǆ

2010 ᒤˈ湛⊏ǃ侦ᒣǃ揭䱣ǃ㤲ǃ䱣⊏等地४海水入侵ѕ䟽ˈⴁ测४域

均ࠪ⧠н਼程ᓖ的海水入侵 ṩ̍据水䍘的≟ᓖ和矿ॆᓖ综合评判 㤲̍ⴁ测४域

的海水入侵程ᓖ较高ˈަ中一个站սѪ䟽ᓖ入侵ˈй个站սѪ中轻ᓖ入侵ˈ䱣⊏

ᐲᴹй个站ս表⧠Ѫ中轻ᓖ入侵 湛̍⊏ǃ揭䱣о▞ᐎᐲ均ᴹ一个站սࠪ⧠轻ᓖ入

侵⧠象Ǆ海水入侵已䙐ᡀ部࠶䘁海४域ࠪ⧠ⴀ渍ॆˈ㓿济物н能耕种ˈ饮用水

Ӆ䎺打䎺深ˈสᵜ采用深Ӆ˄100 米ԕк˅ਆ水ˈ⭡↔ਟ㿱海水入侵已影响到人

民群Շ的生ӗǃ生活Ǆ

2010ᒤ土壤ⴀ渍ॆⴁ测结᷌显示ˈ湛⊏ᐲ麻章४的 2个断面 6个站ս均Ѫ

⺛酸ⴀ型的非ⴀ渍ॆ土ˈަ 中ᴹй个站ս的土壤ࠪ⧠碱性甚㠣强碱性 ⴁ̍测⧠场

发⧠ᴹ个别的ߌ⭠ࠪ⧠少䟿的荒漠沙ॆ 无̍法种Ἵߌ物 䱣̠⊏ᐲ䱣ь县ⴁ测的

2个断面的 6个站սҏ均Ѫ⺛酸ⴀ型ˈަ中є个站սѪ轻ᓖⴀ渍ॆˈ一个站սѪ

中ᓖⴀ渍ॆˈ另ᴹ一个非ⴀ渍ॆ站ս土壤属于弱碱性Ǆ

1.1.3.4 海к⊑染һ故

2006ᒤ㠣 2010ᒤˈ广ь共发生 7䎧海к溢油һ故ǃ1䎧⭢苯泄漏һ故和 1

䎧⭢醇泄漏һ故ˈ给广ь部࠶海域带来了н਼程ᓖ的⊑染影响和生ᘱ破ൿǄ

1.2 海洋⧟境保ᣔᐕᡀ效

1.2.1 制ᓖ建设৺规划管理ᐕᡀ效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境保ᣔо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共਼䎧草了ǉ广

ь省⧟境保ᣔǃ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建立完善海洋⧟境保ᣔ沟通合ᐕ机制

的ॿ䇞Ǌˈ提ࠪ构建䱶海统筹的⧟境保ᣔ考Ṩ激࣡机制ǃ编制海洋⧟境保ᣔ४划

和规划ǃ࣐强海洋⧟境保ᣔⴁ督管理ǃᇎ施䟽⛩海域⊑染᧗制ǃ࣐强海洋生ᘱ保

ᣔǃ࣐强海洋突发⧟境һԦᓄ急管理ԕ৺海洋⧟境保ᣔ联合执法ⴁ督检查等条

款ˈ开ࡋ了ᡁഭ沿海地४海洋⧟保ᐕ的ݸ河Ǆ2009ᒤ 3ᴸ 31日ˈ广ь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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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ǉ广ь省ᇎ施<中ॾ人民共和ഭ海洋⧟境保ᣔ法>࣎法Ǌ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极和⧟保等相ޣ部门共਼开展海洋

⧟保联合执法检查行ࣘ ሩ̍沿海的 100多个排⊑ਓ䘋行了调查 督̍促超标排᭮的

排⊑企业认真落ᇎ⊑水处理的日常管理ᐕˈ做好突发⧟境⊑染һ故䱢㤳ᐕˈ

ԕ保证排⊑ਓ⊑水持续达标排᭮˗2010ᒤ 8ᴸˈ省⧟境保ᣔǃ省海洋о渔业

局等ޛ局㓴ᡀє个小㓴࠶头开展海洋⧟保联合执法检查行ࣘ ሩ̍ᡁ省海洋⧟境

⊑染䟽⛩᧗制亩目和海洋生ᘱ保ᣔ䟽⛩目标䘋行了⧠场检查ˈ并形ᡀ了检查ᣕ

告Ǆ2010ᒤˈᡁ省䘈㓴㓷开展了䘁岸海域海洋垃圾调查ˈ调查的垃圾包括海面

漂浮垃圾ǃ海┙垃圾和海ᓅ垃圾Ǆ

1.2.3 海洋生ᘱ建设ᡀ᷌

1.2.3.1 生ᘱ修复ᐕ䘋

˄简〠ǉ࣎法Ǌ˅ ǉ̍࣎法Ǌ是ᡁ省贯彻ᇎ施ǉ中华人民共和ഭ海洋⧟境保ᣔ法Ǌ

的ާ体㓶ॆ和补充ࡋᯠˈ是ᡁ省᧘䘋海洋⧟境保ᣔᐕ的ѫ要法律依据Ǆ

1.2.2 䘁岸海域⊑染ⴁ管ᐕᡀ᷌

展

2010ᒤˈ针ሩ珠⊏ਓ৺邻䘁海域⊑染ѕ䟽ǃ生ᘱ䘰ॆ的ѕ峻⧠ᇎˈ省海洋

о渔业局㓴㓷了中山大学ǃ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ᡰǃ中ഭ水ӗ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ӗ研究ᡰǃഭ家海洋局南海海洋ⴁ测中心 4家驻穗的ѫ要海洋ᢰ术力䟿编制了

ǉ珠⊏ਓ৺邻䘁海域⧟境生ᘱ修复规划编制ᇎ施方案Ǌ̍к半ᒤ已㓿编制完ᡀǉ珠

⊏ਓ৺邻䘁海域⧟境生ᘱ修复规划ǊǄл半ᒤ省海洋о渔业局在中央海域使用金

中⭣䈧到了 2000万元Ѫ珠⊏ਓ৺邻䘁海域生ᘱ修复资金ˈ拟ԕ惠ᐎ考洲洋ǃ

横琴ᯠ४ҼӅ⒮Ѫ试⛩开展生ᘱ修复ˈ已㓿㓴㓷编制了ᇎ施方案并кᣕǄ

਼期ˈ⭡全球⧟境ส金ǃ联合ഭ粮ߌ㓴㓷执行的ഭ䱵援ࣙ亩目“中ഭި型河

ਓ生物多ṧ性保ᣔо保ᣔ४㖁㔌建设示㤳亩目”↓式启ࣘˈ按照ഭ家海洋局的要

求ˈ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ᡀ立了“中ഭި型河ਓ生物多ṧ性保ᣔо保ᣔ४㖁㔌建

设示㤳亩目广ь省地方亩目ޜ࣎ᇔ”Ǆ䈕亩目ҏ将ԕ珠⊏ਓѪ示㤳४ѻ一ˈ开

展相ޣ生ᘱ建设ᐕǄ

1.2.3.2 人ᐕ鱼礁建设ᡀ᷌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利用广ь省䍒᭯лᤘ人ᐕ鱼礁ǉ䇞案Ǌ资金 2.5亿

元和各相ޣᐲǃ县˄ᐲǃ४˅配྇资金 0.5亿多元ˈ共建ᡀ人ᐕ鱼礁४ 24ᓗ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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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方䟿达 2033万立方米ˈ礁४Ṩ心४面〟 顷Ǆ目前ˈᡁ省在建人ᐕ鱼ޜ19422

礁共 15ᓗǄ㠣 2010ᒤᓅˈ省海洋о渔业⧟境ⴁ测中心ሩ 17ᓗ礁४开展的跟踪

调查ǃ潜水у亩调查和效᷌评估ᐕ表明 投̟礁ਾ各礁४的海洋生ᘱ⧟境䍘䟿保

持良好˗侥料生物种类ǃ密ᓖ和生物䟿都比投礁前ᴹ了显著增࣐ˈ礁४的鱼থ和

Ԅ稚鱼数䟿ҏ明显增多 㔍̍大部࠶礁४各类游泳生物的数䟿比投礁前ᴹ了н਼程

ᓖ的增࣐Ǆ各类Ո䍘鱼类种群数䟿增࣐较明显 充̍࠶显示了人ᐕ鱼礁良好的聚鱼

效᷌Ǆ

1.2.3.3 海洋自然保ᣔ४建设ᡀ᷌

“十一ӄ”期间 全̍省ᯠ建海洋о渔业保ᣔ४ 26 个˄ 含 11个水ӗ种䍘资源保

ᣔ४和 2个海洋特别保ᣔ४˅ˈ晋升ഭ家㓗自然保ᣔ४ 2个ǃ省㓗自然保ᣔ४ 7

个 共̍处理中ॾⲭ海豚和⊏豚等鲸豚类死亡或搁⍵案Ԧ 67䎧 求̠⋫海龟 370头ˈ

保ᣔк岸海龟 160头次ˈӗথ海龟 20头次ˈӗথ 93窝 10265枚˗ᇎ施珊瑚移Ἵ

2处ˈᆹ置自然礁体 1万多块ˈ投᭮人ᐕ珊瑚礁体 10块ˈ增殖旅游海龟 8000多

头ˈ大珠母贝苗 100多万粒Ǆ

截㠣 2010ᒤᓅˈ全省海洋о渔业保ᣔ४已达到 100个ˈަ中ഭ家㓗自然保

ᣔ४ 4个˄惠ь港ਓ海龟ഭ家㓗自然保ᣔ४ǃ珠⊏ਓ中ॾⲭ海豚自然保ᣔ४ǃ䴧

ᐎ珍稀海洋生物ഭ家㓗自然保ᣔ४和广ь徐闻珊瑚礁ഭ家㓗自然保ᣔ४ 和˅ഭ家

㓗水ӗ种䍘资源保ᣔ४ 2 个˄ ᯠ丰⊏水ӗ种䍘资源保ᣔ४和鉴⊏ਓ尖紫蛤水ӗ种

䍘资源保ᣔ४˅ˈ另外䘈ᴹ省㓗自然保ᣔ४ 9个ˈ初↕形ᡀ了ԕഭ家㓗保ᣔ४Ѫ

龙头ǃ省㓗自然保ᣔ४Ѫ骨ᒢǃᐲ县㓗自然保ᣔ४Ѫ通道的类型较齐全ǃᐳ局较

合理的保ᣔ४㖁㔌Ǆ保ᣔ४䟽⛩保ᣔ了中ॾⲭ海豚ǃ⊏豚ǃ海龟ǃ文昌鱼等 20

多种ഭ家 IǃII㓗和省㓗䟽⛩保ᣔ水生䟾生ࣘ物 ԕ̍৺龙虾等䍥水ӗ种䍘资源ˈ

涵盖红树林ǃ珊瑚礁ǃ海草床ǃ┘海⒯地等ި型生ᘱ系统Ǆഭ家㓗水ӗ种䍘资源

保ᣔ४的建立ˈ䘋一↕完善了水生生ᘱ保ᣔ体系ˈᴹ效地保ᣔ了䘁⊏牡蛎ǃ海南

红劼ǃ斑鳠和中ഭ龙虾等㓿济水生生物资源৺ަ生境 ሩ̍恢复和䟽建保ᣔ४䟾生

ࣘ物种群 维̍ᣔ生ᘱᒣ衡发挥了〟极的用 而̍фѪ海洋㓿济物种的人ᐕ繁殖保

ᆈ了䟾生物种Ǆ

1.2.3.4 增殖᭮流ᐕᡀ效

“十一ӄ”期间ᡁ省各地共᭮流海水鱼苗 2805万ቮˈ海水虾苗 41749万ቮˈ

劽鱼苗 140万粒 巴̍非蛤 3485万粒 扇̍贝 1000万粒 濒̠ড䟾生ࣘ物中ॾ鲟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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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ቮˈ海龟 1515只ǃ大鲵 1220ቮǃ大珠母贝苗 5万多粒ǃ唐鱼 100多万ቮˈ劾

2270只Ǆ跟踪评估结᷌表明ˈ增殖᭮流ᴹ效地保ᣔ了渔业资源ˈՈॆ了渔业资

源的种群结构ˈ增殖了资源䟿˗਼时ˈ增强了广大渔民群Շԕ৺地方᭯府保ᣔ资

源ǃ保ᣔ⧟境的意识ˈਆ得了良好的生ᘱ效益ǃ社会效益和㓿济效益Ǆ

1.2.3.5 濒ড水生䟾生ࣘἽ物保ᣔ

Ѫ了提高ᡁ省濒ড水生䟾生ࣘἽ物的保ᣔ和管理水ᒣ “̍十一ӄ”期间广ь省

海洋о渔业局ᡀ立了⭡长期Ӿһ鱼类学ǃ无脊Ἶࣘ物学ǃ珊瑚礁ǃἽ物学ǃ䟾生

ࣘἽ物管理等方面研究的 25սу家㓴ᡀ的广ь省濒ড水生䟾生ࣘἽ物种科学委

员会ˈ构建了广ь省水生䟾生ࣘ物救ᣔ㖁㔌ˈሩ因误捕ǃਇ伤ǃ搁⍵ǃ罚没和移

交的珍稀水生䟾生ࣘ物䘋行ᴹ效的救ᣔǄ广ь省䘈㓴㓷了⭡珊瑚у家和潜水志愿

者㓴ᡀ的Პ查队ሩй门ዋǃ金沙⒮ǃ大辣⭢ǃ徐闻珊瑚礁保ᣔ४等开展Პ查活ࣘˈ

增䘋ޜՇሩ珊瑚礁生ᘱ系统ԧ值的了解ˈ吸引更多ޜՇ参о海洋⧟境保ᣔᐕǄ

1.2.3.6 生物多ṧ性保ᣔ示㤳建设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о福建省共਼ᣵ了⭡全球⧟境ส金资ࣙ˄GEF ǃ˅

联合ഭ䇑划开发署˄UNDP˅ⴁ管的䟽大ഭ䱵合亩目——UNDP/GEF中ഭ南部

沿海生物多ṧ性管理-ь山/南澳示㤳४建设ˈ㓿过四ᒤ多的共਼ࣚ力ˈ已完ᡀ了

示㤳४内४域生物多ṧ性о威㛱因子的ส线调查Ǆє省各㓗海洋о渔业ѫ管部门

在省䱵边界海域开展了大䟿卓ᴹᡀ效的生物多ṧ性保ᣔᇎ践Ǆ全球⧟境ส金和联

合ഭ䇑划开发署在ᒤᓖ亩目ᣕ告中 向̍全球᧘广了广ь和福建跨४域合保ᣔ海

岸带和海洋生物多ṧ性的ᡀ࣏㓿验 标̍志着ᡁ省海洋⧟境保ᣔо管理ᐕ踏к了

ᯠਠ阶Ǆ

1.2.4 海洋⊑染һ故ᓄ急ᐕᡀ᷌

“十一ӄ”期间ˈᡁ省海洋相ޣ部门ሩ⇿次海к溢油һ故都㓴㓷了ᓄ急跟踪

调查ˈ评估了海洋⊑染㤳围ǃ程ᓖ和海洋渔业资源ᦏ害程ᓖǄ在处理溢油һ故中

ඊ持早准备ǃ早检查ǃ早落ᇎ ৺̍时地启ࣘ了ᓄ急预案Ǆ在⇿次接到һ故ᣕ告ਾˈ

海洋部门均立ণ㓴㓷ᴹޣ的ⴁ测人员䎦赴һ故发生⧠场 ሩ̍⊑染水域䘋行跟踪ⴁ

测调查ˈ并编制⊑染һ故调查评估ᣕ告ˈѪ索赔提供科学依据Ǆ

2010ᒤ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召开了海к溢油ᓄ急管理ᓗ谈会ˈ䚰䈧了相ޣ

部门ԓ表ǃ企业ԓ表ԕ৺内地о香港的Շ多у家们共਼探䇘海к溢油৺⧟境⊑染

ᓄ急处置的思路和手段ˈ并编制了ǉ海洋溢油ᓄ急管理у题ᣕ告Ǌǃǉ海к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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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Ǌ等教ᶀ Ѫ̍提升ᡁ省各㓗海洋资源⧟境保ᣔ和ⴁ测ᐕ人员的海к溢油һ

故ᓄ急处理能力䎧到了促䘋用Ǆ

1.2.5 海洋ⴁ测㖁㔌体系建设

ᡁ省目前已初↕形ᡀ了ԕ省海洋о渔业ⴁ测中心ѪṨ心ˈԕ 14个沿海地㓗

ԕкᐲⴁ测站Ѫ骨ᒢǃ9个县४ⴁ测站Ѫ支⛩的省ǃᐲǃ县˄४˅й㓗海洋⧟境

ⴁ测㖁㔌体系Ǆ全省й㓗ⴁ测㖁㔌共ᴹⴁ测人员 259ˈަ中高㓗职〠人员 37

ˈᵜ科ԕк学শঐ 80%ԕкǄ全省ⴁ测㖁㔌ᇎ验ᇔ总面〟㓖 12000ᒣ方米 各̍

类仪器设备 1359ਠ˄྇˅ˈⴁ测车 30余部ˈⴁ测船 3艘Ǆ截㠣 2010ᒤˈ全省

14个沿海地㓗ᐲ中ᴹ 11个地㓗ᐲⴁ测站已通过省㓗ԕк䇑䟿认证ˈ获得ሩ社会

在全ഭ建立了地方海洋⧟境ⴁ测体系ݸ证数据的资格Ǆ广ь省率ޜާࠪ 海̍洋ⴁ

测㖁㔌已↕入规㤳ǃᴹ序的全面发展阶段Ǆ

਼时ˈ广ь省已䙀↕建立了⭡临海ⴁ测站ǃ船舶走㡚ǃ㡚空和卫ᱏ遥感等㿲

测手段㓴ᡀ的立体的赤▞ⴁ测ⴁ视体系 在̠统一规划和统一信息规㤳标准的前提

л 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全省赤▞ⴁ测和管理信息㖁㔌系统 各̠㖁㔌ⴁ测⛩

将赤▞生物ǃоѻ相ޣ的⧟境因子和贝毒等ⴁ测结᷌ণ时ᆈ入数据ᓃǄ广ь省䘈

ᇎ⧠了无人自ࣘ海洋ⴁ测⛩৺海к生ᘱᇎ时ⴁ测系统的建设ˈ਼ 时建立了赤▞灾

害资料和数据档案的ส础信息ᓃ 䙀̍↕建ᡀ全省赤▞灾害的空间数据ᓃ和广ь省

赤▞灾害预警信息系统ˈ并建立健全了全省赤▞灾害信息㖁㔌˗਼时ˈ广ь省ԕ

“广ь省赤▞研究中心”和“广ь省赤▞䱢⋫у家㓴”的ᢰ术力䟿和在粤高校о科

研院ᡰѪ依托 建̍立了ᡁ省赤▞ᓄ急ⴁ测管理人员ษ䇝机制 定̍期或н定期ሩ全

省赤▞灾害ᓄ急ⴁ测管理人员䘋行ษ䇝Ǆ

1.2.6 海洋执法ⴁ督ᡀ效

“十一ӄ”期间ˈ中ഭ海ⴁ广ь省总队联合地方᭯府ǃ地方海洋о渔业局等单

ս开展了执法行ࣘ ሩ̍汕ቮ海域和珠⊏ਓ的采⸲业活ࣘԕ৺海洋生ᘱⴁ᧗४和

⎹海保ᣔ४的破ൿ海洋生ᘱ⧟境䘍法行Ѫ䘋行了全面检查 查̍处了多个海⸲开采

单ս并ሩ多艘䘍法业采⸲船䘋行了罚款处理 清̍理非法定置㖁ࠐ千米 驱̍䎦䘍

法捕ᦎ渔船多艘 遏̍制了䘍法海⸲开采死灰复燃的⧠象 强了海洋生ᘱⴁ᧗४࣐̍

的ⴁ管ǄѪ了保障粤港є地渔民的合法权益和维ᣔ粤港交界水域良好的渔业生ӗ

秩序ˈ省渔᭯总队ǃ深圳支队ǃ香港警࣑处水警总४৺香港渔ߌ自然ᣔ理署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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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海域开展了粤港联合执法行ࣘ 打̍ࠫ了非法跨境业和无证捕ᦎ等非法捕ᦎ

行ѪǄ

1.3 ᆈ在䰞题

“十一ӄ”期间ˈ广ь省的海洋⧟境保ᣔᐕਆ得了一定的ᡀ效ˈ但ӽ䘈ᆈ在

н少需要改善的地方 ѫ̍要体⧠在ԕл 6个方面 ķ̟部࠶沿岸地ᐲ海洋⧟境保ᣔ

资金投入н足 大̍部࠶沿海地ᐲᵚ建立䟽大用海社会㓿济活ࣘ的生ᘱ⧟境ߣ策机

制˗ĸ䘁岸海域⊑染᧗制难ᓖ䎺来䎺大ˈ而目前ᡰ采用的措施н足ˈሩ䱶源⊑染

৺船舶排⊑ǃ海洋ᐕ程的ⴁ᧗措施比较薄弱 已̍㠤使部࠶䘁岸海域水䍘ਇ到显著

⊑染˗Ĺ部࠶䘁岸地४ࠪ⧠⒯地生ᘱ⧟境䍘䟿恶ॆǃ⒯地生物资源衰䘰ǃཙ然⒯

地面〟߿少等突ࠪ的生ᘱ䰞题 ĺ̠海洋自然保ᣔ४᭯策法规体系н完善 保̍ᣔ४

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н健全 保̍ᣔ४投入ѫ体和投入标准н明确 缺̍ѿॿ调保ᣔ

о开发的ᴹ效管理机制和生ᘱ补偿机制 Ļ̠日益频繁的海洋㓿济活࣐ࣘ大了海洋

⊑染һ故发生的风险概率 о̍↔相ሩᓄ的海洋⊑染һ故ᓄ急体系ᴹᖵ完善 ᓄ̍急

能力ᴹᖵ提高 ļ̠ѫ要⊑染物入海总䟿᧗制制ᓖ和海洋生ᘱ⧟境ⴁ测体系尚н健

全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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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ˊ“十Ҽӄ”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1 面临机遇

˄1˅ഭ家层面ሩ海洋㓿济发展模式的䟽视ᴹᡰ提升

ᡁഭ是海洋大ഭ 海̍洋㓿济在ᡁഭഭ民㓿济总䟿中ঐᴹ较大的份额 尤̍ަ是

在䘋入“十Ҽӄ”时期ѻਾˈ䲿着Շ多大型临海ᐕ业亩目和海洋ᐕ程亩目的开展ˈ

ᡁഭ的海洋㓿济将䘋入一个全ᯠ的高䙏发展阶段Ǆǉഭ民㓿济和社会发展十Ҽӄ

规划㓢要Ǌ在“第й篇 转型升㓗 提高ӗ业Ṩ心竞ҹ力”中提ࠪ了要“᧘䘋海洋㓿

济发展”的战略ˈ਼时ҏ明确提ࠪ了࣐强海洋综合管理尤ަ是海洋⧟境保ᣔᐕ

方面的要求和措施Ǆ⭡↔ਟ㿱ˈ海洋㓿济在“十Ҽӄ”期间将得到前ᡰᵚᴹ的发展

机遇 ഭ̍家一方面强调要࣐大ަ发展 另̍一方面ҏ明确要࣐强ॿ调海洋㓿济科学ǃ

合理发展的海洋综合管理ᐕ力ᓖ 尤̍ަ是Ѫ海洋综合管理ᐕ中䟽要⧟节的

海洋⧟境保ᣔᐕ的力ᓖǄ

˄2˅海䱶统筹保ᣔ海洋⧟境ᯠ局面䙀↕形ᡀ

2010ᒤ 3ᴸˈ⧟境保ᣔ部ǃഭ家海洋局签署了ǉޣ于建立完善海洋⧟境保

ᣔ沟通合ᐕ机制的框架ॿ䇞Ǌ̍ 䘉标志着ᡁഭ海䱶统筹保ᣔ海洋⧟境的ᯠ局

面将䘋一↕形ᡀǄ↔次⧟境保ᣔ部оഭ家海洋局共਼签署海洋⧟境保ᣔ合框架

ॿ䇞ˈ充࠶৽᱐了є部门团结ॿˈॿ调配合ˈ共਼᧘䘋海洋⧟境保ᣔ的ߣ心ˈ

将ሩ“十Ҽӄ”时期开ࡋ海洋⧟境保ᣔᐕᯠ局面ӗ生深䘌的影响Ǆṩ据ॿ䇞 ৼ̍

方将在࣐强海洋࣏能४划ǃ规划方面的ॿ调等 9个方面࣐强沟通о合Ǆ

Ѫ了贯彻落ᇎǉ⧟境保ᣔ部ǃഭ家海洋局ޣ于建立完善海洋⧟境保ᣔ沟通合

ᐕ机制的框架ॿ䇞Ǌ的精神ˈ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ǃ广ь省⧟境保ᣔ于

2011ᒤ 2ᴸ 18日签署了ǉ广ь省⧟境保ᣔ 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建立完善海

洋⧟境保ᣔ沟通合ᐕ机制的ॿ䇞Ǌ̍并筹备ᡀ立海洋⧟境保ᣔᐕॿ调小㓴ˈ

ৼ方䇑划在࣐强海洋⧟境保ᣔ४划和规划的沟通ॿ调等ޛ个方面开展合 䘉̍一

举措将在ᡁഭ的各沿海省ᐲ中䎧到良好的带头示㤳用 并̍ᴹ利于᧘ࣘ广ь省的

海洋⧟保ᐕ↕入ᯠ的ਠ阶Ǆ

⧟保部门о海洋部门的ॿ调合 将̍ᴹ利于大大提升海洋⧟保ᐕ的ᇎ施力

ᓖˈ整合ৼ方的ᢰ术和资源共਼解ߣ原ݸ海洋⧟保ᐕ中ᆈ在的Շ多难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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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面临挑战

˄1˅建设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面临高要求

“十一ӄ”ᵛ期ˈ广ь省被划定Ѫᡁഭ海洋㓿济发展试⛩省份ѻ一ˈഭ࣑院

在 2011ᒤঠ发了ǉޣ于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的批复Ǌ˄ഭ函ǒ2011Ǔ

81ਧ Ǆ˅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Ǌ针ሩ广ь省的海洋生ᘱ⧟境和海

洋⧟保ᐕ均提ࠪ了较高的发展目标ˈ而ሩ广ь省的发展战略定սѻ一便是“࣐

强海洋生ᘱ文明建设的示㤳४”Ǆ在编制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Ǌ

的਼时ˈ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编制了配྇的“海洋生ᘱ保ᣔᇎ施方案”ˈ而ഭ家ҏ

已提ࠪ了将率ݸ在广ь建设“全ഭ海洋生ᘱ文明建设示㤳४”的指示Ǆǉ中共广ь

省委 广ь省人民᭯府ޣ于充࠶发挥海洋资源Ո势 ࣚ力建设海洋㓿济强省的ߣ

定Ǌ文Ԧҏ提ࠪ了ᴹޣ广ь省在ᯠ时期打䙐海洋㓿济强省的指示和各亩要求Ǆ⭡

↔ਟ㿱 广̍ьѪ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ˈަ 海洋生ᘱ建设о⧟保ᐕҏ必享оަ

海洋㓿济发展一ṧ在全ഭ沿海地४体⧠领ݸǃ示㤳性的用 䘉̍需要全省的海洋

ӗ业Ոॆǃ海洋⧟境⊑染䱢⋫ǃ海洋生ᘱ建设ǃ海洋⧟保相ޣ机制建立ǃ海洋⧟

保ⴁ管能力建设等相ޣᐕᇎ⧠突破和提升 需̍要全省海洋ǃ⧟保ǃ发改ǃ㓿䍨ǃ

海һ等相ޣ部门在海洋⧟保ᐕк࣐大沟通ॿ力ᓖǃ共਼䘋行ࣚ力Ǆ

˄2˅ᯠк⎹海亩目增多ˈ海洋生ᘱ⧟境面临压力剧增

ṩ据 2006~2010ᒤ的ǉ广ь省海洋⧟境䍘䟿ޜᣕǊԕ৺ަ他相ޣ研究ᣕ告ਟ

知ˈ目前ᡁ省的海洋生ᘱ⧟境䍘䟿н容Ҁ㿲Ǆ然而ˈ“十Ҽӄ”时期ˈ䲿着广ь海

洋㓿济发展䘋入ᯠ局面 将̍ᴹՇ多的䟽大⎹海ᐕ程к马 届̍时必将给当地的海洋

生ᘱ⧟境带来更大的压力ˈѪ↔ “̍十Ҽӄ”时期在ሩᡁ省海岸带ԕ৺海域䘋行开

发利用的਼时 如̍何保障生ᘱ⧟境得ԕ维ᣔ甚㠣改善 在̍海洋㓿济发展о生ᘱ⧟

境保ᣔѻ间ራ求ᒣ衡ˈ将是一大难题Ǆ

˄3˅海洋⧟保ⴁ管难ᓖ增大ˈⴁ管体系ᴹᖵ完善

如кᡰ述ˈ䘋入“十Ҽӄ”时期ˈ广ь将䘋入海洋㓿济发展的ᯠ时期ˈ海洋ӗ

业将ᡀѪᡁ省沿海地४的发展䟽⛩ˈ਼ 时 海̍洋ӗ业的发展ҏ必将带ࣘ沿海地४

社会㓿济的发展 届̍时ᴹޣ䱶源⊑染᧗制ǃ海洋ި型生ᘱ系统保ᣔ等ᐕ难ᓖ将

䘋一↕࣐大Ǆ然而ᡁ省⧠行的海洋⧟保ⴁ管体系尚ᆈ在४域ǃ部门间联ࣘн足ǃ

管理制ᓖн完善ǃ海洋⧟境信息交通н畅ǃ执法ⴁ管队伍人员紧缺ǃ海洋⧟保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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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执法投入㓿䍩较少ǃ科ᢰ支撑н显著等一系ࡇ䰞题ˈ在“十Ҽӄ”海洋㓿济的ᯠ

发展形势лˈ完善海洋⧟保ⴁ管体系ˈ提升海洋⧟保ⴁ管能力ˈ将是海洋⧟保ᐕ

亪利开展的䟽⛩Ǆ

注ᓖ日益提升ޣՇሩ海洋⧟保ᐕޜ˅4˄

䘁ᒤ来 䲿̍着ޜՇ素䍘о⧟保意识的Პ遍提升 ᣕ道篇ޣкഭ内外媒体相࣐̍

幅的增长 注ᓖҏ䲿ѻ日益提升ޣՇሩ海洋⧟保ᐕ的ޜ̍ ሩ̍海洋生ᘱ⧟境的需

求↓н断提高Ǆ਼ 时 海̍洋生ᘱ⧟境的Ոᔲ程ᓖҏӾн਼方面оޜՇ的日常生活

ӗ生交ӂ影响ǄѪ↔ˈ䘋入“十Ҽӄ”时期ѻਾˈ一方面要着䟽解ޜߣՇޣ注的海

洋生ᘱ⧟境改善ǃ海к溢油һ故预䱢ǃⲭ海豚等珍稀濒ড生物的ޫᣔ等海洋⧟保

热电䰞题 另̍一方面要䙀渐ޜ开更多的海洋⧟保信息 引̍ሬޜՇѫࣘ参о日常生

活中力ᡰ能৺的海洋⧟保行ࣘˈ提升海洋⧟保ᐕ的ޜՇ参о程ᓖ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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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ь省海洋⧟境保ᣔ“十Ҽӄ”规划总体

要求

3.1 规划㤳围

规划㤳围包括䱶域和海域є部࠶Ǆ䱶域包括广ь省ᡰ管辖的 14个沿海地㓗

ᐲᡰ辖४域 海̠域包括广ь省的䘁岸海域৺外延的海洋⧟境࣏能४ 西̍䎧广西壮

᯿自⋫४海域交界的ᓹ⊏ᐲ英罗港和े部⒮ ь̍㠣о福建省海域交界的侦ᒣ县大

ฅ⒮ˈԕ大ฅ⒮—柘林⒮海域ǃ大ӊ⒮海域ǃ狮子洋—伶仃洋海域ǃ湛⊏⒮海域

等䟽⛩海域ѪѫǄ

3.2 规划时限

ԕ 2010ᒤѪ规划ส准ᒤ˗规划时限Ѫ 2011~2015ᒤǄ

3.3 指ሬ思想

深入贯彻落ᇎ党的十ޛ大ޣ于Ā保ᣔ海洋生ᘱ⧟境ā的战略部署ˈ䚥循中共

中央总书记Ґ䘁ᒣ在中共中央᭯⋫局第ޛ次集体学Ґ中ᴹޣ建设海洋强ഭ讲话

的䟽要指ሬ 着̍力᧘ࣘᡁ省海洋㓿济向䍘䟿效益型转ਈ ඊ̍持生ᘱ⧟境保ᣔо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并举ǃ海洋⧟境⊑染䱢⋫о海洋生ᘱ系统保ᣔ并䟽ǃ䱶源和海源

⊑染᧗制并䘋ˈ਼↕࣐强海岸带ǃ海ዋо海域生ᘱ系统建设ˈ维ᣔ海洋自然再生

ӗ能力ˈ构建蓝色生ᘱ屏障ˈࡋᯠ海洋⧟境о发展的综合ߣ策ˈ䙀↕完善ᡁ省的

海洋⧟境ⴁ管体系 率̍ݸ将ᡁ省海洋建设ᡀ全ഭ海洋生ᘱ文明建设示㤳४ Ӿ̍而

Ѫᡁ省建设海洋㓿济强省提供ඊᇎ的⧟境保障Ǆ

3.4 สᵜ原ࡉ

˄1˅体制ࡋᯠˈݸ行ݸ试

䚥循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Ǌ的战略部署ˈ发挥ഭ家赋Ҹᡁ省

在海洋开发方面的自ѫ权 突̍破原ᴹ海洋⧟保体制中的障⺽ 大̍胆探索оᡁ省海

洋㓿济发展ᯠ形势相䘲ᓄ的ࡋᯠ⧟保体制 并̍᧘ࣘަ试行о䙀渐᧘广 Ӿ̍而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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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䎧到良好的带头用Ǆ

˄2˅䱶海ެ顾ˈ河海统筹

ඊ持䱶海ެ顾ǃ河海统筹ˈ将入海河流ǃ䘁岸海域ǃ海岸带о䘌离海岸的海

域Ѫᴹ机整体 㓣̍入规划框架Ҹԕ综合考虑 Ӿ̍而制定完善的⊑染᧗制和生ᘱ

建设措施和ሩ策Ǆ要оǉ广ь省⧟境保ᣔ和生ᘱ建设“十Ҽӄ”规划Ǌ中ᴹޣ䘁岸

海域ǃ入海河流的⊑染䱢⋫о生ᘱ保ᣔᐕॿ调衔接Ǆ

˄3˅整体᧘䘋ˈ示㤳带ࣘ

规划既要将全省的沿海地४Ѫ整体᧘䘋ަ各亩海洋⧟保ᐕ的ᇎ施 ৸̍要

通过选ᤙ在ި型४域和ޣ键⧟节开展示㤳ᐕ程 䘋̍行䟽⛩突破 ԕ̍ᇎ⧠ԕ⛩带面ˈ

Ӿ而᧘ࣘ全省海洋生ᘱ⧟境保ᣔ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提̍升海洋生ᘱ⧟境ⴁ管的能

力Ǆ

˄4˅明确䍓任ˈ注䟽ᇎ效

在规划中明确各亩规划措施ǃ䟽⛩ᐕ程的䍓任ѫ体和完ᡀ时限ˈ਼ 时通过建

立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制ᓖԕ䘋一↕落ᇎ䍓任 通̍过建立地४ǃ部门海洋⧟保

联ࣘ机制来᧘ࣘ措施оᐕ程的ᴹ效ᇎ施Ǆ

3.5 规划目标

到 2015ᒤˈ完ᡀоᡁ省海洋㓿济发展ᯠ格局相ॿ调的海洋⧟境保ᣔᯠ机制

的制定 建̠立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 Ӿ̍源头кᴹ效᧗制䱶源⊑染物入海排᭮ˈ

通过在ި型⊑染海域开展⧟境综合整⋫和在䟽⛩海域开展入海⊑染物总䟿᧗制

试⛩ᐕˈሩᯠк⎹海ᐕ程采ਆᴹ效的⊑染᧗制措施ˈᇎ⧠ॆ学需≗䟿ǃ≘≞等

ѫ要⊑染物入海总䟿的削߿ 完̍善海洋ᐕ程⧟境影响评ԧ制ᓖ ඊ̍ߣ把好⧟评ޣ

ਓˈ杜㔍ѕ䟽ᦏ害海洋⧟境的亩目к马ˈ使全省海洋⧟境䍘䟿得ԕ显著改善 建̠

立海洋生ᘱ补偿和生ᘱᦏ害赔偿制ᓖˈ通过升㓗ǃՈॆ全省的海洋保ᣔ४㖁㔌ǃ

开展ި型生ᘱ系统修复ᐕ程和生物资源增殖ᐕ程 确̍保海洋生ᘱ系统和生物资源

得到持续ᴹ效的保ᣔˈ部࠶海域生ᘱ系统恶ॆǃ䘰ॆ的䎻势得ԕᢝ转ˈ通过ࡋ建

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带ࣘ各个沿海地४的海洋生ᘱ文明建设 全̠省的海洋⧟境ⴁ

᧗体系得ԕՈॆ 海̍洋⊑染һ故о生ᘱ灾害ᓄ急系统ᴹᡰ完善 海̍洋⧟境突发һ

Ԧᓄ急৽ᓄ机制得到健全ˈ海洋⧟境信息管理ǃ⧟保执法ⴁ督ǃ⧟保科研оᇓ教

能力н断提升 在̠ᡁ省建立䎧社会㓿济ǃⴁ管体制о海洋生ᘱ⧟境相ॿ调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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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ˈᇎ⧠“人海和谐ǃ持续发展”ˈѪᡁ省建设海洋㓿济强省提供ᴹ力的支

持和保障Ǆ

广ь省海洋⧟境保ᣔ“十Ҽӄ”规划目标指标体系䈖㿱䱴表 1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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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生ᘱ࣏能४划

ṩ据全省海域生ᘱ⧟境⧠状ǃ生ᘱ⧟境敏感性ǃ生ᘱ系统服࣏࣑能的䟽要性ǃ

生ᘱ保ᣔ的需求ԕ৺资源开发合理利用的需要 结̍合海洋࣏能४划ǃ䘁岸海域⧟

境࣏能४划о广ь省海岸保ᣔо利用规划ˈ划定海洋生ᘱ࣏能४Ѫ禁→开发४ǃ

限制开发४ǃՈॆ开发४和䟽⛩开发४Ǆ

4.1 禁→开发४

禁→开发४ 是̟指ᴹԓ表性的海洋自然生ᘱ系统ǃ珍稀濒ড海洋生物物种的

ཙ然集中࠶ᐳ地ǃᴹ特↺ԧ值的海洋自然遗迹ᡰ在海域ǃ海洋生物的“й场一通

道”˄ӗথ场ǃ索侥场ǃ䎺冬场和洄游通道 ǃ˅ഭ家㓗风Ჟ胜४ǃߋһ禁४ǃ已

划定海洋自然保ᣔ४和水ӗ种䍘资源保ᣔ४或ᵚ划定保ᣔ४但ާᴹ䟽要自然ǃ人

文和生ᘱ保ᣔԧ值等ሩ海洋生ᘱ⧟境ǃ水ӗ资源和海洋生ᘱ服࣏࣑能ާᴹ䟽大影

响ǃ需要特别保ᣔ的海域Ǆ䘉类海域或ާᴹ䟽大生ᘱ系统服࣑ԧ值或生ᘱ⧟境极

ަ敏感ˈᓄ䘋行ѕ格的保ᣔˈ禁→开发ˈަѫ要生ᘱ保ᣔо建设ᐕ包括海洋自

然保ᣔ४的选划о建设ǃ海洋自然保ᣔ४规㤳ॆ建设о管理ǃ海洋生物多ṧ性调

查ǃ评估ǃ保ᣔǃⴁ᧗о管理ǃ海洋生ᘱ灾害䱢⋫оᓄ急处置等Ǆ

ṩ据к述划࠶依据ˈᡁ省海域内ᓄ划定Ѫ海洋禁→开发४的४域包括˖

˄1˅ 各㓗自然保ᣔ४ǃ海洋特别保ᣔ४和水ӗ种䍘资源保ᣔ४˗

˄2˅ ഭ家㓗风Ჟ胜४˗

˄3˅ 海洋о海岸生物多ṧ性保ᣔՈݸ४域 20个ˈণ广ь▞ᐎ৺汕头中

ഭ劾ǃ䱣⊏文昌鱼ǃ㤲⊏豚等海洋物种栖息地ǃ汕ቮǃ惠ᐎ红树林生ᘱ系统࠶

ᐳ४ǃ䱣⊏ǃ湛⊏海草床生ᘱ系统࠶ᐳ४ǃ深圳ǃ珠海珊瑚৺珊瑚礁生ᘱ系统࠶

ᐳ४ǃ中山┘海⒯地ǃ珠海海ዋ生ᘱ४ǃ⊏门镇海⒮ǃ㤲䘁海ǃ汕头䘁岸ǃ惠

来前詹ǃ广ᐎ南沙坦头ǃ汕ቮ汇聚流海洋生ᘱ४ǃ惠ь港ਓ海龟࠶ᐳ४等Ǆ

在划定的禁→开发४内ˈᓄ通过采ਆ各亩ᴹ效的生ᘱ建设о保ᣔ措施ˈѕ格

保ᣔ红树林生ᘱ系统ǃ珊瑚礁生ᘱ系统ǃ海洋珍稀物种和特↺海岸地貌类型 维̍

ᣔ生ᘱ系统和生物多ṧ性ˈѕ禁围填海ˈ禁→一࠷о保ᣔ目的无ޣ的开发活ࣘˈ

ѕ格执行保ᣔ४的管理规定 执̍行海水水䍘一类标准Ǆޣ䰝ᡰᴹ⊑染物排᭮企业ˈ

确保⊑染物“䴦排᭮”ˈ难ԕޣ䰝的ˈ必享限期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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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限制开发४

限制开发४ 是̟指生ᘱ⧟境敏感४和䟽要生ᘱ࣏能४ ሩ̍⧟境䍘䟿要求较高ˈ

ԕо人类生活和健康直接相ޣ活ࣘѪѫ的综合性४域 要̍求ሩަ⧠状䘋行ѕ格保

ᣔǄ包括已สᵜ开发建ᡀǃ⧠ᴹ࣏能明确ǃ规划期内н会ᴹ大规模用海活ࣘ的海

域ˈ䈕类型海域允许䘲ᓖ䘋行维ᣔǃՈॆ⧠ᴹ࣏能的合理升㓗ǃ扩建˗或目前尚

ᵚ开发利用ǃ规划期内无用海需求ǃ需保持⧠状的海域Ǆ

依据䈕划定标准ˈ划定ᡁ省海域的限制开发४Ѫ港ਓǃ旅游ǃ城ᐲ休闲Ჟ㿲

ঐ用海域ǃ生ᘱ脆弱४等Ǆ

ሩ已㓿建好的港ਓǃ┘海旅游ǃ增殖४等䘋行⧠状保ᣔˈ原ࡉкн允许围填

海活ࣘˈн得建设⊑染⧟境ˈ破ൿ资源ǃᲟ㿲的生ӗ设施Ǆሩ建ᡀ的港४ѕ格执

行相ޣ管理规定ˈ保ᣔ深水岸线ˈнᆹ排ަ它类型开发活ࣘˈнᦏ害原ᴹ港㡚条

Ԧˈ保ᣔ䟽要通㡚水域的水文ǃ地䍘ǃ地形ǃ地貌等自然属性ˈਟሩަ䘋行维ᣔ

和合理扩建˗ሩ┘海⒯地旅游४ˈ保ᣔՈ良旅游资源ˈ保持䟽要自然Ჟ㿲和人文

Ჟ㿲的完整性和原始性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ˈ周边海域н得设置排⊑ਓǃᐕ

业排水ਓ或ަ它⊑染源 ሩ̠增殖४ᓄн改ਈަ原ᴹ水ࣘ力⧟境 保̍ᣔ䟽要海洋生

物洄游४ǃ索侥场的完整性˗ሩՈ良的ᵚ开发的沙┙ˈн得䘋行о保ᣔ目的无ޣ

的开发活ࣘ 执̍行海水水䍘一类标准Ǆ按照生ᘱ࣏能Ոݸ原ࡉ设置ӗ业准入⧟境

标准ˈ䟽大制䙐业亩目н得ᐳ局于限制开发४内ˈ通过᧘行ᐲ场᧘ࠪ机制ˈ转移

或ޣ䰝䟽⊑染企业亩目˗在资源⧟境ਟ载前提лˈ扶持发展地४特色ӗ业Ǆ通

过⋫理ǃ限制或ޣ䰝⊑染物排᭮企业等措施 ᇎ̍⧠入海⊑染物排᭮总䟿持续л降

和海洋⧟境䍘䟿达标Ǆ

4.3 Ոॆ开发४

Ոॆ开发४˖ѫ要是指⧠状↓在开发利用ǃ或尚ᵚ开发利用ˈ规划期内ӽᴹ

一定用海需求的海域ˈ如在海洋࣏能४划中划Ѫ港ਓ和临港ᐕ业४ǃ排⊑४ǃ海

洋倾废४ 毗̍邻䱶域社会㓿济发展规划中已规划开发建设的४域Ǆ䘉类海域在发

生填海䙐地等䟽大改ਈ海域属性的开发活ࣘ时 ᓄ̍格外慎䟽 必̍享㓿过ѕ格论证

ਾᣕ相ޣѫ管部门ᇑ批 方̍ਟ䘋行合理的围填海ᐕ程Ǆ↔类海域ѫ要包括海洋生

物多ṧ性维ᣔ型ǃ海洋生ᘱ修复型和海洋⧟境整⋫型й种类型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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Ոॆ开发४内䘋行围填海活ࣘ时ˈ必享䘋行ѕ格的海域使用论证ˈ非必要н

得围填˗ṩ据水深ǃ㡚道ǃਾ方䱶域等ާ体情况ˈሩ海岸开发做ࠪ明确的规划ˈ

注意开发规模ˈн得改ਈ或สᵜн改ਈ⧠ᴹ海域形ᘱ৺海域资源的自然属性 н̍

得建设破ൿ港ਓ和㡚道资源ǃ破ൿᲟ㿲等的构筑物˗ሩᵚ开发的海岸资源ˈ需做

好䘲当保ᣔ 只̍ਟ䘲ᓖ开展н改ਈ海域资源自然属性的ެ容性开发活ࣘ 按̠照ഭ

䱵ݸ䘋水ᒣˈᇎ行ѕ格的ӗ业准入⧟境标准ˈ淘汰高⊑染ǃ高能耗ӗ业˗ѕ格执

行⊑染物排᭮标准ˈ大幅ᓖ߿少入海⊑染物排᭮䟿ˈ改善海水⧟境䍘䟿状况 䱢̍

→海洋生ᘱ⧟境恶ॆǄ

4.4 䟽⛩开发४

䟽⛩开发४˖指⧠状↓在开发利用ˈ或尚ᵚ开发利用ˈ规划期内ᴹ一定数䟿

或规模性填海需求的海域 䈕̍类型海域多Ѫ䟽⛩亩目建设用海保障४域 或̍Ѫ满

足४域建设用海规划的海域ǄѪ了支撑全省海洋㓿济增长 落̍ᇎ४域发展总体战

略ǃ促䘋४域ॿ调发展ˈᓄ在Ոॆ结构ǃ提高效益ǃ降վ⎸耗ǃ保ᣔ⧟境的ส础

к᧘ࣘ䈕类४域的㓿济ਟ持续发展˗਼时ᓄ䟽视४域内的生ᘱ⧟境保ᣔᐕ 提̍

前制定生ᘱ⧟境保ᣔ规划 少海洋㓿济开发ሩ生ᘱ⧟境的影响߿̍ 䚯̍免过ᓖ开发

ሩ海洋生ᘱ系统䙐ᡀ过大压力Ǆ合理ᆹ排开发时序ˈ४࠶䘁期ǃ中期和䘌期ᇎ施

ᴹ序开发ˈሩ目前尚н需要开发的४域ˈᓄѪ预留发展空间Ҹԕ保ᣔǄ

依据䈕划定标准ˈ划定ᡁ省海域的䟽⛩开发४Ѫ已批复的४域建设用海 ѫ̍

要包括用于┘海ᯠ城建设和港४建设ԕ৺临海ᐕ业建设等४域Ǆ

ሩ大型港ਓǃ┘海ᯠ城ԕ৺临港ᐕ业建设在ѕ格论证的ส础кˈਟ䘋行大规

模的填海活ࣘˈ针ሩ⧟境条ԦˈՈॆ围填海方案ˈሩ围填海外围界限提ࠪ指ሬ性

᧗制界线ˈ࣐强ሩ填海的ࣘᘱⴁ测和跟踪管理Ǆ港ਓ建设ᓄ合理利用┙涂资源ˈ

合理规划并ѕ格论ˈн得改ਈ通㡚水域的水文ǃ地䍘ǃ地形ǃ地貌˗┘海ᯠ城建

设需要大型४域围填海时 需̍䘋行४域建设围填海规划 限̍制投资强ᓖ和ӗࠪ率

较վ的亩目䍤岸ᐳ局 䘲̠ᇌᐳ置䟽大亩目 但̍在ᡰᴹ亩目建设期和䘀营期都ᓄѕ

格执行⊑染物排᭮标准ˈ结合⧟境容䟿ˈᇎ行ѕ格的⊑染物排᭮总䟿᧗制指标˗

大力᧘行清洁生ӗˈᇎ施⊑染物߿排䟽⛩ᐕ程ˈ较大幅ᓖ߿少⊑染物排᭮䟿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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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ѫ要任࣑

5.1 海洋⧟保相ޣ机制建设规划

5.1.1 开展海洋相ޣ४划ǃ规划修编

⧟保ǃ海洋部门࣐强沟通ॿ调 保̍持䘁岸海域⧟境࣏能४划和海洋࣏能४划

є者的ॿ调性Ǆ਼时ˈ各沿海ᐲᓄ在ᡁ省海洋࣏能४划修编的ส础кˈ〟极开展

海洋㓿济发展规划ǃ海岸带о海ዋ开发利用о保ᣔ规划ǃ生ᘱ建设о⧟保规划ԕ

৺海洋⧟保规划等相ޣ规划的编制或修编ᐕǄ

5.1.2 海洋ӗ业体系Ոॆǃ升㓗

5.1.2.1 海洋ӗ业结构升㓗

巩固海洋交通䘀输业ǃ海洋渔业ǃ船舶ᐕ业ǃ┘海旅游等海洋传统Ո势ӗ业

在广ь海洋㓿济发展中的ส础地ս ษ̠育壮大海洋生物५药业ǃ海洋ᐕ程装备制

䙐业ǃ海水综合利用业和海洋ਟ再生能源业等海洋战略ᯠޤӗ业 集̠㓖发展临海

钢铁ᐕ业ǃ临海能源ᐕ业等高端临海ӗ业˗࣐快发展ᢰ术服࣑ǃ金融保险ǃޜ共

服࣑ǃ海洋会展ǃ港ਓ物流等海洋⧠ԓ服࣑业Ǆ

ṩ据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Ǌǃǉ广ь省ഭ民㓿济о社会发展第

十Ҽ个ӄᒤ䇑划Ǌǃǉ广ь省海洋㓿济发展“十Ҽӄ”规划Ǌ等规划文Ԧˈ䚥循合理

利用海洋资源ǃެ 顾海洋生ᘱ⧟境保ᣔ和ਟ持续发展的原ࡉ 制̍定广ь省海洋ӗ

业结构调整指ሬ目录о调整方案Ǆ

5.1.2.2 ᧘ࣘ海洋⧟保ӗ业发展

᧘ࣘ海洋⧟保ӗ业发展 䟽̍⛩发展海水综合利用业和海洋ᯠ能源ӗ业Ǆ࣐快

研发和᧘广海水综合利用的ᢰ术ǃᐕ艺和装备 ᧘̍䘋海水综合利用ޣ键ᢰ术ӗ业

ॆǄ形ᡀᐕ业海水ǃ生活海水ǃ淡ॆ海水й大ӗ业群ˈ建设海水直接利用ǃ海水

淡ॆ利用示㤳ᐕ程和示㤳४Ǆ围绕钢铁ǃ石ॆǃ䙐船ǃ电力等一批高耗水亩目的

建设 完̍善和ᯠ建ԕ海水冷তѪѫ的ᐕ业用海水示㤳ᐕ程Ǆ在人ਓ较密集的大万

山ዋǃᐍዋ等海ዋՈݸ建设海水淡ॆᐕ厂ˈ在深圳ǃ湛⊏ǃ汕头等┘海城ᐲ建设

海水淡ॆ示㤳ᐕ程Ǆ〟极开发海水ॆ学资源৺ަ深࣐ᐕӗ品ˈ䟽⛩发展钙ⴀǃ䭱

ⴀǃ钾ⴀǃ溴和溴系࣐ࡇᐕӗ品Ǆ开展海洋能资源Პ查ˈ科学规划海洋能开发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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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Ոݸ开发㤳围和䟽⛩Ǆ࣐强海к风电ǃ⌒浪能ǃ▞汐和▞流能发电等海洋能

键ᢰ术的研究ᓄ用Ǆᇎ施示㤳带ࣘޣ 在̍万山群ዋ等条Ԧ䘲ᇌ的海ዋ和┘海地४ˈ

建设海洋ਟ再生能源开发利用ᢰ术试验ส地ˈ开展集风能ǃཚ䱣能ǃ⌒浪能等发

电Ѫ一体的海ዋ独立电力系统ᓄ用试⛩Ǆ

5.1.2.3 海洋ӗ业战略ᐳ局Ոॆ

ṩ据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划Ǌǃǉ广ь省海洋㓿济发展“十Ҽӄ”

规划Ǌǃǉ广ь省ݸ䘋制䙐业䟽⛩ӗ业发展“十Ҽӄ”规划Ǌ等规划 ሩ̍ᡁ省珠й角ǃ

粤ьǃ粤西沿海地४的海洋ӗ业䘋行ԕл战略ᐳ局Ոॆ˖

˄1˅珠й角地४海洋ӗ业ᐳ局战略

ԕ࣐强资源整合和Ոॆ开发Ѫሬ向ˈ䟽⛩发展高端制䙐业和⧠ԓ综合服࣑

业ˈ࣐快发展海洋交通䘀输业ˈ着力打䙐高端┘海旅游业ˈ࣐快发展海洋战略性

ᯠޤӗ业Ǆ᧘䘋深圳前海地४ǃ珠海横琴ᯠ४ǃ广ᐎ南沙ᯠ४ǃ深港河྇地४等

粤港澳䟽⛩合४建设Ǆ࣐强城ᐲѻ间的࠶ᐕॿ和Ո势ӂ补 整̍合४域内的ӗ

业ǃ资源和ส础设施建设ˈᇎ⧠ӗ业ᐳ局ǃส础设施ǃ⧟境保ᣔ等一体ॆǄ构建

“й心й带”的空间结构ˈণԕ广ᐎǃ深圳ǃ珠海Ѫй大海洋㓿济增长中心ˈ形ᡀ

珠⊏ਓь岸的⧠ԓ服࣑业型ӗ业带ǃ珠⊏ਓ西岸的ݸ䘋制䙐业型ӗ业带ǃ珠⊏й

角洲沿海的生ᘱ⧟保型䟽ॆӗ业带Ǆ

˄2˅粤ь地४海洋ӗ业ᐳ局战略

ԕ࣐快海洋资源开发Ѫሬ向ˈ䟽⛩发展ԕ轻ᐕу用装备ǃ大型数᧗机床ǃ输

配电设备等Ѫѫ的装备制䙐业 䘲̍ᓖ集聚发展石ॆӗ业 并̍大力᧘ࣘ海洋交通䘀

输ǃ港ਓ物流ǃ┘海旅游ǃ⧠ԓ海洋渔业等ӗ业发展ˈ࣐快ԕ海к风电Ѫѫ的海

洋能开发ˈ〟极ษ育海水综合利用ǃ海洋生物५药等海洋战略性ᯠޤӗ业Ǆ䟽⛩

᧘䘋柘林⒮ǃ广澳⒮ǃ海门⒮ǃ惠来海岸ǃ红海⒮ǃ南澳ዋ等४域的开发Ǆ࣐快

建设ԕ汕头Ѫ中心的粤ь沿海城镇群 ᧘̍䘋ส础设施ǃӗ业和⧟境⋫理等一体ॆǄ

˄3˅粤西地४海洋ӗ业ᐳ局战略

ԕ࣐快海洋资源开发Ѫሬ向ˈ䟽⛩发展临海钢铁ǃ石ॆǃ能源о相ޣ装备ᐕ

业ԕ৺港ਓ物流业ˈ做强┘海旅游业ˈ࣐快发展⧠ԓ海洋渔业ˈษ育海水综合利

用ǃ海к风电ǃ海洋生物५药等海洋战略性ᯠޤӗ业Ǆ发挥大西南ࠪ海ਓ的Ո势ˈ

ԕ湛⊏港Ѫ中心ˈ构建粤西沿海港ਓ群ˈ࣐快建设临港䟽ॆӗ业集聚४Ǆ䟽⛩᧘

䘋湛⊏⒮ǃ䴧ᐎ⒮ǃ水ь⒮ǃ博䍪⒮ǃ海陵⒮和ь海ዋǃ海陵ዋ等䟽⛩४域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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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о保ᣔǄ᧘ࣘԕ湛⊏Ѫ中心的粤西沿海城镇群建设Ǆ

5.1.3 完善⎹海ᐕ程⧟境影响评ԧ体系

力ҹ在“十Ҽӄ”期间ˈ初↕完善ᡁ省⎹海ᐕ程⧟境影响评ԧ管理体系ˈॿ调

海洋管理部门和⧟保部门在⎹海⧟评管理中的ޣ系Ǆ

建立ᡁ省海洋ᐕ程⧟境影响评ԧᢰ术ᇑ查制ᓖ ᡀ̍立广ь省海洋⧟境ᢰ术中

心 у̍门负䍓海洋⧟境影响ᣕ告文Ԧ的ᢰ术评估ᐕ ҏ̍Ѫ海岸ᐕ程等ަ他⎹海

ᐕ程亩目⧟境影响ᣕ告文Ԧ的ᇑṨ提供ᢰ术支撑ˈ↔外䘈ᓄ负䍓ᢰ术ᇑ查制ᓖǃ

规㤳的制定ǃ修䇒ԕ৺ᇑ查ᢰ术方面相ޣ研究的开展Ǆ

〟极᧘䘋海洋⧟境ਾ评ԧ体系的建立Ǆ针ሩ跨行᭯४域ǃ临䘁或ս于生ᘱ敏

感४内ǃ或ሩ海洋生ᘱ⧟境影响较大的⎹海ᐕ程 ᓄ̍在ަ↓式䘀营一定时间ਾᇎ

施海洋⧟境影响ਾ评ԧ 复̍Ṩ施ᐕ前的⧟境影响预测值的↓确性ԕ৺预测方法和

参数的合理性 ৺̍时发⧠施ᐕ前ᵚ预期到的ᇎ䱵䰞题 了̍解ᐕ程ᇎ施ሩ海洋⧟境

的ᇎ䱵影响ˈሩ䈕ᐕ程提ࠪ整改意㿱ˈ并Ӿ中吸ਆ㓿验和教䇝ˈѪ今ਾ类似的⎹

海ᐕ程的立亩和建设提供一定借鉴Ǆ

↔外ˈ针ሩ围填海ᐕ程৺ަ⧟境影响评ԧˈᡁ省ᓄ在“十Ҽӄ”期间ቭ快制定

相ޣ的指ሬ文Ԧ和管理ሩ策ˈ引ሬ科学地开展围填海ᐕ程Ǆ

5.1.4 建立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制ᓖ

ᡁ省ᓄ制定ࠪਠ“广ь省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法”Ǆ广ь省人民᭯府о沿

海各地㓗ᐲ᭯府签䇒海洋⧟境保ᣔ任期䍓任书 明̍确沿海各地㓗ԕкᐲ人民᭯府

是ᵜ辖४海洋⧟境保ᣔᐕ的䍓任ѫ体 并̍䘋一↕㓶ॆ各地各职能部门的䍓任࠶

ᐕ 制̠定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指标体系和考Ṩ标准 ⇿̍ᒤሩ沿海各地㓗ᐲ人民

᭯府在海洋⧟境保ᣔ方面的ᐕᇎ施情况䘋行考Ṩ 考̍Ṩ结᷌将Ѫሩ各地㓗ԕ

кᐲ᭯府ѫ要领ሬᒢ部落ᇎ科学发展㿲考Ṩ评ԧ的䟽要依据Ǆ

5.1.5 建立健全海洋生ᘱ补偿制ᓖ

ส于ᡁ省䘁ᒤ来开展的多亩海洋生ᘱ⧟境ส础调查ǃ生ᘱ修复ǃ生ᘱ补偿等

方面的研究ᡀ᷌ 探̍䇘制定ᡁ省的海洋生ᘱ补偿ᇎ施࣎法和相ޣᢰ术标准 初̍↕

建立ᡁ省的海洋生ᘱ补偿机制Ǆ规划期内ݸ在深圳开展广ь省海洋生ᘱ补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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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 探̍索多ṧॆ的生ᘱ补偿方式 ራ̍求解ߣ海洋生ᘱ补偿ޣ键䰞题的方法和途

ᖴǄ䲿ਾṩ据生ᘱ补偿ഭ内外理论研究ᡀ᷌ǃഭ家ሩ生ᘱ补偿相ޣᐕ要求ԕ৺

深圳的试⛩ᐕ㓿验 制̍定广ь省海洋生ᘱ补偿暂行࣎法 ሩ̟发生海洋⊑染һ故ǃ

䘍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行Ѫሬ㠤海洋生ᘱᦏ害的ԕ৺ᇎ施海洋海岸ᐕ程建设

和海洋倾废而ሬ㠤海洋生ᘱ改ਈ的单ս和个人收ਆ海洋生ᘱᦏ害赔偿和ᦏ失补

偿 并̍规㤳赔偿和补偿款的使用管理 ሩ̠于ਟ能䙐ᡀ海洋生物资源৺生ᘱ⧟境破

ൿ的ᐕ程亩目 明̍确要求建设单ս制定生ᘱ补偿方案 落̍ᇎ生ᘱ补偿亩目和资金ˈ

ѕ格要求生ᘱ补偿亩目ᓄ当оѫ体ᐕ程਼时设䇑ǃ਼时施ᐕǃ਼时投入使用 长̍

期性生ᘱ补偿(恢复)亩目的ᇎ施ᓄ当оѫ体ᐕ程的䘀营维ᣔ相一㠤ˈԕ确保䚝ਇ

破ൿ的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ᘱ⧟境得到相ᓄ的补偿和修复Ǆ

5.1.6 建立地४ǃ部门海洋⧟保联ࣘ机制

规划期内ˈᡁ省ᓄ࣐强о香港ǃ澳门ǃ广西ǃ海南ǃ福建等交界省份ǃ特别

行᭯४ѻ间在海洋⧟保ᐕ方面的沟通ǃॿˈ构建粤港澳ǃ粤桂琼ǃ粤闽地४

间海洋⧟保联ࣘ机制ˈ在海洋⧟境ⴁ管ǃ海洋生ᘱ保ᣔо修复ǃ海洋灾害ⴁ测预

ᣕ等方面开展合 䟽̍⛩打䙐粤港澳珠⊏ਓ海洋⧟境ⴁ᧗㖁㔌Ǆԕ珠⊏ਓ西岸地

४Ѫ试⛩ˈ䙀↕建立粤ьǃ粤西ǃ珠⊏ਓ沿海४域性海洋⧟保联ࣘ机制ˈᇎ⧠海

洋⧟境信息通ᣕǃ海洋⊑染һ故风险䱢㤳оᓄ急处置ǃⴁ测资源共享ԕ৺联合ǃ

交৹执法Ǆ

䘋一↕深 ǉॆ广ь省⧟境保ᣔǃ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建立完善海洋⧟境保

ᣔ沟通合ᐕ机制的ॿ䇞Ǌ̍ ᧘ࣘᡁ省各沿海ᐲ⧟境保ᣔ部门о海洋渔业部门

签䇒合ॿ䇞Ǆ਼时ˈᓄ〟极探索建立海洋渔业о水利ǃ海һ部门的合机制ˈ

ԕ᧘ࣘ各部门的海洋⧟境信息ᇎ⧠共享 海̍洋⧟保ᐕ在部门间的合о࠶ᐕ更

明确Ǆ࣐

5.1.7 完善排⊑许ਟ证制ᓖˈ探索建立排⊑权交易中心

规划期间 各̍沿海ᐲᓄሩަ辖४内的⎹海亩目排⊑许ਟ证制ᓖ落ᇎ情况䘋行

全面排查Ǆṩ据⎹海亩目排⊑许ਟ证制ᓖ落ᇎ情况ԕ৺排查中发⧠的䰞题 ሩ̍⎹

海亩目排⊑许ਟ证的⭣䈧ǃᇑṨǃⴁ督等制ᓖ䘋行修䇒ǃ完善Ǆ

ส于ഭ内外ᴹޣ海к排⊑权交易方面的研究ᡀ᷌ԕ৺ᡁഭ䱶域㤳围排⊑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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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ᇎ施㓿验 投̍入у亩资金开展ᡁ省海к排⊑权交易初始࠶配模式ǃᐲ场构

建৺ަᇑṨ和ⴁ督机制研究ˈ探索建立排⊑权交易中心Ǆ

5.1.8 建立合理ᴹ效的海洋⧟境保ᣔ㓿䍩投入机制

针ሩᡁ省部࠶地४海洋⧟境保ᣔᐕ㓿䍩投入н足的情况 ᡁ̍省ᓄ〟极探䇘

海洋⧟保㓿䍩筹集的ᯠ途ᖴ 建̍立合理ᴹ效的㓿䍩投入机制Ǆ探索建立᭯府调᧗

оᐲ场机制相结合ǃ多道ǃ多层次ǃ多方ս的海洋⧟境保ᣔ和海洋生ᘱ建设㓿

济筹集机制 并̍开展试⛩研究ᐕ 大ሩ辖४内䟽⛩海洋⧟境保ᣔ和生ᘱ建设̠࣐

ᐕ程的投资和补ࣙ力ᓖ 强ሩ⎹海ᐕ程的⧟保验收̠࣐ ⎹̍海ᐕ程投资者必享按照

“⊑染者负ᣵ”原ࡉ落ᇎ⧟保投资用于海洋⊑染⋫理˗制定ࠪਠ᭯策ˈ鼓࣡社会资

金参о海洋⧟境保ᣔ亩目Ǆ

5.2 海洋⧟境⊑染䱢⋫

5.2.1 䱶源⊑染䱢⋫

5.2.1.1 ᐕ业⊑染源᧗制

快ᡁ省沿海地४ᐕ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建设ˈ提高⊑水处理率和循⧟利用࣐

率Ǆᇎ施䟽⛩ᐕ业源排᭮ਓ在线ⴁ测Ǆޣ䰝ᵚ㓿省㓗海洋部门和⧟保部门৺ަ他

行业ѫ管部门ᇑ批的⊑染物直接排海或排入ѫ要入海河流的企业Ǆ采用深海排⊑

的排⊑ਓ必享ѕ格按照ǉ⊑水海洋处置ᐕ程⊑染᧗制标准Ǌ˄ GB18486-2001˅的

要求建设Ǆ

要求珠й角地४的㓪㓷ঠ染ǃ䙐㓨ǃ电䭰等䟽⊑染行业䘋行统一规划ǃ统一

定⛩入园Ǆሩ大ӊ⒮沿岸排水䟿大于 10万吨/ᒤ的ᐕ业企业和ᡰᴹ电路板厂开展

清洁生ӗᇑṨо节水ǃ߿排改䙐 确̍保䈕地४企业的清洁生ӗ水ᒣ达到ഭ内਼类

行业的ݸ䘋水ᒣǄ〟极᧘ࣘ粤ь地४生ᘱ示㤳ӗ业园的建设和发展 要̍求䟽⊑染

ᐕ业亩目䘋驻ӗ业园४䘋行统一管理Ǆ在粤西沿海地४的循⧟㓿济ӗ业ส地和石

ॆᐕ业ส地内᧘广清洁生ӗ和绿色ᢰ术Ǆ

5.2.1.2 生活⊑染源᧗制

快沿海地४城镇⊑水集中处理设施৺ަ配྇管㖁的建设࣐ 提̍高城镇⊑水收

集和处理能力ˈ提高处理设施脱≞和脱磷能力ˈ᧘ࣘ雨ǃ⊑࠶流ᐕ程的ᇎ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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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到 2015ᒤˈ珠й角地४的城镇生活⊑水处理率达到 90%ԕкˈᡁ省ަ他地४

达到 65%ԕк˗࣐快沿海地४ߌᶁ生活⊑水处理系统和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建设Ǆ

5.2.1.3 面源⊑染᧗制

᧘ࣘ沿海地४面源⊑染尤ަ是ߌ业面源⊑染的调查о研究Ǆሩ中ǃվӗ⭠䘋

行改䙐和综合⋫理Ǆ〟极发展生ᘱߌ业Ǆ

ѕ格᧗制⧟境敏感海域的䱶地汇水४畜禽ޫ殖密ᓖǃ规模 建̍立ޫ殖场集中

᧗制४ˈ规㤳畜禽ޫ殖场管理ˈᴹ效处理ޫ殖场⊑染物ˈѕ格执行废物排᭮标准

并限期达标Ǆ〟极᧘广ޫ殖废水的土地处理ˈ提高禽畜排泄物的资源ॆ利用率Ǆ

〟极᧘ࣘ珠й角地४的广ᐎᐲǃ深圳ᐲ等城ᐲ开展禽畜ޫ殖⊑水处理示㤳ᐕ程ǃ

禽畜排泄物资源ॆ示㤳ᐕ程Ǆ࣐强粤ьо粤西沿海地४的集㓖ॆǃ规模ॆǃ生ᘱ

ॆ禽畜ޫ殖业发展Ǆ

ሩ淡澳河ǃ鉴⊏ǃ珠⊏ਓ䟽要入海河ǃ河ਓ৺ަ周围地४䘋行⧟境综合整⋫ˈ

规㤳ަ沿岸地४和河ਓ地४的生活⊑水о生活垃圾收集方式 强४域禽畜о水࣐̍

ӗޫ殖业的ⴁ管 引̍ሬަ生ӗ方式о⧟保设施䙀渐规㤳ॆ 清̍除入海河沿岸和河

ਓ地४的面源⊑染䳀患ˈ并定时ሩ河道䘋行清淤Ǆ

5.2.1.4 䱶源⊑染物排海总䟿᧗制

规划期内〟极开展ި型海域的海洋⧟境容䟿о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研

究 Ѫ̍䟽⛩海域的䱶源⊑染物排海总䟿᧗制ᐕ提供科学依据оᢰ术支撑Ǆҹਆ

在“十Ҽӄ” 时期完ᡀ湛⊏⒮ǃ大鹏⒮ǃ柘林⒮ǃ海陵⒮等海域的海洋⧟境容䟿

研究ˈ并在珠⊏ਓǃ大ӊ⒮和鉴⊏流域开展入海⊑染物总䟿᧗制试⛩ᐕˈަ中

大ӊ⒮地४䘈将开展热容䟿᧗制试⛩ᐕǄ

˄1˅ 珠⊏ਓ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

2

ඊ持䱶海统筹和流域系统᧗制的思路 ԕ̍珠⊏ޛ大入海ਓ门৺ަѫ要入海溪

闸ሩᓄ的䱶域集水४Ѫ总䟿᧗制规划㤳围 将̍ަ࠶Ѫ规划Ṩ心४ǃ规划᧗制४和

规划४к游й个४域 各̍个规划࠶४л面再划࠶总䟿᧗制单元 并̍设置总䟿᧗制

断面ˈ䈖㿱表 5.2-1Ǆ

珠⊏ਓ海域的ᴹ机物⊑染相ሩ较轻ˈCODਟ执行流域规划的总䟿᧗制要求

䘋行削߿ 因̍↔ᵜ४域䱶源入海⊑染物总䟿᧗制的指标Ѫ总≞和总磷Ǆᴥ 规划采

用“容䟿总䟿᧗制”和“目标总䟿᧗制”相结合的方式提ࠪ总䟿᧗制目标ˈާ 体㿱表

2
引自ǉ广ь省䘁岸海域⊑染䱢⋫Ā十Ҽӄā规划Ǌ˄ 征求意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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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Ǆ

表 5.2-1 珠江口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单元及其行政区范围与总量控制断面

规划४ 总䟿᧗制单元 行᭯४㤳围 总䟿᧗制断面

к游

ь⊏к游४ ⊏西省部࠶४域 龙ᐍ铁路桥

े⊏к游४ 湖南省和⊏西省的部࠶४域 坪石ǃ长坝

西⊏к游४ 广西和Ӂ南部࠶४域 封开城кǃ䍪⊏自ࣘ站

᧗制४

ь⊏᧗制४ 河源ᐲǃ韶ޣᐲᯠ丰县部࠶४域 浪ᤄǃ⊏ਓ

े⊏᧗制४

韶ޣᐲ˄除ᯠ丰县ь⊏᧗制४部

࠶ ǃ˅清䘌ᐲǃ肇庆的四会ᐲǃ

广宁县和ᘰ集县

石角ǃ绥⊏ਓ

西⊏᧗制४

Ӂ浮ᐲǃ肇庆的ᐲ४ǃ高要ᐲǃ

德庆县和丰开县

鼎湖永ᆹ

Ṩ心४

㖁河᧗制४

广ᐎᐲǃ深圳ᐲǃ珠海ᐲǃ山

ᐲǃь莞ᐲǃ中山ᐲǃ惠ᐎᐲ

虎门ǃ蕉门ǃ洪奇门ǃ横

门ǃ磨刀门ǃ鸡蹄门ǃ虎

跳门ǃ前山河ǃ深圳河

▝⊏᧗制४ ⊏门ᐲ 崖门ǃ大隆洞

表 5.2-2 珠江口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单元的总氮和总磷控制目标

规划

४࠶

᧗制单元

允许⊑染负荷䟿˄t/a˅ 削߿比例˄％˅

᧗制单元 规划࠶४ ᧗制单元 规划࠶४

总≞ 总磷 总≞ 总磷 总≞ 总磷 总≞ 总磷

к游

ь⊏к游४ 11357 505.4

225986 33112

7.07 2.80

7.08 8.93े⊏к游४ 9513 726.7 5.09 4.89

西⊏к游४ 205117 31880 7.17 9.11

᧗制४

ь⊏᧗制४ 12338 1857

199183 18978

7.94 9.41

9.12 14.01े⊏᧗制४ 52143 2933 8.57 5.82

西⊏᧗制४ 134703 14188 9.43 16.08

Ṩ心४

㖁河᧗制४ 185246 13474
211288 15765

9.52 15.63
9.19 14.80

▝⊏᧗制४ 26042 2291 6.77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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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ӊ⒮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
3

ᵜ规划ส于大ӊ⒮海域⧟境容䟿评估৺入海⊑染物总䟿᧗制研究的ᡀ᷌ 提̍

ࠪ淡澳河入海ਓǃ霞涌河入海ਓǃ稔山镇排⊑ਓ的总䟿᧗制目标ˈާ 体㿱表 5.2-3Ǆ

大ӊ⒮和岭澳Ṩ电站的热容䟿总䟿᧗制目标㿱表 5.2-4Ǆ

表 5.2-3 大亚湾主要入海排污口的总量控制目标

行᭯४৺入海排⊑ਓ COD˄t/a˅ ≘≞˄t/a˅ 总磷˄t/a˅

大ӊ⒮४

中心४

淡澳河入海ਓ 253.99 5.19 8.88

南边⚦河入海ਓ 999.81 20.19 34.00

ᵚ收集⊑水 1146.8 21.61 44.75

小 䇑 2400.6 46.99 87.63

大ӊ⒮४

ь४

霞涌河入海ਓ 683.72 12.04 25.75

ᵚ收集⊑水 519.43 8.85 22.00

小 䇑 2834 20.89 47.75

惠ь稔山镇 稔山镇排⊑ਓ 242.97 4.14 10.25

合 䇑 5477.57 72.02 145.63

表 5.2-4 大亚湾主要核电厂的热容量总量控制目标

电厂 夏季热容䟿(m3/s�8℃) 冬季热容䟿(m3/s�8℃)

大ӊ⒮Ṩ电厂 86.36 57.28

岭澳Ṩ电厂 86.36 57.28

˄3˅鉴⊏流域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
4

ᵜ规划ṩ据ǉ广ь省城镇⊑水处理৺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十Ҽӄ”规划Ǌ和㤲

ᐲ“十Ҽӄ”期间的社会㓿济发展目标 在̍㤲ᐲ和湛⊏吴ᐍᐲѫ要⊑染负荷预

测的ส础к 结̍合⊑染䱢⋫措施的削߿能力 提̍ࠪ鉴⊏流域总≞和总磷的入海总

䟿᧗制目标ˈ㿱表 5.2-5Ǆ

3
引自ǉ大ӊ⒮海域⧟境容䟿评估৺入海⊑染物总䟿᧗制ሩ策研究Ǌ

4
引自ǉ广ь省䘁岸海域⊑染䱢⋫Ā十Ҽӄā规划Ǌ˄ 征求意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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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鉴江流域总氮和总磷入海总量控制目标

入海河流

允许入海通䟿˄t/a˅ 削߿比例˄％˅

总≞ 总磷 总≞ 总磷

鉴⊏ 7709 664.1 3.24 7.48

袂花⊏ 2348 339.1 4.35 6.43

5.2.2 ⎹海亩目⊑染䱢⋫

ᵜ规划࠶别针ሩᡁ省“十Ҽӄ”时期䟽⛩开展的围填海ᐕ程ǃ港४建设ǃ㡚道

疏浚ǃ海к油气开发ǃ┘海石ॆ炼油ǃԃ储亩目ǃ┘海电力亩目ǃ人ᐕ鱼礁和海

水ޫ殖४等⎹海ᐕ程亩目提ࠪ⊑染䱢⋫管理措施ˈާ体如лǄ

˄1˅围填海ᐕ程

发展ส于海洋生ᘱਟ持续发展的围填海ᢰ术 选̍ᤙ汕头ǃ珠海等地开展ส于

生ᘱਟ持续发展的围填海ᐕ程示㤳Ǆѕ格䚥照ǉ广ь省海岸保ᣔо利用规划Ǌ中

的空间管制和围填海管制要求开展围填海ᐕ程ˈ研发ᯠ型无害的围填海ᶀ料Ǆ在

围填ਾ的人ᐕ岸线к建立人䙐海┙ǃ人䙐海岸ǃ人䙐海洋Ἵ物生ᆈ带等等ˈԕ改

善围填ਾ的海岸带⧟境Ǆ

各亩围填海ᐕ程ᓄ合理ᆹ排施ᐕ船舶数䟿৺施ᐕ䘋ᓖ 强施ᐕ期间的⧟境࣐̍

跟踪ⴁ测Ǆ建立围海䙐地综合评ԧᢰ术体系 完̍善围海䙐地的ਾ评估ᢰ术体系和

定䟿评ԧᢰ术ǄՈॆ围填海ᐕ程的ᒣ面设䇑ˈ߿少ሩ周围生ᘱ⧟境的扰ࣘǄ

˄2˅港४建设

完善沿海各商用港ਓ和渔港含油废水ǃ生活⊑水和固体垃圾的接收处理设

施ˈ确保在规划期内ᇎ⧠港ਓ⊑染接收处理设施配备率 100%Ǆ䟽⛩࣐强广ᐎ港

等䟽大港ਓ含油⊑水处理о回收设施建设等⊑染᧗制ᐕ程建设Ǆ࣐强ߋ港油⊑水

处理系统的建设ᐕ和㡠艇油⊑水接㓣设施ǃ装备和设备配྇ᐕǄ䘋港船只㡡

ᓅ油⊑水ᓄ㓿自备油水࠶离器处理达标ਾ到港外排᭮˗ɯ 配备油水࠶离处理设施

的船只ˈ或设施ӗ生故障н能↓常使用的ᓄ将油⊑水䘱㠣港४⊑水处理系统处

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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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㡚道疏浚

㡚道疏浚ᐕ程ᓄ在业४周围设䱢⊑帘˗合理ᆹ排施ᐕ船舶数䟿৺挖掘䘋

ᓖǄ建设单սᓄ会਼地方⧟境保ᣔ部门做好施ᐕ期水⧟境ⴁ测ᐕ 建̍立疏浚物

超标警ᣕ制ᓖǄ

˄4˅海к油气开发

海к油气开发亩目各生ӗᒣਠᓄ配备种类和数䟿充足的䱢⊑设备和器ᶀ 确̍

保含油⊑水自ࣘⴁ᧗装置的配备率和完好率达到 100％Ǆ钻Ӆ业禁→使用含ᴹ

铁铬ⴀ等䟽金属ᡀ࠶的泥⍶和油ส泥⍶Ǆ海к石油钻Ӆ和采油业ᓄѕ格密䰝

业ˈ彻ᓅ燃烧油气ˈ并设置↻油回收装置৺回收管道ˈӗ生的油⊑水必享全部处

理ˈ਼时配备生活⊑水处理设施Ǆҹਆ到 2015ᒤ全省海к石油开采ӗ生的石油

排᭮䟿较 2010ᒤ߿少 15%Ǆ

各亩海洋石油勘探ǃ开发ᐕ程均ᓄ制定海к溢油ᓄ急方案 配̍྇相ᓄ的溢油

回收设施 建̍立海к突发һ故ᓄ急系统Ǆ在全省海域全面开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溢油风险排查о整改 ሩ̍ᡁ省已制定的相ޣ溢油ᓄ急预案或䇑划䘋行修编 修̍编

ਾ的ᓄ急预案或䇑划ᓄ涵盖ᡰᴹ生ӗ业⧟节和生ӗ输䘀设施ਟ能引发的溢油

䱢㤳措施ˈ并充࠶考虑人Ѫ和自然因素ሬ㠤溢油的ᓄ急管理ˈ਼时强ॆ४域ǃ部

门间的ᓄ急联ࣘǄ建立全省沿海䘁岸油储和石ॆ企业油指㓩ᓃԕ৺珠⊏ਓ溢油ᓄ

急辅ࣙߣ策系统Ǆ

˄5˅┘海石ॆ炼油ǃԃ储亩目

┘海石ॆ炼油ǃԃ储亩目ᓄ通过循⧟利用ǃ清⊑࠶流ǃ⊑⊑࠶流ǃ࠶类处理ǃ

处理ਾ回用等措施ˈԕᇎ⧠降վ水耗ǃ߿少废水外排˗锅炉排⊑水㓿降温ਾ䘋入

雨水管线ਾ排海˗清洗ॆ储㖀ӗ生的⊑水ˈ统一收集ਾ䘱到⊑水处理厂处理 ᡰ̠

ᴹ┘海石ॆ炼油ǃԃ储亩目均ᓄ设置ᓄ急һ故缓ߢ⊐ ԕ̍收集⧟境风险һ故时ӗ

生的һ故⊑水Ǆ大ӊ⒮石ॆ४ǃ揭䱣石ॆᐕ业ส地ǃ㤲石ॆ४和湛⊏ь海ዋ石

ॆᐕ业ส地等大型石ॆᐕ业园४ˈᓄᇎ施⊑水离岸排᭮ᐕ程Ǆ

˄6˅┘海电力亩目

ሩ于目前粤ь地४规划ᯠ建的汕ቮ䱶丰Ṩ电等┘海电力亩目 在̍建设前ᓄ充

评ԧ温排水影响Ǆ各┘海电厂的循⧟温排水系统的ਆ水ਓᓄ设置滤㖁ǃ拦⊑栅࠶

৺移ࣘ清⊑机 阻̍→较大的鱼虾䘋入入水ਓ 确̠保ਆ水䙏ᓖн超过水生生物的游

泳䙏ᓖˈ保持流䙏ᒣ稳ˈԕ便生物䘳离˗在ਆ水ਓ䱴䘁装设气⌑发生器ˈ驱䎦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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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物ˈԕ䱢浮游生物在ਆ水ਓ集中Ǆ

˄7˅人ᐕ鱼礁

ሩᡁ省各ѫ要礁४要䘋行充࠶的⧟境影响论证 做̍好⧟境影响评ԧǄѕ禁将

ᴹ毒ǃM 害或者ަ他ਟ能⊑染海洋⧟境的ᶀ料用人ᐕ鱼礁礁体ǄѪ了ቭਟ能߿

小ሩ水域⧟境潜在⊑染的影响 ሩ̍于选ᤙ废旧船舶建设人ᐕ鱼礁的ᐕ程 ᓄ̍һݸ

将船к的机Ỡ设备全部卸吊离船体ˈ抽除油ԃǃ压载ԃ和机ԃ等器Ỡ和油料ˈ

彻ᓅ清洗油ԃǃ机ԃԕ৺ަ他部ս的油⊑ˈ并用清水ሩ船体䘋行全面清洗ˈ清除

船体中ަ他⊑物Ǆ

˄8˅海水ޫ殖४

在ᡁ省的ѫ要海水ޫ殖४ˈᇎ施ޫ殖容䟿和密ᓖ᧗制制ᓖˈ᧘䘋无ޜ害海水

ޫ殖ส地建设Ǆṩ据自然⧟境ǃ资源状况ˈ选ᤙޫ殖品种ˈ改䘋海水㖁箱ޫ鱼投

喂ᢰ术ˈ提高侥料利用效率ˈ߿少投侥ᡰ形ᡀ的⊑染负荷ˈ䚯免海水过ᓖ营ޫॆ

和病害的暴发Ǆ科学发展深水抗风浪㖁箱ޫ殖ˈ扩展海水ޫ殖海域空间Ǆ᧘广㓿

济ᴹ效的高ս⊐废水⋫理ᢰ术 提̍倡采用ݸ䘋的高效微生物ᢰ术和䱢渗漏ᐕ程ᢰ

术ˈ增ޫ࣐殖用水的循⧟利用Ǆ规划期内在ᡁ省沿海⇿一个集水४ǃ⇿一个地㓗

ᐲ建设 1-2个高ս⊐ޫ殖废水⋫理示㤳ᐕ程Ǆ

5.2.3 海к流ࣘ⊑染䱢⋫

5.2.3.1 完善船舶⊑染接收设施Პ৺

全省㤳围内继续ᇎ施渔船ᣕ废制ᓖ ᧗̍制ᯠ增捕ᦎ渔船 引̍ሬ沿海渔民转ӗ

转业Ǆ中型和大型渔船ᓄᆹ装油水࠶离装置ˈᇎ⧠油⊑水的达标排᭮Ǆ

揭䱣靖海渔港ǃ汕ቮ⭢子渔港ǃ䚞浪渔港ǃ小莫渔港ǃ马宫渔港ǃ惠ᐎ港ਓ

渔港ǃ深圳南澳渔港ǃ中山横门渔港ǃ珠海渔港ǃ万山渔港ǃ⊏门ь滘渔港ǃ䱣

⊏ሩ岸渔港ǃ㤲水ь渔港ǃ湛⊏博㤲渔港ǃ特呈渔港ǃ外罗渔港ǃ霞山渔港ǃ

企水渔港ǃ石角渔港和⊏洪渔港等 20个渔港Ѫᡁ省渔港综合整⋫的䟽⛩४域ˈ

要求在 2015ᒤ前ˈк述渔港港४⊑水达标排᭮率ǃ接收船舶⊑染的⧟保设施配

备率均达到 100%Ǆ

强ሩ交通䘀输船舶⊑染物排᭮的管理࣐ 䘋̍入广ь沿海的油船和 400吨ԕк

的非油船ᓄ全部ᆹ装油水࠶离器并保证良好的䘀行状况 ሩ̍ 10000吨ԕк的船舶

ᆹ装自ࣘ停→排᭮系统并保证䘀行 小̍于 400吨的非油船设置简易油水࠶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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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油储ᆈ柜˗᧘广燃油ǃ润滑油回收ᢰ术Ǆ

快广ᐎ港˄黄คǃᯠ沙ǃ南沙等港४࣐ ǃ˅深圳港˄ьǃ西部等港४ ǃ˅珠海

港˄高栏ǃ桂山ǃ唐家ǃ香洲ǃ九ᐎ等港४ ǃ˅⊏门港˄铜鼓ǃ鱼塘⒮等港४ ǃ˅

湛⊏港ǃ汕头港˄广澳ǃ▞䱣ǃ南澳等港४˅的⊑染᧗制Ǆሩ船舶压载水ǃ洗㡡

水等䘋行集中处理ˈ港内禁→排᭮任何ᵚ㓿处理ᴹ毒ᴹ害的⊑水Ǆ要求在 2015

ᒤ前 各̍䟽⛩䘀输港ਓ港४⊑水达标排᭮率ǃ接收船舶⊑染的⧟保设施配备率均

达到 100%Ǆ

ሩ在省内㡚行的船舶ᇎ施船舶垃圾管理䇑划 1̍50吨৺ԕк的ᡰᴹ船舶必享

配备ѫ管机构认ਟ的“船舶垃圾管理䇑划”ˈѕ禁海к垃圾倾倒Ǆ

5.2.3.2 规㤳海к⋫ᆹˈ完善㡚道建设

健全全省㤳围内的船舶登记信息ᓃǄӾһ渔业生ӗǃ水ӗ䘀输和Ѫ渔业生ӗ

服࣑的船舶˄含舢㡛ǃ竹排ǃ木排˅登记ᐕ⭡渔᭯渔港ⴁ督管理部门负䍓 Ӿ̠

һᇒ䍗䘀输的船舶⭡交通㡚䘀部门负䍓登记 Ӿ̠һߌ副业生ӗ的船舶和ަ他船舶

˄ᆹ部门负䍓登记Ǆ᧘䘋о周边省ޜ⭡ ४ 和˅香港ǃ澳门特别行᭯४在海к交通ǃ

ᆹ全生ӗ和海к救ࣙ等方面的合 畅̍通船舶ᆹ全信息道 提̍高海к船舶ᆹ全

保障能力Ǆ

结合㡚道建设⧠状৺海域开发利用规划ᐳ局 完̍善ᡁ省䟽⛩海域的通㡚标准

৺ᆹ全㡚行制ᓖǄ完ᡀ䟽⛩海域的交通管制४ ǃ警ᡂ४ǃ穿䎺४划定ᐕǄ࣐

强㡚道建设ˈ在溢油风险高发४惠ᐎ马鞭洲海域ᐳ置 30万吨㓗㡚道扩建ᐕ程ˈ

在船舶ᐕ业密集४珠й角地带䟽⛩建设ⲭ坭水道ᵚ达标河段和磨刀门ࠪ海南支

㡚道Ǆ࣐快建设ԕ㡚道数据ᓃѪส础ǃ电子地മѪᒣਠ的高等㓗㡚道信息系统ˈ

全面完善㡚道保障体系ˈѪ水䘀的畅通提供保证Ǆ

5.2.4 海к废ᔳ物倾倒᧗制

5.2.4.1 ѕ格落ᇎ倾倒४选划科学论证和ᇑ批程序

海к废ᔳ物倾倒४的选划必享符合“科学ǃ合理ǃᆹ全ǃ㓿济”的原ࡉ和相ޣ

ᢰ术规㤳 选̍划倾倒४时必享䘋行ѕ格的科学论证 ᓄ̍Ӿ时间和空间к考虑海४

效ᓄ Ӿ̍宏㿲和局部海域考虑ਟ行性䰞题 ሩ̍н਼类别废ᔳ物倾倒某定⛩海४ਾ

ਟ能ӗ生的⧟境影响䘋行评ԧǄ临时性海洋倾倒४ᓄ当ṩ据倾倒的规模ǃ数䟿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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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ᔳ物的特性ǃ倾倒४域的自然和社会㓿济条Ԧሩ倾倒ᡰӗ生的⧟境影响䘋行全

面评ԧਾ设立Ǆ

Ոॆᡁ省沿海倾倒४的ᐳ局 合̍理利用海域的㓣⊑能力 充̍࠶保ᣔ海洋⧟境

о海洋资源Ǆ选划的倾倒४ᓄ符合广ь省海洋࣏能४划 并̍依照法定程序⭣ᣕ批

准Ǆ淇澳ዋь南海洋倾倒४因о珠⊏ਓ中ॾⲭ海豚保ᣔ४ᴹ部份交৹ 目̍前สᵜ

没ᴹ使用 建̍䇞ቭ早ሩ䈕倾倒४䘋行封䰝或ս置调整Ǆ南海й类废ᔳ物倾倒४离

岸较䘌ˈ选划时ᵚ䚥循“㓿济”的原ࡉˈ建䇞ሩ䈕倾倒४的ս置ࠪ调整Ǆ

5.2.4.2 强ॆ海洋倾倒许ਟ证签发ⴁ管ᐕ

理倾倒许ਟ证Ǆ࣎要求向海洋倾倒废物的单սˈ必享依法按程ᓖ⭣䈧ࠑ

各㓗海洋行᭯ѫ管部门ᓄѕ格ṩ据相ޣ法规ǃ规章开展倾倒许ਟ证的签发ᐕ

 ѕ̍格履行ᇑ批时限的要求 н̍得䘍法和䘍规签发倾倒许ਟ证Ǆᓄѕ格按照ǉ委

托签发废ᔳ物海洋倾倒许ਟ证管理࣎法Ǌ签发许ਟ证ˈ䘋一↕规㤳各ᇑ批⧟节ˈ

н得超䎺委托权限签发许ਟ证Ǆ

5.2.4.3 强ሩ倾倒业的ⴁ督ᐕ࣐

ሩᡰᴹ倾废的单ս必享ѕ格执行海洋倾废ᇑ批制ᓖǃ检查Ṩᇎ制ᓖ和记录ᣕ

告验收制ᓖǄ倾倒物必享符合ᡁഭ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的要求 禁̍→᭮射性废物৺

ަ他᭮射性物䍘的海洋倾倒 ѕ̍格᧗制ާᴹ高ᓖ持久性和毒性的合ᡀᴹ机ॆ合物

排᭮入海Ǆ

建立全程ⴁ᧗系统 ሩ̍倾倒活ࣘ䘋行全程ⴁ᧗Ǆ倾废船舶ᓄᆹ装倾废记录仪ˈ

保证到ս倾倒Ǆ海ⴁ船ᓄሩ倾废船定期或н定期䘋行ⴁ视ⴁ测৺ሩ倾倒४海域䘋

行巡视ˈ检查倾废船的情况和倾倒许ਟ证ˈሩ载䘀的废ᔳ物䘋行Ṩᇎˈሩ倾废记

录仪的䘀行情况䘋行ⴁ视 ৺̍时发⧠并阻→䲿意ᔳ置疏浚泥的行Ѫ 并̍䍓Ԕ当һ

人清除䲿意ᔳ置的疏浚泥Ǆ

5.2.4.4 强倾倒४的ⴁ测ⴁ᧗和使用管理࣐

在废ᔳ物向海洋倾倒४倾倒ѻ前 ᓄ̍考虑海域季节ਈॆ 䘋̍行全面多学科˄ 如

海洋水文ǃ海洋ॆ学ǃ海洋沉〟ॆ学ǃ海洋生物等˅的ส线调查Ǆ

完善倾倒४ⴁ测㖁㔌建设 ৺̍时制定倾倒४ⴁ测䇑划 ሩ̍倾倒४⧟境䍘䟿䘋

行定期ⴁ测 并̍建设倾倒४使用全程ⴁ᧗数ᆇॆᒣਠ ԕ̍准确了解倾倒४о周边

海域水⧟境和ᓅ䍘状况ਈॆ情况ԕ৺倾倒ਾ⧟境接㓣⊑染物负荷能力ˈሩ水䍘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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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䍘和生物体中ᴹ害⊑染物的含䟿䘋行综合评ԧǄሩ于ⴁ测结᷌显示४域已䚝ਇ

⊑染和ᦏ害的倾倒४ ᓄ̍ṩ据ᇎ䱵情况采ਆᓄ急措施 ሩ̍海域生ᘱ⧟境和水生生

物ӗ生明显影响ǃн䘲ᇌ倾倒活ࣘ的倾倒४ᓄҸԕඊޣߣ䰝Ǆ

ᓄѕ格按照使用时限管理和使用 在̍使用结束或到期ਾᓄ৺时封䰝并履行备

案和ޜ告程序Ǆሩ于使用时限超过йᒤ ф̍目前处于施ᐕ期间的临时性海洋倾倒

४ᓄ৺时履行临时倾倒४的延期或䟽ᯠ论证ᣕ批ᐕǄ

5.2.4.5 ѕ格᧗制倾倒䟿和倾倒频率

᧗制倾倒总䟿 倾̍倒频次ቭ䟿均匀ф密ᓖн能过大 倾̍倒४ᓄᇎ行࠶४均匀

倾倒Ǆ针ሩ⇿个倾倒४的н਼情况ˈ限定⇿日最大倾倒䟿ˈ要求施ᐕ单ս在倾倒

业期间必享妥善ᆹ排施ᐕ䇑划 䚯̍免ࠪ⧠某段时间因䎦ᐕ而大䟿增࣐疏浚䟿的

情况ˈ倾倒时间ᓄቭਟ能在一ཙ内均匀࠶ᐳǄ

通过᭯策引ሬ 鼓̍࣡ӗ生废ᔳ物的企业采ਆ清洁ᐕ艺 䙀̍↕߿少废ᔳ物ӗ生

数䟿ˈ并采ਆᴹ别于海洋倾倒的ަ他海洋处置方式或䱶地ᆹ全处置Ǆ

5.2.5 海洋Ṩᆹ全ⴁ管

5.2.5.1 建立Ṩ辐射⧟境䍘䟿ⴁ测㖁㔌

强ሩᡁ省沿海Ṩ电站৺ަ周围海域的ⴁ督性ⴁ测和辐射⧟境䍘䟿ⴁ测Ǆ建࣐

䇞在省内各已建ǃ在建和ᖵ建Ṩ电站䱴䘁海域设置海洋辐射⧟境䍘䟿ⴁ测⛩Ǆ启

ࣘ省ⴁ测中心ǃ深圳ᐲⴁ测站ǃ䱣⊏ᐲⴁ测站和⊏门ᐲⴁ测站海洋辐射⧟境ⴁ测

ᇎ验ᇔ建设ᐕǄ建立健全ǃ畅通的辐射⧟境ⴁ测信息㖁㔌ˈ方便交流省ǃᐲ的

辐射⧟境ⴁ测ᡀ᷌ǃ辐射⧟境管理和ⴁ测ᐕࣘᘱǄ࣐强辐射⧟境信息ᐕ⧠ԓ

ॆ手段的建设ˈ建立并䙀↕完善信息采编ǃ传递ǃ储ᆈǃ管理的自ࣘॆ管理Ǆ

5.2.5.2 强海洋Ṩ辐射ⴁ管队伍建设࣐

在各沿海地㓗ᐲ的⧟保部门中配备у业人员 о̍省⧟保Ṩ辐射⧟境管理部

门ǃ省⧟境辐射ⴁ测中心৺л㓗ሩᓄ职能部门沟通ॿ 执̍行海洋Ṩ辐射ⴁ管ᐕ

˗另一方面ˈ保障辐射⧟境ⴁ测оⴁ察䘀行㓿䍩ˈ配备海洋Ṩ辐射ⴁ管ᡰ需的

ⴁ测设备ǃ个人辐射ᆹ全䱢ᣔ用品等ˈቭ快形ᡀ较完整的海洋Ṩ辐射ⴁ管体系Ǆ

5.2.5.3 ᧘ࣘṨһ故ᓄ急体系о预警体系建设

各㓗海洋行᭯ѫ管部门在规划期内ᓄ着手研究ǃ制定ᓄሩ省内Ṩᓄ急һԦ的

海洋ᓄ急预案ԕ৺ᓄሩਟ能影响ᡁ省海域的境外突发Ṩ泄漏һԦ的ᓄ急预案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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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举行н਼类型的Ṩһ故ᓄ急救援演㓳ˈ⇿次演Ґ结束ਾˈሩ演Ґ的效᷌ǃਆ得

的㓿验和ᆈ在䰞题等䘋行评ԧ ሩ̍预案和ᇎ施程序的ਟ操性䘋行评估 н̍断修

䇒和完善Ǆ

5.3 海洋生ᘱ保ᣔо建设

5.3.1 海洋生ᘱ修复о建设

5.3.1.1 开展ި型海洋生ᘱ系统调查о评估

ሩᡁ省ި型海洋生ᘱ系统开展全面调查ˈ特别是ሩ红树林⒯地生ᘱ系统ǃ珊

瑚৺珊瑚礁生ᘱ系统ǃ海草床生ᘱ系统和䟽要水生生物ӗথ场ǃ孵育场等䟽要敏

感生ᘱ系统䘋行全面调查ˈ䟽⛩调查生物多ṧ性ˈ科学评估生ᘱ系统的ਇᦏᓖǃ

破⺾ᓖ৺ަ生ᘱԧ值ˈѪ修复被破ൿ的生ᘱ⧟境提供科学的依据Ǆ

5.3.1.2 开展海域和海岸带整⋫修复ᐕ程

选ਆ珠⊏ਓǃ水ь⒮ǃ柘林⒮ǃ考洲洋海域开展⧟境整⋫修复示㤳ᐕ程Ǆ珠

⊏ਓ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 䟽̍⛩开展富营ޫॆ生ᘱ修复ǃ海洋生物资源ޫ

ᣔǃ生物岸线修复ǃ海草床修复和珊瑚礁恢复等˗水ь⒮海域⧟境整⋫修复示㤳

ᐕ程ˈ䟽⛩开展海⒮周边⧟境整⋫ǃ┘海Ἵ物种Ἵ和Ჟ㿲ᓺ道营䙐等ᐕ˗柘林

⒮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ˈ䟽⛩开展海水ޫ殖ᐳ局Ոॆǃ⧟境容䟿研究ǃ海

水⧟境生ᘱ修复等 考̠洲洋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 䟽̍⛩开展红树林生ᘱ系

统ᐕ程ǃ红树林-海堤的生物岸线ᐕ程ǃ海域⋫⊑保洁ᐕ程ǃ发展⧠ԓ渔业ᐕ程

等ޛ大ᐕ程Ǆ

选ਆ汕ቮ品清湖海岸带和湛⊏特呈ዋ海岸带开展综合整⋫о生ᘱ恢复试⛩

ᐕ程Ǆ汕ቮ品清湖海岸带综合整⋫о生ᘱ恢复试⛩ᐕ程 䟽̍⛩开展截⊑ᐕ程ǃ疏

浚ᐕ程和生ᘱ修复ᐕ程Ǆ湛⊏特呈ዋ海岸带综合整⋫о生ᘱ恢复试⛩ᐕ程 䟽̍⛩

开展红树林保ᣔо修ᣔᐕ程ǃ海岸带综合⋫理ᐕ程和┘海生ᘱ旅游等ᐕ程Ǆ

5.3.1.3 开展ި型生ᘱ系统修复ᐕ程

˄1˅ ┘海⒯地生ᘱ修复

ṩ据省内各ި型⒯地䘰ॆ原因 ሩ࣏̍能߿弱ǃ生境䘰ॆ的各类⒯地采ਆԕ生

物措施Ѫѫ的途ᖴ䘋行生ᘱ恢复和修复 ሩ̠类型改ਈǃ࣏能丧失的⒯地采ਆԕᐕ

程措施Ѫѫ的途ᖴ䘋行䟽建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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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间ˈ考虑在湛⊏红树林⒯地ǃ珠海ҼӅ⒮┘海ǃ惠ᐎ考洲洋┘海等४

域ᇎ施红树林种Ἵᐕ程৺ޫᣔǃ特色生ᘱޫ殖䟽ᯠᐳ局ǃ海漂垃圾定期清理ǃ海

堤整⋫৺生ᘱᲟ㿲营䙐ᐕ程等ˈ建设多ṧॆ的ⴀ⋬Ἵ被种Ἵᐕ程৺ޫᣔᐕ程ǃ水

系䟽构ᐕ程˄包括䘰堤䘈海ǃ䘰ޫ䘈┙ǃ开挖水道等ᐕ程˅̍ 建设沿海䱢ᣔ林生

ᘱ保ᣔ线Ǆ

˄2˅ 红树林生ᘱ系统修复

ԕ恢复红树林生ᘱ系统生ᘱ服࣏࣑能Ѫṩᵜ目标 营̍䙐全省邻䘁海域健康的

红树林⒯地生ᘱ系统Ǆ

粤西沿海४域ᓄ䟽⛩࣐强湛⊏红树林ഭ䱵䟽要⒯地的保ᣔᐕ 强ሩ已建࣐̍

的红树林৺海岸⒯地自然保ᣔ४的建设和管理 开̍展红树林⒯地的生ᘱ恢复о䟽

建ᐕǄ

珠⊏й角洲沿海४域ᓄ䟽⛩࣐强珠⊏й角洲红树林⒯地圈建设 通̠过⭣ᣕഭ

䱵䟽要⒯地和建设⒯地ޜ园使䈕४域的红树林⒯地䙀↕得到恢复 䟽̠⛩保ᣔ和恢

复珠海ǃ⊏门的红树林⒯地ˈ合理利用й角洲ส塘⒯地ˈ建设珠⊏й角洲ส塘⒯

地ਟ持续利用示㤳ส地Ǆ

粤ь沿海४域ᓄ䟽⛩解ߣ沿海红树林⒯地৺水禽栖息地的生ᘱ保ᣔ和恢复ˈ

䟽⛩建设汕头汕头⒮和汕ቮ红海⒮的红树林┙涂⒯地 强汕ቮ海丰ഭ䱵䟽要⒯࣐̍

地和汕头南澳候鸟省㓗自然保ᣔ४鸟类的保ᣔоⴁ测ᐕ 开̍展ส塘⒯地ਟ持续

利用示㤳Ǆ

˄3˅ 珊瑚礁生ᘱ系统恢复

改善珊瑚生境䍘䟿 遏̍制珊瑚䘰ॆ䎻势Ǆѕ格᧗制珊瑚礁集中࠶ᐳ४㤳围内

的排⊑情况 降̍վ珊瑚生ᘱ系统周围海域的营ޫⴀ和悬浮物浓ᓖ 禁̠→采挖珊瑚

礁ˈ߿少珊瑚礁的机Ỡ破ൿ˗ሩ捕鱼活ࣘ和使用的渔ާ࣐ԕ限制ˈ鼓࣡渔民改良

拖㖁渔ާ和方法ˈ߿少过ᓖ捕鱼和破ൿ性捕鱼Ǆ

建立ǃ升㓗珊瑚生ᘱ保ᣔ४Ǆ选ਆ珠海ᐲ庙⒮珊瑚ᐲ㓗自然保ᣔ४和䴧ᐎᐲ

流沙⒮珊瑚礁县㓗自然保ᣔ४Ѫѫ要升㓗ሩ象 合̍理规划保ᣔ४用地ǃ改善保ᣔ

४内生ᘱ⧟境ǃ强ॆ保ᣔ४人员у业ษ䇝ˈ开展สᵜ的修复研究Ǆ

开展珊瑚移Ἵᐕ程Ǆ在大㤳围移Ἵ珊瑚前ݸ䘋行探索性试⛩ᇎ验 确̍立珊瑚

移Ἵ的䘲ᇌ方案Ǆ按н਼地段珊瑚礁ਇ破ൿ的程ᓖ选ᤙ合䘲的地⛩ ṩ̍据种间联

结ޣ系和种群的空间࠶ᐳ格局䘋行н਼的移Ἵ珊瑚物种配置Ǆ规划期内将选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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䍘和种䍘资源条Ԧ䘲ᇌ的庙⒮ዋ৺流沙⒮Ѫ珊瑚的“ޫ殖ส地”和移Ἵ试验४Ǆ

˄4˅ 海草床生ᘱ系统恢复

制䇒ǉ海草保ᣔ管理规定Ǌ̍ 使海草保ᣔᐕ走向↓规ॆ和法制ॆǄ

水体䘿明ᓖǄ࣐少海草生长海域的䱶源和海к源⊑染ˈ改善水䍘ˈ增߿

建立海草床特别保ᣔ४Ǆԕਠ山кᐍዋ海草床保ᣔ४ǃ䴧ᐎ海草县㓗自然保

ᣔ४Ѫ升㓗目标ˈެ 顾保ᣔо开发的需要 将̍保ᣔ४划࠶Ѫ䟽⛩保ᣔ४域о一㡜

保ᣔ४域є个层次䘋行管理Ǆ海草生长ᘱ势较好ǃ密ᓖ较大ǃสᵜ䘎片ᡀ床的海

域 ৺̍ަ周边一定㤳围内Ѫ海草床发育而预留的缓ߢ海海域 划̍Ѫ䟽⛩保ᣔ४域˗

䟽⛩保ᣔ४周围设立界标ˈѕ格禁→人Ѫ活ࣘǄ

大ሩ海洋⧟境৺海草床生ᘱ系统的ⴁ᧗和保ᣔ力ᓖǄ在保ᣔ海草资源৺ަ࣐

生ᘱ系统的ส础кˈ研究ǃ᧘广海草的ษἽᢰ术和海草床生ᘱ系统的恢复ǃ修复

ᢰ术ˈ完善ǃ提高海草资源的开发利用ᢰ术Ǆ

结合移Ἵ地о“种源地”的ᇎ䱵ˈ在海草床移Ἵ试验४探䇘恢复的方法ˈ制定

合理的移Ἵ方案Ǆ选ᤙਟ在ᡁ省沿海海ᓅ৺▞间带繁殖的Ἵ物 在̍ި型海洋生ᘱ

⍵海४和⊑染河ਓ४䘋行种Ἵ和增殖ˈ䟽⛩४域包括䴧ᐎ流沙⒮ǃ䱣⊏海陵ዋǃ

湛⊏ь海ዋǃ㤲᭮鸡ዋǃ深圳⒮ǃ深圳大鹏⒮ǃ惠ᐎ大ӊ⒮ǃ汕头南澳ዋ等沿

海水域Ǆ

˄5˅ ޫ殖生ᘱ系统修复

深入开展水ӗ健康ޫ殖示㤳园४ǃ示㤳场ࡋ建活ࣘ 全̍面᧘䘋水ӗ健康ޫ殖Ǆ

研究ި型海洋生ᘱ系统在自然⧟境和人类活ࣘ影响л的ਈࣘ过程和机制 提̍

ࠪ并ᇎ施䟽⛩ޫ殖水域的生ᘱ⧟境修复䇑划Ǆ

规划期间考虑在珠⊏ਓǃ惠ᐎ大ӊ⒮ǃ㤲沿海ǃ湛⊏湛⊏⒮ǃ䴧ᐎ流沙⒮

等贝类ޫ殖४开展修复试⛩ᐕ 在̍贝类ޫ殖比较集中的海४ 㖁̍栏构建ޫ殖结

构Ոॆо生ᘱ⧟境生物修复研究示㤳४ 建̍立贝—鱼—藻ޫ殖结构Ոॆо水䍘⧟

境生物自修复系统ˈ探索ޫ殖生ᘱ系统修复的ᢰ术о方法Ǆ

5.3.1.4 强┘海⒯地和岸线资源保ᣔ࣐

强海岸带⒯地保ᣔ力ᓖˈ〟极修复海岸带⒯地Ǆ海岸带开发活ࣘǃ围海䙐࣐

地ᐕ程和采矿采⸲活ࣘᓄ䚥ᆸഭ家ǃ地方ᴹޣ建设亩目⧟境保ᣔ的规定 н̍得ঐ

用和破ൿ沿海┙涂ǃ珊瑚礁ǃ红树林ǃ海草床等生ᘱ敏感ᓖ高的┘海⒯地和岸线

资源ˈ限制无ᓖ开发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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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ሬ和᧗制┘海旅游资源开发 䱢̍→ަሩ┘海生ᘱ系统的破ൿǄ᭯ 府ᓄ࣐强

在大型┘海旅游亩目投资过程中的ѫሬ用 ሩ̍亩目投资开发ᇎ施全过程的管理

和ⴁ᧗ˈ਼ 时ᡀ立у门的旅游у家咨询委员会 ሩ̍┘海旅游投资开发行Ѫ䘋行必

要的引ሬ和᧗制 䚯̍免┘海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破ൿ生ᘱ⧟境⧠象Ǆ通过旅游

解说系统ǃ制定⺜性的┘海旅游Ჟ४游㿸规章制ᓖǃѕ格᧗制ᇒ流䟿等措施来合

理疏ሬᇒ流䟿和引ሬ游ᇒ行Ѫ ԕ̍缓解游ᇒ数䟿膨㛰Ѫ当地┘海生ᘱ系统带来的

压力Ǆ

ѕ格䚥照ǉ广ь省海岸保ᣔо利用规划Ǌ中划定的ࣘᘱ保ᣔ岸段ǃ限制利用

岸段ǃ䟽⛩利用岸段ᐳ局和空间管制要求ԕ৺ᵜ规划划定的海洋生ᘱ࣏能४划ˈ

਼时综合考虑४域资源载力和海域⧟境容䟿ˈ开展生ᘱ┘海ᯠ४建设ˈ科学ǃ

合理的开发岸线资源Ǆ探索高效ǃ节㓖的┙涂围垦利用模式ˈ科学确定围垦规模

和㤳围Ǆ࣐强ሩ海岸ᐕ程和┘海地४ӗ业园४的⧟境ⴁ管 注̍䟽Ӿ⧟保角ᓖ䚤选

亩目ˈሩ䟽大ᐕ程亩目䘋行全面的⧟境评估Ǆ

开展海䱶过४生ᘱ建设 营̍䙐海䱶生ᘱ缓ߢ४Ǆ࣐强┘海४域生ᘱ䱢ᣔᐕ

程建设ˈ合理营建堤岸䱢ᣔ林ˈ构建䘁海海岸复合Ἵ被䱢ᣔ体系ˈ缓߿ਠ风ǃ风

暴▞ሩ堤岸৺䘁岸海域的破ൿǄṩ据岸线地形ǃ地貌特⛩和开发利用⧠状ˈ在部

岸线ᇎ施ਾ䘰线保ᣔ措施࠶ ѕ̍禁ਾ䘰线内䘋行о海岸生ᘱ系统保ᣔ和修复无ޣ

的开发利用活ࣘǄ

少人Ѫ沙䍘海岸破ൿˈ采ਆ保ᣔ红树林ǃ禁→海岸采⸲ǃ限制沿岸地л水߿

开采ǃ调᧗河流入海泥沙ǃ修建海岸ᣔ堤等措施䘋行海岸的䱢ᣔǄ在䟽⛩┘海旅

游४和沿海㓿济开发४ˈᇎ施海┙垃圾清理ǃ除н合理海┙建筑ˈ开展生ᘱ浴

场建设ǃ人ᐕ沙┙修复ǃޫᣔǃ䘰垦䘈┙䘈海ˈ打䙐生ᘱᲟ㿲和生ᘱᓺ道Ǆ规划

在深圳䱴䘁海域ݸ行 并̍示㤳᧘广 在̠⊑染ѕ䟽的海┙采ਆ⊑染综合⋫理৺沙┙

修复ᐕ程ˈ建设粤ь的南澳ዋ˄含南澎ࡇዋ ǃ˅珠⊏ਓ海域的广ᐎ南沙十九涌ˈ

粤西的䴧ᐎ半ዋ流沙⒮ 3个高水ᒣ的┘海旅游⸲䍘海┙Ǆ

5.3.1.5 ᇎ施海ዋ生ᘱ修复和保ᣔ

开展全省海ዋ资源和生ᘱ⧟境调查评ԧǄ开展全省海ዋ地Პ查ǃ领海ส⛩

保ᣔ情况调查Ǆ完ᡀ全省海ዋ〠标志设置ᐕǄ在汕头ᐲ南澳ዋ和深圳ᐲ小铲

ዋ开展海ዋ沙┙生ᘱ修复ᐕ程Ǆ在珠海ᐲй角洲о小蜘洲ǃ外伶仃ዋǃ䱣⊏ᐲ南

鹏ዋ和湛⊏ᐲ罗斗沙开展生ᘱਇᦏ海ዋ的生ᘱ修复试⛩ᐕ程Ǆ开展海ዋި型生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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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物种多ṧ性保ᣔ的研究ˈ在惠ᐎᐲ小辣⭢ǃ深圳ᐲ内伶仃ዋǃ珠海ᐲ淇澳

ዋ建设海ዋ生ᘱᇎ验ส地Ǆ

ᇎ施领海ส⛩ᡰ在海ዋ৺ަ周边海域保ᣔᐕ程和生ᘱ系统ⴁ视ⴁ测ᐕ程 整̍

⋫修复领海ส⛩ԕ৺领海ส⛩保ᣔ㤳围内的地形地貌ˈ保ᣔ海ዋ的沙┙ǃἽ被ǃ

䱢ᣔ林和珍稀䟾生ࣘἽ物资源৺ަ周围海域海洋生物的ӗথ场ǃ索侥场ǃ䎺冬场

和洄游通道Ǆ࣐强海ዋ自然岸线ǃ濒ড珍稀物种栖息地ǃ生物多ṧ性४域ǃ生ᘱ

敏感४ǃ自然遗迹४ǃ原生和次生Ἵ被林地ǃ淡水水源和自然水系等४域的保ᣔˈ

建立海ዋ生ᘱ保ᣔ评ԧ体系Ǆ规划期间在汕头南大礁和芹澎ዋǃ惠ᐎ针头岩ǃ珠

海ᒣ洲ዋǃਠ山围夹ዋ和大帆石 6个领海ส地ᡰ在海ዋ开展⧟境保ᣔ试⛩ᐕ程Ǆ

5.3.1.6 强海洋生物多ṧ性保ᣔ࣐

开展广ь省沿海生物多ṧ性调查 建̍立海洋生物多ṧ性调查৺信息系统和ⴁ

测综合信息ᒣਠˈ完善生物多ṧ性保ᣔⴁ测㖁㔌Ǆ选ᤙ惠ᐎ大ӊ⒮ǃ汕头南澳ዋ

和湛⊏硇洲ዋѪ海洋生物多ṧ性保ᣔ示㤳४ ᇎ̍施生物多ṧ性保ᣔ研究Ǆ保ᣔ

和修复红树林ǃ珊瑚礁ǃ海草床等生ᘱ系统ԕ৺海洋鱼虾类ӗথ场ǃ索侥场ǃ䎺

冬场ǃ洄游通道৺ޫ殖场等生境栖息地ˈ提高生境栖息地的保ᣔ能力Ǆ禁→在海

洋保ᣔ४和水ӗ种䍘资源保ᣔ४内Ӿһ捕ᦎ活ࣘ和捕杀ǃ伤害ഭ家䟽⛩保ᣔ的水

生䟾生ࣘ物行ѪǄ࣐强广ь汕头南澳ዋ海域—福建漳ᐎь山ዋ海域联合ഭ海洋生

物多ṧ性保ᣔ示㤳४建设 扩̍大оަ他沿海地४和ഭ䱵的交流Ǆ开展生物多ṧ性

保ᣔᇓ传教育ˈ建立生物多ṧ性保ᣔ教育试⛩Ǆ

5.3.1.7 䟽视珍稀濒ড物种保ᣔᐕ

强珍稀ǃ濒ড水生䟾生生物物种的ส础调查৺ަ栖息地的保ᣔ࣐ 建̍立生物

资源数据ᓃ˗研究䟽要珍稀ǃ濒ড水生䟾生生物物种的繁育特性ˈ࣐强ަ迁地保

ᣔ和就地保ᣔ管理ˈ保ᣔަ遗传资源ˈ䚯免ส因漂移ˈ确保遗传资源的延续Ǆ

ᯠ建 2个珍稀ǃ濒ড和㓿济品种的种䍘资源ᓃǃ6个䟽要珍稀ǃ濒ড物种的

人ᐕ生ᘱᓃ和 6个䟽要珍稀ǃ濒ড物种原种场Ǆṩ据生物多ṧ性的䟽要性和ਇ㛱

迫程ᓖԕ৺ሩ生物资源利用ԧ值等判别标准 确̍定和提ࠪ需要特别保ᣔ的广ь海

洋珍稀ǃ濒ড䟾生物种的Ոݸ䟽⛩保ᣔ录Ǆ

5.3.1.8 强外来入侵物种风险䱢᧗࣐

开展广ь省海域和海ዋ外来入侵物种调查 建̍立外来物种数据ᓃ৺风险评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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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ǃ风险评ԧ方法和风险管理程序等Ǆ强ॆ检验检疫和ਾ继检疫ⴁ管力ᓖˈ

提高ሩ外来ᴹ害物种鉴定ǃ诊断ǃ除害的处理水ᒣǄᇑ慎引入和释᭮外来物种ˈ

䙀↕建立外来入侵物种ⴁ测系统和外来入侵物种鉴定和预警信息中心Ǆ࣐强о䱢

⋫外来入侵ᴹޣ的科学研究ˈษޫޜՇᓄሩ外来物种入侵的意识和自㿹行ࣘǄ

5.3.2 海洋保ᣔ४㖁㔌建设

5.3.2.1 提高⧠ᴹ海洋保ᣔ४的管理水ᒣ

䘋一↕完善各类保ᣔ४总体规划和管理䇑划的编制 ᇎ̍⧠ሩ保ᣔ४㤳围和࣏

能४划的Ոॆˈ处理好海洋保ᣔ४о海洋资源开发的ޣ系ˈ落ᇎ生ᘱ保ᣔ措施Ǆ

快᧘䘋海洋保ᣔ४的用海用地确权ᐕ࣐ 强海洋保ᣔ४管ᣔ设施ǃ界标ǃ࣐̍

科研ǃⴁ测ǃᇓ传教育等ส础设施的建设ˈ初↕建ᡀ全省海洋保ᣔ४ⴁ测ⴁ视㖁

㔌和综合信息ᒣਠ 提̍高⧟境ⴁ测оส础研究水ᒣ 强ሩ保ᣔ४周边海洋资源࣐̍

开发活ࣘ的ⴁ᧗和引ሬǄ

᧘ࣘ海洋保ᣔ४数ᆇॆ管ᣔ和ⴁ᧗ᒣਠ建设Ǆԕഭ家㓗ǃ省㓗和䟽⛩ᐲ县㓗

保ᣔ४Ѫ㖁㔌节⛩ˈ建立较完善的保ᣔ४数ᆇॆ管ᣔǃ信息服࣑ǃ统䇑࠶析ǃ视

频ⴁ测体系ˈ䙀↕ᇎ⧠保ᣔ४㖁㔌ॆǃਟ视ॆǃ数ᆇॆ和信息共享ॆˈн断提高

保ᣔ४⧠ԓॆ建设和管理水ᒣǄ

䘋一↕提高海洋保ᣔ४的管ᣔ能力 建̍立或完善⧠ᴹ的海洋自然保ᣔ४和海

洋特别保ᣔ४相ᓄ的管理机构ǃ社४共管体制和ਟ持续䍒᭯支持道 强保ᣔ࣐̍

४管理人员的ษ䇝Ǆ

ṩ据自然保ᣔ४规㤳ॆ建设标准要求ˈ制定䘲合保ᣔ४生ᘱ系统保ᣔ的管

理ǃⴁ测о评估体系ˈ定期开展保ᣔ४管理绩效评估ˈ࣐强ഭ䱵ഭ内交流合ˈ

ԕ科学的管理理念ǃᢰ术和手段提高海洋保ᣔ४管理能力Ǆ

ѕ格海洋自然保ᣔ४调整管理 ↓̍确处理生ᘱ保ᣔ和㓿济建设的ޣ系 ᇎ࠷̍

强自然保ᣔ४的管理࣐ 䱢̍→开发建设活ࣘሩ自然保ᣔ४ӗ生н利影响 确̍因保

ᣔ和管理৺ഭ家䟽大ᐕ程建设需要必享ሩ自然保ᣔ४䘋行调整的 ᓄ̍䈕䘋行深入

调查和科学论证ˈӾѕ᧗制缩小自然保ᣔ४৺Ṩ心४ǃ缓ߢ४的㤳围ˈ确保自然

保ᣔ४的性䍘和࣏能нਈǃ生ᘱ系统和生ᘱ过程的完整性нਇ到破ൿǃ䟽⛩保ᣔ

ሩ象得到ᴹ效保ᣔ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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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保证海洋保ᣔ४资金投入

ṩ据ǉ中ॾ人民共和ഭ自然保ᣔ४条例Ǌ̍ 将海洋自然保ᣔ४的发展规划㓣

入ഭ民㓿济和社会发展䇑划㓴㓷ᇎ施 将̍海洋自然保ᣔ४ᡰ需资金ࡇ入当地᭯府

的ᒤᓖ䍒᭯预算 增࣐̍᭯府ሩ海洋自然保ᣔ४的投入力ᓖǄ࣐强ᇓ传和制定相ޣ

᭯策ˈ鼓࣡社会各界〟极参о海洋自然保ᣔ४建设ˈ开辟民间集资道Ǆ广泛开

展ഭ䱵合ˈҹਆഭ䱵资ࣙǄ处理好海洋保ᣔ४开发利用о保ᣔ的ޣ系ˈԕ海洋

自然保ᣔ४的生ᘱ资源和自然Ჟ㿲Ѫ依托开展生ᘱ旅游 ᇎ̍⧠资源合理ᴹ序的永

续利用ˈ提高保ᣔ४自ޫ能力Ǆ

5.3.2.3稳↕᧘䘋海洋保ᣔ४体系建设

修编ǉ广ь省海洋о渔业保ᣔ४总体发展规划˄2011-2020ᒤ Ǌ˅̍ 科学规划

海洋保ᣔ४ᐳ局Ǆṩ据自然资源特征ˈ通过ѕ格科学论证ˈ在ᴹ条Ԧ的४域࠶期

规划和建设一批多层次的ާᴹ保ᣔԧ值的海洋生ᘱ系统ǃ自然遗址ǃ地䍘地貌ǃ

种䍘资源ǃ红树林ǃ珍稀濒ড物种ǃ┘海⒯地等海洋自然保ᣔ४˗将ާᴹ特↺地

理条Ԧǃ生ᘱ系统ǃ生物о非生物资源ˈ৺满足海洋资源利用特↺要求ǃ需要采

ਆᴹ效保ᣔ措施和科学利用方式Ҹԕ特↺管理的४域˄ 包括海ዋ 建˅ᡀ海洋特别

保ᣔ४ˈᇎ⧠海洋˄海ዋ˅资源开发о保ᣔ的ॿ调发展Ǆ

在修编海洋࣏能४划时ˈ统一考虑海洋保ᣔ४建设需求ˈ包括ս置规划ǃ४

域㤳围ǃ物种保ᣔ等方面Ǆ在䟽⛩生物资源种群的ӗথ场ǃ索侥育肥场ǃ䎺冬场ǃ

洄游通道等ѫ要栖息地场ᡰ设立㓸ᒤ禁捕४或生物资源保ᣔ४ 保̍ᣔަӗথ群体

和补充群体Ǆሩާᴹ较高㓿济ԧ值和遗传育种ԧ值的水ӗ种䍘资源ᇎ行就地保ᣔ

或迁地保ᣔ 建̍立水ӗ种䍘资源ส因ᓃ 在̍ަѫ要生长繁育४域设立水ӗ种䍘资

源保ᣔ४Ǆ

规划期间 ᓄ̍继续࣐大ሩ已建和规划建设的ഭ家㓗和省㓗自然保ᣔ४的投入

力ᓖˈԕ发挥ަ窗ਓ示㤳用ˈԕ⛩带面ˈ全面促䘋ᡁ省渔业自然保ᣔ४㖁㔌的

建立о完善Ǆ粤西沿海地४ᓄ䘋一↕࣐强南鹏ࡇዋǃ䴧ᐎ珍稀海洋生物ǃ徐闻珊

瑚礁ǃ䱣⊏海陵ዋǃ湛⊏特呈ዋ和ཙᡀਠ等䟽要的自然保ᣔ४和海洋ޜ园的管理

力ᓖˈ਼ 时〟极᧘䘋㤲᭮鸡ዋ文昌鱼自然保ᣔ४ǃ㤲虎头山海洋ޜ园和吴ᐍ

博㤲海洋特别保ᣔ४的升㓗和划建ᐕǄ珠⊏й角洲地४ᓄ䘋一↕提升珠⊏ਓ中

ॾⲭ海豚ǃ大ӊ⒮水ӗ资源ǃ惠ь港海龟自然保ᣔ४ǃь莞黄唇鱼ǃਠ山кл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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ዋь⒮ǃ⊏门中ॾⲭ海豚等自然保ᣔ४的管理水ᒣˈ਼ 时᧘ࣘ珠海横琴ዋ海洋ޜ

园ǃ惠ᐎ考洲洋海洋ޜ园等的建设ᐕǄ粤ь沿海地४建设▞ᐎ南铲海洋自然保

ᣔ४ԕ৺汕ቮ䚞浪角和龟龄ዋ等海洋特别保ᣔ४Ǆҹਆ到 2015ᒤˈ广ь省各㓗

海洋自然保ᣔ४ǃ海洋生ᘱ特别保ᣔ४总面〟ঐ全省䟽⛩规划海域面〟的 3.2%Ǆ

5.3.3 海洋生物资源ޫᣔ

5.3.3.1 调整捕ᦎӗ业结构

ѕ格᧗制䘁海捕ᦎ强ᓖ ᧘̍䘋捕ᦎ业结构调整 发̍展高ӗվ耗的业类型ˈ

᧘广节能渔船和选ᤙ性渔ާ渔法 少在机䖞ᓅ拖㖁禁渔४线内业的ǃ选ᤙ性߿̍

差的小型拖㖁渔船ˈ߿少幼鱼ǃվ值渔获物的比例ˈ合理利用䘁海渔业资源Ǆṩ

据ǉ渔业法Ǌ确定的“捕ᦎ䟿վ于资源增长䟿”原ࡉˈԕ广ь省海洋捕ᦎ生ӗ⧠状

和生ӗ水ᒣѪส础 Ӿ̍捕ᦎ投入和ӗࠪє个方面ѕ格ᇎ施捕ᦎ许ਟ制ᓖ ᇎ̍行捕

ᦎ生ӗ要素指标总䟿᧗制和ᇎ施渔获物限额ॆ管理 〟̍极探索配额转䇙的ᴹ效机

制和途ᖴǄҹਆᇎ⧠外海ǃ深海生ӗ渔船达到海洋捕ᦎ渔船的20%ԕкˈ沿岸生

ӗ渔船᧗制在60%ԕлǄ

〟极发展䘌洋渔业Ǆ᧘䘋䘌洋渔业企业ެ并䟽㓴ˈ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ˈ

䙀↕建立䎧若ᒢ家к规模ǃᇎ力强的⧠ԓॆ䘌洋渔业企业 提̍高广ь渔业的整体

竞ҹ力和抗风险能力Ǆ增࣐䘌洋渔业科ᢰ含䟿 建̍设和改䙐一批装备ݸ䘋的䘌洋

渔船和生ӗ辅ࣙ船Ǆ开展多ৼ边交流合ˈࣚ 力ᤃ展ᯠ的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空间Ǆ

5.3.3.2 强禁渔४ǃ禁渔期和渔ާ渔法管理࣐

ᇎ执行禁渔४ǃ禁渔期和伏季休鱼制ᓖǄ在ᇎ施禁渔४和禁渔期制ᓖ的਼࠷

时 辅̍ԕ㖁目尺ረ和ਟ捕规格的限制Ǆ最小㖁目尺ረ和ਟ捕规格ԕ渔港⸱头检查

渔ާǃ流通道检查鱼䍗Ѫѫ的方式䘋行 在̍管理力䟿н足的情况лᓄѪѫ要

的执法手段Ǆ䟽ᯠ修䇒广ь省海域ѫ要㓿济种类的最小ਟ捕规格和ᓅ拖㖁㖁囊最

小㖁目标准ˈ并付䈨ᇎ施ˈ并就围㖁ਆ鱼部㖁目尺ረǃ刺㖁㖁目较小等䰞题䘋一

↕开展调查研究ˈ਼ 时〟极着手制䇒捕ᦎ渔ާ准用目录和渔ާ选ᤙ性试验 探̍索

改䘋渔ާ选ᤙ性的ᴹ效途ᖴǄ

5.3.3.3 持续开展人ᐕ鱼礁建设和生物资源增殖

建设人ᐕ鱼礁ᴹ利于保ᣔ和改善海洋生ᘱ⧟境 ᇎ̍⧠生物资源增殖Ǆ规划期

间 继̍续研究河ਓ४域人ᐕ鱼礁生物栖息地和海洋牧场构建ᢰ术 开̍展开᭮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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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鱼礁建设 〟̍极᧘䘋ԕ海洋牧场建设Ѫѫ要形式的४域性综合开发 ᯠ̍建人ᐕ

鱼礁४ 12个ԕк和海洋牧场示㤳४ 5ᓗԕк 建̍设沿海人ᐕ鱼礁生ᘱ保ᣔ屏障ˈ

ҹਆ在ޜ益型礁४建设海洋自然保ᣔ४Ǆ࣐大海洋生物资源增殖力ᓖˈ在汕头ǃ

大ӊ⒮ǃ湛⊏等地规划建设海洋生物增殖᭮流ส地 ⇿̍ᒤ⭡海洋о渔业行᭯ѫ管

部门制定生物资源ᣔޫ增殖䇑划ˈ并负䍓在沿海人ᐕ鱼礁४ǃ幼鱼幼虾保ᣔ४ǃ

水ӗ资源自然保ᣔ४ǃ贝类和海珍品扩ޫ增殖४等海域ᇎ施ᣔޫ增殖䇑划Ǆҹਆ

到规划期ᵛᇎ⧠增殖᭮流海洋渔业㓿济种类苗种 1.5亿˄ቮ ǃ˅海洋大型藻种类

苗种 8类 2250万᷍ǃ海洋珍稀濒ড保ᣔ物种苗种 600.28万ቮǄ

5.3.3.4 䘋行ӗ业结构调整ˈ转ਈ渔业㓿济增长方式

通过调整水ӗ业内部的ӗ业结构 转̍ਈ渔业㓿济增长方式Ǆ改ਈԕ捕ᦎ业Ѫ

ѫ的传统海洋水ӗ业结构ˈ引ሬ渔民转向深水㖁箱ޫ殖ǃ䘌洋渔业ǃ水ӗ࣐ᐕ流

通业ǃ休闲渔业ԕ৺ަ它Ҽǃйӗ业ˈ䟽⛩建设蓝色ӗ业园४ˈѪ休渔渔民转ӗ

转业提供更多的途ᖴ和空间 䘋̍一↕ᤃ展渔业的社会服࣏࣑能Ǆ䘲ᓖ发展䘌洋渔

业ˈᴹ䟽⛩地࣐大ሩ䘌洋渔业的扶持力ᓖˈՈॆ䘌洋渔业ӗ业结构ˈᤃ展ᯠ渔场

资源开发 引̍ሬᴹ条Ԧ的渔民捕ᦎ力䟿转移 缓̍解ሩᡁ省沿岸৺䘁海生物资源压

力Ǆ

5.3.4 ┘海ᯠ४生ᘱ⧟境建设

᧘䘋已ᡀ立的珠海横琴ᯠ४ǃ㤲┘海ᯠ४落ᇎަ各自的总体发展规划 科̍

学指引开发建设ᐕ的开展Ǆ珠海横琴ᯠ४在发展海洋第йӗ业о海洋战略ᯠޤ

ӗ业的਼时 ᓄ̍持续᧘䘋┘海⒯地的生ᘱ修复ᐕ 将̍横琴┘海⒯地ޜ园打䙐ᡀ

ഭ家㓗海洋ޜ园ˈ并࣐强海洋生ᘱᆹ全保障能力建设ˈ构建⧟ዋ海堤Ǆ㤲┘海

ᯠ४ᓄ将临海䟽ॆᐕ业ส地集中ᐳ局 大̍力᧘行循⧟㓿济 完̍善ᐕ业⊑染䱢⋫的

配྇设施ˈ建立ᓄሩ海洋⊑染һ故的ᓄ急体系ˈ਼时䘈ᓄՈॆ┙涂围垦ᐳ局 开̍

展⧟水ь⒮海域的生ᘱ⧟境综合整⋫ ᇎ̍施ሩ渔场等䟽⛩海域ǃ临港ӗ业४ԕ৺

┙涂围垦ǃ㡚道ǃ港ਓ⸱头䱴䘁海域的生ᘱ修复ˈ开展ѫ要㓿济生物资源种群恢

复о增殖ˈ保ᣔ和恢复ӗথ场ǃ索侥场৺洄游通道Ǆ除↔ѻ外ˈ继续᧘䘋中山等

沿海地४建ᡀ一批合理利用४域海洋资源Ո势发展海洋㓿济ǃ਼ 时৸保持ᴹ地४

海洋生ᘱ特色的┘海ᯠ४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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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海洋生ᘱ文明示㤳建设

2012ᒤ 2ᴸ 1日ˈഭ家海洋局发ᐳ了“ޣ于开展‘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

ᐕ的意㿱”˄ഭ海发Ǐ2012ǐ3ਧ˅̍ ሩᡁഭ沿海地४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的建

设ᐕ提ࠪ了䟽要的指示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䭖涛ԓ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共

第十ޛ次ԓ表大会ᡰ做的ᣕ告中ˈ提ࠪ了“大力᧘䘋生ᘱ文明建设”的要求Ǆ

5.3.5.1 海洋生ᘱ文明制ᓖ建设

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ᓄ制定并ࠪਠǉ广ь省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管理暂

行࣎法Ǌ̍ 明确针ሩ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的ⴁ督管理࣎法ˈ确定省㓗海洋生ᘱ文

明示㤳४的建设指标体系和考Ṩ评估࣎法 并̍制定ǉ广ь省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建设规划编制大㓢ǊǄ

5.3.5.2 ഭ家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

响ᓄഭ家海洋局“ޣ于开展‘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ᐕ的意㿱”˄ഭ海发

Ǐ2012ǐ3ਧ˅等文Ԧਧ召ԕ৺中共第十ޛ次ԓ表大会ᴹޣ“大力᧘䘋生ᘱ文明

建设”的指示ˈ大力᧘ࣘ珠海横琴ᯠ४ǃ汕头南澳县ǃ湛⊏徐闻县建设ഭ家㓗海

洋生ᘱ文明示㤳४Ǆ

横琴ᯠ४ᓄ凭借ަ毗邻港澳的独特४սԕ৺᭯策Ո惠ǃ⧟境৻好ǃ规划ݸ行

等Ո势ˈ在䙀渐转ਈ㓿济发展模式ǃ大力发展┘海旅游业ǃ商࣑服࣑业等海洋第

йӗ业和海洋战略ᯠޤӗ业的਼时 持̍续᧘䘋⒯地修复ᐕ程的开展 䘋̍一↕建ᡀ

ഭ家㓗海洋ޜ园ˈ并࣐强海洋生ᘱᆹ全保障ᐕˈ建ᡀ完善的⊑水收集ǃ处理系

统等ᐲ᭯ᐕ程 ᧘̍ࣘ地४ǃ部门海洋⧟保联ࣘ机制和入海⊑染物总䟿᧗制制ᓖ的

建立ˈ并继续扩大横琴特ᴹ的横琴蚝节和赤沙⒮遗址等海洋传统文ॆ的影响力Ǆ

汕头南澳县ᓄ凭借ަս于高雄—厦门—香港й大港ਓ中心⛩的地理Ո势和

港ਓǃ旅游ǃ生物ǃ渔业ǃ风能等各类海洋资源Ո势ˈ持续࣐大力ᓖ发展⧠ԓ生

ᘱ渔业ǃ┘海旅游业ԕ৺海洋⧠ԓ服࣑业等⎹海ᯠޤӗ业 完̍善全ዋ的各类⊑水ǃ

固废收集о处理体系 ዋ海洋生ᘱഭ家㓗自然保ᣔ४等ࡇ强南澎࣐̍ 4个自然保ᣔ

४的建设ˈ开展海草床人ᐕ复种ǃ珍稀濒ড物种救ࣙо保育等生ᘱ修复亩目 建̍

立“南澳 Iਧ”ਔ沉船у题博物馆ǃ海洋生ᘱ文ॆ广场ǃ海洋生ᘱ科Პส地等一批

海洋生ᘱ文明ޜ共设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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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徐闻县地处粤桂琼交汇处 是̍广ьо海南ഭ䱵旅游ዋᇎ⧠ӗ业ሩ接和错

ս发展的咽喉要地ˈᓄ发挥ަ岸线ǃዋ屿ǃ生物等资源Ո势和深厚海洋文ॆᓅ蕴

的Ո势ˈ打䙐罗斗沙ǃޝ极ዋєᓗഭ䱵旅游ዋԕ৺珊瑚礁科Პ旅游ǃ大汉й墩旅

游४ǃ休闲渔业等┘海旅游品牌ˈ᧘ࣘ南珠和南参ޫ殖业的Ոॆ发展ˈ完善各类

⊑水о生活垃圾的收集ǃ处理系统 促̍䘋珊瑚礁ഭ家㓗自然保ᣔ४的一系ࡇ配྇

设施建设ˈ开展珊瑚礁人ᐕ恢复ǃ海草床人ᐕ复种ǃ红树林人ᐕ复种等生ᘱ修复

ᐕ程ˈ建立珊瑚礁保ᣔᇓ教中心ԕ৺ަ他海洋生ᘱǃ文ॆ相ޣส地ˈ开࣎一系ࡇ

ᇓᢜ“海кэ绸ѻ路”等徐闻特ᴹ海洋文ॆ的海洋文ॆ旅游节Ǆ

除了к述й个县˄४˅ѻ外ˈ广ь省䘈ᓄ继续᧘ࣘަ他条ԦՈ䎺的地४ࡋ建

示㤳४ˈ通过ԕ⛩带面的形式ˈ࣐快全省的海洋生ᘱ文明发展ˈ力ҹ在 2015ᒤ

前全省建ᡀഭ家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6个Ǆ

5.3.5.3 省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

在ǉ广ь省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建设管理暂行࣎法Ǌ颁ᐳ并明确省㓗海洋生

ᘱ文明示㤳४的建设指标体系和考Ṩ评估࣎法ѻਾ 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ᓄ㓴㓷

ᡀ立省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评委会ˈ开展省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的⭣ᣕǃ评

选ᐕǄ沿海各ᐲᓄ〟极᧘ࣘᵜᐲ或管辖㤳围内ާ备条Ԧ的४˄县 ǃ˅镇⭣ᣕ省

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ˈ力ҹ在 2015ᒤ前ˈ全省建ᡀ省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5个ԕкǄ

5.4 海洋⧟境ⴁ管能力建设

5.4.1 海洋⧟境ⴁ测㖁㔌体系建设

5.4.1.1 完善制ᓖ规㤳

制定ǉ广ь省海洋⧟境ⴁ测管理规定Ǌ和ǉ广ь省海洋⧟境ⴁ测ᢰ术ሬࡉǊ̍

䘋一↕完善海洋⧟境信息发ᐳ制ᓖˈ⇿ᒤ发ᐳǉ广ь省海洋⧟境䍘䟿ޜᣕǊ和各

沿海ᐲ的海洋⧟境䍘䟿ޜᣕǄ

5.4.1.2 强队伍建设࣐

ṩ据ⴁ测业࣑需要 调̍整ⴁ测队伍中各方面у业人的比例 保̍证队伍的у

业知识结构合理˗制定合理的人᭯策ˈ如建立补ࣙ和྆࣡机制ǃ提供更多发展

机会ǃ〟极引䘋高㓗人等˗建立ᴹ效的人ษޫ机制ˈษ育一批中青ᒤᢰ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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ᒢ人ˈ࣐强ᢰ术ษ䇝о考ṨǄ

5.4.1.3 Ոॆⴁ测䇑划

о⧟保部门ॿ力࣐强海к固定ⴁ测能力建设ˈ਼ 时将自ࣘⴁ测站ս㖁㔌о人

ᐕⴁ测站ս㖁㔌结合䎧来ˈ综合考虑ⴁ测站սᐳ设的Ոॆ和完善Ǆ

构建ส于海洋࣏能४划的海洋⧟境ⴁ测㖁㔌Ǆ将䟽⛩海域ǃ䟽要的港ਓ和入

海河ਓǃ䟽⛩海洋保ᣔ४和ߌ渔业४ǃѫ要⊑染४和ᐕ业群聚४等㓣Ѫ䟽⛩ⴁ测

४域˗ṩ据ǉ广ь省海洋࣏能४划Ǌ修编情况ˈԕަ划࠶的海洋࣏能४Ѫⴁ测ᐳ

⛩单元ˈ䚥循ቭ䟿沿用শਢ站ս的原ࡉˈṩ据ᇎ䱵地理ǃ水文৺ަ他自然条Ԧˈ

ሩ⧠ᴹⴁ测⛩ս䘋行Ոॆ和完善Ǆ

部࠶海域ᓄ在海水水䍘ⴁ测的必测亩目中增࣐᭮射性Ṩ素一类ˈާ 体ⴁ测元

素ṩ据ᐕ条Ԧ和䘋一↕调查综合ߣ定Ǆṩ据н਼海域的⧟境特征和⊑染来源ˈ

考虑ᴹ针ሩ性地增࣐选测亩目Ǆ

5.4.1.4 海洋⧟境ⴁ测机构建设

䙀↕完善⧠ᴹ生ᘱⴁ测站ˈ增࣐ⴁ测站⛩的数䟿ˈᇎ⧠ሩ䟽⛩海域ǃ䟽⛩开

发利用४生ᘱ⧟境状况䘋行全面ǃᴹ效的预警和预ᣕǄ

启ࣘ全省海洋⧟境ⴁ᧗中心建设 构̍建全省海洋ⴁ᧗㖁㔌体系Ǆ࣐快全省海

洋⧟境ⴁ测业࣑机构สᵜ能力标准ॆ建设ᐕ程建设Ǆ启ࣘ海洋生ᘱ⧟境ⴁ测о评

ԧޣ键领域䟽⛩ᇎ验ᇔ建设Ǆ䟽⛩᧘䘋粤港澳珠⊏ਓ海洋⧟境ⴁ᧗体系ǃ3个४

域性˄粤ьǃ粤西和珠й角˅海洋⧟境ⴁ测中心站和 25个沿海县˄४˅海洋⧟

境ⴁ测机构建设ᐕ程Ǆ启ࣘ省ⴁ测中心ǃ深圳ᐲⴁ测站ǃ䱣⊏ᐲⴁ测站和⊏门ᐲ

ⴁ测站海洋⧟境辐射ⴁ测ᇎ验ᇔ建设ˈ在深圳ǃ䱣⊏ǃ⊏门等地४探索开展海к

Ṩ辐射ⴁ测Ǆ在䟽⛩海洋开发४域ǃ海ዋᐳ局建设 10~15个海洋㿲测站⛩ˈ䙀↕

配备ᓄ急机ࣘ船只ǃ无人机ǃ㡚空遥感等ⴁ测手段Ǆᇎ施海洋生ᘱ⧟境调查ⴁ测

船艇建设ˈަ中建䙐 500吨㓗ⴁ测船 1艘ˈ200吨㓗ⴁ测船 3艘ˈ100吨㓗ⴁ测

船 14艘ˈⴁ测快艇 50艘Ǆ

开展物理海洋的㿲测能力建设Ǆ在沿海䟽要㓿济带ǃ自然保ᣔ४ǃ生ᘱ敏感

४建ᡀ⭡ 5个中心站ǃ11个สᵜ㿲测站和 1个备用㿲测⛩㓴ᡀ的岸ส海洋㿲测

体系 䟽̍⛩完ᡀ 15个气象㿲测站ǃ16个验▞Ӆǃ11个气象䴧达ǃ7个 X⌒䴧达ǃ

3ሩ地⌒䴧达等㿲测设备৺ަ配྇ส础设施Ǆ

5.4.1.5 促䘋४域ǃ部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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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ራ求粤港澳ǃ粤桂琼ǃ粤闽地४间在海洋⧟境ⴁ测ᐕк的ॿ调合ˈ

䟽⛩打䙐粤港澳珠⊏ਓ海洋⧟境ⴁ᧗㖁㔌Ǆԕ珠⊏ਓ西岸地४Ѫ试⛩ ᇎ̍⧠海洋

⧟境信息通ᣕǃⴁ测资源共享等ˈ᧘ࣘ粤ьǃ粤西ǃ珠⊏ਓ沿海४域性海洋⧟保

联ࣘ机制的䙀↕建立Ǆ

ޣ强海洋о渔业部门਼⧟保部门ǃ海һ部门ǃ水利部门等海水水䍘ⴁ测相࣐

部门ѻ间的信息沟通о业࣑合Ǆਟ建立相ޣ部门内部的ⴁ测信息㖁㔌沟通ᒣ

ਠˈᇎ⧠䟽要数据的内部ሩ接ˈ਼时䘈ਟ联合开辟“广ь省海洋⧟境信息 GIS综

合发ᐳᒣਠ”ˈᇎ时向ޜՇ呈⧠各海域尤ަ䟽⛩海域的水䍘等⧟境概况Ǆ

5.4.2 海洋⊑染һ故ᓄ急体系建设

5.4.2.1 ᧘ࣘ建立४域ǃ部门ᓄ急联ࣘ机制

ԕ珠⊏ਓ西岸地४Ѫ试⛩ˈ䙀↕建立粤ьǃ粤西ǃ珠⊏ਓ沿海४域性海洋⊑

染һ故风险䱢㤳оᓄ急处置联ࣘ机制˗䘋一↕深ॆǉ广ь省⧟境保ᣔǃ广ь省

海洋о渔业局建立完善海洋⧟境保ᣔ沟通合ᐕ机制的ॿ䇞Ǌ̍ ᧘ࣘ各ᐲ签䇒

⧟境保ᣔо海洋渔业ѫ管部门合ॿ䇞 䘋̍一↕࣐强地方⧟保部门о海洋部门在

䘁岸海域⊑染һ故ⴁ测ⴁ视о处理方面的合ˈӾ而ᇎ⧠४域ǃ部门合力ˈ提高

ሩ各类海洋⊑染һԦ的综合ॿ调оᓄሩ能力Ǆ

5.4.2.2 强风险管理࣐

ṩ据н਼类型海洋⊑染һ故的特⛩ˈ制定ǃ完善广ь省海к溢油ǃᴹ毒ᴹ害

ॆ学物䍘泄漏和Ṩ泄漏等һ故ᓄ急预案ˈ明确海洋渔业局ǃ海һ局ǃ⧟保等相

部门的职䍓ԕ提高ᓄ急响ᓄ效率Ǆ针ሩ沿海ާᴹ储油设施ǃMޣ 毒ॆ学品等ਟ能

发生⎹海䟽大⊑染һ故的企业һ业单սˈ建立预警录ˈ并о省⧟保ॿ, 定

期ሩ⧟境风险源和海洋生ᘱ敏感४䘋行检查 ԕ̍降վ沿海ᐕ业企业ሩ海洋⧟境⊑

染和生ᘱ破ൿ的风险Ǆ开展沿海海洋灾害о⊑染һ故风险评估о४域选划Ǆ

5.4.2.3 建设必要的ᓄ急系统ᐕ程

设立广ь省海洋⧟境灾害о⊑染һ故ᣕ告举ᣕ和ᓄ急指挥中心Ǆ完善珠⊏

ਓǃ大ӊ⒮ǃ湛⊏港等४域石油ǃᴹ毒ᴹ害ॆ学品⊑染ᓄ急ⴁ测体系建设Ǆ建立

珠⊏ਓ溢油ᓄ急辅ࣙߣ策系统Ǆ在大ӊ⒮ǃ高栏港ǃ湛⊏港开展᭯府о企业海洋

⊑染һ故风险䱢㤳和ᓄ急联合处置示㤳ᐕ程建设Ǆ建立广ь省沿海䘁岸油储和石

ॆ企业油指㓩ᓃǄԕᴹ害藻ॾǃ溢油等Ѫሩ象ˈ发展遥感ⴁ测ᓄ用业࣑系统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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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大力࣐强ᓄ急队伍建设

结合ᡁ省ᇎ䱵情况ˈ采ਆу业о社会ॆ相结合的方式ˈо⧟保ǃ海һ等相ޣ

部门合力建设多ở队的⊑染ᓄ急队伍ˈ包括у业ᇎǃߣ策↓确ǃ指挥得当的ᓄ

急指挥队伍和"招ѻ能来ǃ来ѻ能战ǃ战ѻ能胜"的у亩ⴁ测队伍ԕ৺第йở队的

ᓄ急清⊑队伍˄例如渔民ǃ志愿者等 Ǆ˅明确各ở队⊑染ᓄ急队伍的࣏能定սˈ

人员的ษ䇝ޣ强ሩᴹ࣐ 定̍期㓴㓷部门间联合演Ґ䇝㓳 促̍䘋ᓄ急队伍水ᒣ的提

高Ǆ

5.4.3 海洋生ᘱ灾害ᓄ急体系建设

5.4.3.1 强生ᘱ灾害ⴁ᧗能力࣐

强海域࣐ˈ强14个沿海地㓗ᐲ和䟽⛩沿海县˄ᐲ˅生ᘱ⧟境ⴁ测能力建设࣐

水䍘ⴁ测的频率和ⴁ测亩目 䟽̍⛩࣐强易发生赤▞ǃ绿▞等生ᘱ灾害४域和⎹海

外来物种入侵的生ᘱ⧟境ⴁ测力ᓖ ሩ̍䟽⛩䘁岸海域ǃ水ӗޫ殖४和⊏河入海ਓ

水域䘋行࣐密ⴁ测ˈ利用常规ᢰ术和高ᯠᢰ术˄如在线ᇎ时ⴁ测系统ˈ卫ᱏǃ㡚

空遥感系统等˅̍ 建立海洋灾害˄如赤▞˅跟踪ⴁ测о评估ᢰ术体系ˈ在海洋灾

害˄如赤▞˅高发海域ԕ৺高密ᓖޫ殖水域设置多个海洋和河ਓ४水䍘ǃ水文㿲

测站৺自ࣘⴁ测站սˈᇎ⧠㿲测记录自ࣘ遥感ॆǃ信息传输程᧗ॆǃ数据处理电

脑ॆ的立体式ⴁ测ǃ预ᣕо预警Ǆ

5.4.3.2 建立覆盖全省的海洋㿲测预ᣕ体系

完善覆盖全省的风暴▞ǃ海浪ǃ赤▞等海洋生ᘱ灾害ⴁ测预ᣕ机制ˈ健全覆

盖全省的海洋灾害信息ᣕ䘱体系ˈ规㤳信息发ᐳ制ᓖˈ并࣐强海洋ǃ气象ǃ水文

等行业部门у业预警预ᣕ机构间的合 㓴̍建ਠ风ǃ风暴▞等海洋自然灾害预警

о评估队伍 提̍高赤▞灾害ᓄ急响ᓄ能力和赤▞早期预警能力 Ѫ̍ᡁ省海洋䱢灾

灾提供支撑Ǆ开展粤港澳海洋生ᘱ灾害ⴁ测预ᣕ合߿ 建̍立共਼ᓄሩ海洋生ᘱ

灾害的ᐕ机制Ǆ

5.4.3.3 强ॆ生ᘱ灾害ᓄ急管理体系建设

在全省㤳围内建立健全海洋䱢灾߿灾联系㖁㔌ˈ健全赤▞ǃ风暴▞ǃ海啸等

海洋生ᘱ灾害ᓄ急预案ˈ完善й㓗ᓄ急响ᓄ机制˗㓴建生ᘱ灾害˄包括赤▞ǃ绿

▞和外来种入侵等˅ᓄ急领ሬ小㓴ǃᓄ急у家㓴和ᓄ急处置ᢰ术㓴ˈ定期䘋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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Ґ䇝㓳 各̠沿海地㓗ᐲ完善和落ᇎᓄ急处置的相ޣ准备ᐕ 制̍定生ᘱ灾害ᓄ急

处置ᐕ规程˗开展海洋灾害䱢⋫的ᇓ传教育ˈ建立海洋䱢灾߿灾示㤳४˗做好

海洋⧟境预警ᣕǃ灾害信息发ᐳ和䱢灾߿灾队伍的业࣑ษ䇝ᐕˈ਼ 时࣐强оᴹ

ˈ部门和ᯠ闻媒体的沟通联系˗海洋自然灾害发生ਾˈ৺时开展灾情调查ᐕޣ

采ਆ相ᓄ的生ᘱ修复等措施ˈ㓴㓷开展灾ਾ海洋⧟境修复ᐕǄ

5.4.4 海洋⧟境信息管理能力建设

5.4.4.1 建立海洋⧟境信息㖁㔌体系

ሩ广ь全省海洋о渔业⧟境ǃ资源ǃ赤▞的ⴁ测资料ᇎ行㖁㔌ॆ管理ˈ提供

ⴁ测结᷌的时效性和显示ᓖ˗建立海洋ǃ海ዋ৺海岸带资源⧟境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多时相卫ᱏ资料ˈ结合䱶地资源卫ᱏ遥感ᢰ术৺䴧达等多种㡚空遥感手段ˈ

ሩ海洋ǃ海ዋ৺海岸带资源ǃ⧟境ǃ生ᘱ৺䟽大自然灾害สᵜ状况䘋行立体ॆࣘ

ᘱⴁ测ˈ৺时ᇎ⧠数据和信息的更ᯠǄ在“十Ҽӄ”时期初↕建立ส于 GISǃ৺时

ᴹ效的海洋⧟境信息㖁㔌体系 䈕̍体系的建设包括 建̟设一个涵盖全省海洋о渔

业信息资源的数据中心˗搭建䎧一个ާᴹ较强开᭮性和ਟ扩展性的ӂ联ᒣਠ 构̠

建䘲ᓄ海洋о渔业һ业发展的ޜ࣎自ࣘॆ系统˗建设ᆹ全的内部ޜ࣎无线㖁㔌˗

完善⧠ᴹޜՇ㖁站和࣑᭯内㖁ส础ᒣਠǄ

5.4.4.2 建立海洋⧟境预警оᓄ急信息系统ᒣਠ

完善海洋ⴁ测信息服࣑㖁站ˈѪ海洋⧟境ⴁ测ǃⴁ视ǃ预警ǃᓄ急ԕ৺管理

和执法提供ส础㖁㔌支持Ǆ建立赤▞灾害数据综合࠶析处理ᒣਠ 开̠展赤▞生ᡀ

条Ԧ的ⴁ测˗䘋行赤▞䘁期预ᣕ和赤▞中长期预警˗评估赤▞灾害影响Ǆ建立溢

油漂移路ᖴ数值预ᣕ模式ǃ溢油灾害⊑ᦏ预评估系统˗开展溢油灾害预警预ᣕ˗

开发溢油灾害ᓄ急预警ᒣਠǄ

5.4.5 海洋⧟境执法ⴁ督能力建设

5.4.5.1 建立跨行᭯४域的海洋⧟境保ᣔॿ调机构

强ॆ广ь省海洋开发领ሬ小㓴的综合ߣ策оॿ调用 н̍断充ᇎ和提高海䱶

统筹的海洋⊑染䱢⋫о生ᘱ保ᣔᐕ机构和联合督查机制Ǆ完善跨行᭯४域ǃ跨

部门的海⒮⧟境管理联席会䇞制ᓖ 建̍立⧟保信息通ᣕǃ⊑染һ故处理ԕ৺⧟保

联合执法等ᐕ机制 解̍ߣ४域或相邻海域的海洋⧟境保ᣔ等䟽大䰞题Ǆ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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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粤港澳海洋⧟境保ᣔॿ调机构 й̍地联合开展海洋⧟境䍘䟿ⴁ测ǃ海洋⧟保ⴁ

管ǃ海洋灾害о⊑染һ故预警оᓄ急等ᐕԕ৺海洋生ᘱ⧟境载力ǃ入海⊑染

物总䟿᧗制制ᓖ方面的研究Ǆ

5.4.5.2 建立权䍓明确的⧟境执法ⴁ督体系

健全海к联合执法和巡㡚ⴁ视制ᓖ 明̍确各㓗海洋行᭯ѫ管部门和⎹海⧟境

ⴁ督管理部门的ⴁ督检查ሩ象和ᐕ䟽⛩ 完̍善地方⧟境执法机构Ǆ建立海洋⧟

保执法ॿ配合制ᓖˈ⭡海洋行᭯ѫ管部门牵头ˈ海һǃ渔业ǃ边䱢等相ޣ执法

部门参оˈ共਼打ࠫ破ൿ海洋⧟境和资源的䘍法犯罪活ࣘǄ

5.4.5.3 强部门间的联合ⴁ管࣐

海洋ǃ⧟保部门定期联合开展针ሩ入海排᭮ਓ排᭮情况的调查和ⴁ督ᐕǄ

海洋部门࣐强਼⧟保部门ǃ水利部门在入海河⊑染排海ⴁ管方面的合Ǆ海洋ǃ

海һ部门建立ޣ于海к流ࣘ⊑染源ⴁ᧗方面的ॿޣ系 提̍高海к流ࣘ源的⊑染

䱢⋫能力ˈ并࣐强ৼ方在海к⊑染һ故预警方面的合Ǆ

5.4.5.4 强䟽大⎹海ᐕ程⧟境管理࣐

海洋行᭯ѫ管部门要ѫࣘ服࣑ˈ〟极开展海洋⧟境载能力࠶析论证ᐕˈ

Ӿ海洋⧟境保ᣔ角ᓖѪ开发४ǃᐕ业园४的选址和ᐳ局ǃӗ业结构ǃ发展规模和

⊑染物排᭮总䟿᧗制提供科学依据Ǆ࣐强ሩ䟽⛩用海亩目海洋⧟境影响评ԧ的ᇑ

批把ޣ 要̍求沿海开发४ǃᐕ业园४的⧟境影响评ԧ文Ԧᓄ当包括४域建设过程

中和建ᡀਾਟ能ሩ海洋⧟境䙐ᡀ的影响ˈ并开展ਾ期评ԧᐕˈޣ注开发४ǃᐕ

业园४的ส础设施ǃ特别是⊑染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Ǆሩ引䘋ޫ殖品种的论证ᇑ

批和检验检疫制ᓖ ѕ̍格执行引䘋外来物种的ᴹޣ规定Ǆѕ格船舶压㡡水的管理ˈ

䱢→压㡡水带䘋外来物种引发生ᘱ灾害Ǆ

5.4.6 海洋⧟保科研能力建设

5.4.6.1 大海洋⧟保科研支持࣐

䚥循中共中央总书记Ґ䘁ᒣ在中共中央᭯⋫局第ޛ次集体学Ґ中ᴹޣ建设

海洋强ഭ讲话的䟽要指ሬ 大̍力发展海洋科学ᢰ术 着̍力᧘ࣘ海洋科ᢰ向ࡋᯠ引

领型转ਈǄ依靠科ᢰ䘋↕和ࡋᯠˈࣚ 力突破制㓖海洋㓿济发展和海洋生ᘱ保ᣔ的

科ᢰ瓶颈Ǆ

充࠶利用省内海洋科研机构ǃ高等院校包括南海ᡰǃ中山大学和湛⊏海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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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一系ࡇ的海洋科研力䟿 建̍设ഭ家㓗海洋⧟境保ᣔ䟽⛩ᇎ验ᇔԕ৺海洋珍稀

物种保ᣔо繁育中心Ǆ࣐强о香港ǃ澳门地४高等院校ǃ科研机构在海洋⧟保ǃ

海洋生ᘱ方面的研究合оᢰ术交流 䟽̍⛩开展⧟珠⊏ਓ地४的海洋⧟境䰞题研

究合ˈн定期举࣎海洋⧟保ǃ海洋生ᘱ相ޣу题学术交流会䇞Ǆ着䟽㓴㓷研究

和解ߣ海域⧟境容䟿о⧟境䍘䟿调᧗ᢰ术ǃި 型生ᘱ࣏能४䘰ॆ机理оਇᦏ生ᘱ

系统修复ᢰ术等广ь省海洋⧟境ޣ键性ǃส础性科学䰞题Ǆ

5.4.6.2 开展海洋蓝色碳汇试⛩ᐕ程

联合ߌ业部南海水ӗ研究ᡰ等科研机构ᡀ立广ь省蓝色碳汇研究中心 定̍期

举࣎蓝色碳汇论උ˗设立蓝色碳汇科研у亩ส金ˈ开展海洋生物固碳机理ǃ固碳

海洋生物种类ǃ固碳效᷌等蓝色碳汇ส础研究˗在▞ᐎǃ汕头ǃ⊏门ǃ䱣⊏ǃ㤲

ǃ湛⊏等地开展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固碳试⛩ᐕ 引̍ሬк述४域〟极发展碳汇

渔业˗通过试⛩ᐕˈ启ࣘ蓝色碳汇ᢰ术支撑体系建设ˈ制䇒海洋生物固碳ᢰ术

规程ǃ蓝色碳汇ⴁ测䇑䟿о评ԧ体系和海洋生物固碳ӗ业评ԧ指标体系 开̠展蓝

色碳汇ᢰ术的᧘广оᓄ用 引̍䘋ݸ䘋的蓝色碳汇ᢰ术 ษ̍育和发展海洋碳汇渔业˗

启ࣘ蓝色碳汇碳交易ᒣਠ建设ˈ探索开展Ҽ≗ॆ碳交易Ǆ

5.4.7 海洋⧟保ᇓ教能力建设

健全海洋⧟保ᇓ传教育的机构和队伍 建̍立比较完善的海洋⧟保ᇓ传教育㖁

㔌 提̍高⧟保ᇓ教的สᵜ能力 Ѫ̍改善广ь省沿海城ᐲ⧟境䍘䟿提供ᴹ效的舆论

保障Ǆ将保ᣔ海洋生ᘱ⧟境的法律法规和ᴹޣ知识 㓣̍入沿海各㓗᭯府ᒢ部䖞䇝

的䟽要内容Ǆ在各㓗党校ǃ行᭯学院ษ䇝中ˈ设置о循⧟㓿济ǃ海洋⧟境保ᣔ和

海洋生ᘱ建设ᴹޣ的课程 提̍高各㓗领ሬᒢ部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海洋⧟境保ᣔ意

识和综合发展的ߣ策能力Ǆ

建立舆论ⴁ督和ޜՇⴁ督机制ˈ࣐大ᯠ闻媒体海洋⧟境ᇓ传和舆论ⴁ督力

ᓖǄ规㤳海洋⧟境信息发ᐳ制ᓖˈ定期向社会ޜᐳ海洋⧟境䍘䟿和⊑染信息 增̍

强全社会海洋ਟ持续发展意识Ǆ建立海洋⧟境ⴁ督㖁㔌和举ᣕ机制 保̍障ޜՇ知

情权ǃⴁ督权ˈ充࠶发挥ޜՇ的ѫ㿲能ࣘ性ˈ促䘋ޜՇ参оߣ策过程ˈѪޜՇ和

民间团体提供参о和ⴁ督ᵜ辖४海洋⧟境䰞题的信息道о৽馈机制 形̍ᡀ⛩面

结合ǃу业执法о群Շ参о相结合的海洋⧟境保ᣔ体系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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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䟽⛩ᐕ程

广ь省海洋⧟境保ᣔ “十Ҽӄ”规划䟽⛩ᐕ程ѫ要包括海洋⧟境保ᣔ机制建

设ǃ海洋⊑染䱢⋫ǃ海洋生ᘱ保ᣔо建设和海洋⧟境ⴁ管 4个方面ˈ䈖㿱䱴表

3~6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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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措施

7.1 ˈ强领ሬ࣐ 提高认识

建立海洋⧟境保ᣔ领ሬ䍓任制 强ሩ海洋⧟保ᐕ的㓴㓷和领ሬǄ沿海地࣐̍

方各㓗᭯府ᓄ࠷ᇎ࣐强ሩ辖४内的海洋⧟保ᐕ的统一领ሬ 在̍规划ᇎ施ǃ㓴㓷

建设ǃ资金投᭮ǃ᭯策引ሬ等方面发挥ѫሬ用Ǆԕǉ广ь省⧟境保ᣔ 广ь

省海洋о渔业局建立完善海洋⧟境保ᣔ沟通合ᐕ机制的ॿ䇞ǊѪ抓手 探̍索

在н਼४域ǃн਼部门间建立䎧ާᴹ制ᓖॆǃ长效性的ॿ调机制Ǆ

7.2 建立标准ˈѕ格考Ṩ

ሩ各亩海洋⧟境保ᣔᐕ建立定䟿о定性相结合的评ԧ标准 制̍定针ሩᇎ施

ᐕ的考Ṩ制ᓖ并ѕ格落ᇎˈ৺时通ᣕᇎ施的情况ˈ提ࠪ改䘋措施和᭯策建䇞Ǆ

制定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指标体系和目标࠶值 ⇿̍ᒤሩ沿海各ᐲ人民᭯府的海

洋⧟境管理能力建设ǃ海洋⧟境䍘䟿о⊑染源ⴁ管ǃ海洋生ᘱ保ᣔ等ᐕ情况䘋

行考Ṩ 考̍Ṩ结᷌Ѫሩ各地㓗ԕкᐲ᭯府ѫ要领ሬᒢ部落ᇎ科学发展㿲考Ṩ评

ԧ的䟽要依据Ǆሩ各相ޣ部门ᐕ人员䘋行定期ษ䇝和业࣑考Ṩ 提̍高人员素䍘ˈ

䘋一↕提升海洋⧟境保ᣔᐕ队伍整体水ᒣǄ

7.3 完善机制ˈ强ॆ管理

强ॆ海洋⧟境ⴁ测ǃ管理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全省海洋⧟境保ᣔ⧠ԓॆ管理

水ᒣǄ建立健全海洋生ᘱ补偿机制ˈ在深圳开展海洋生ᘱ补偿试⛩ᐕˈ探索多

ṧॆ的生ᘱ补偿方式Ǆ制定ᡁ省海洋生ᘱ补偿暂行࣎法 ሩ̍ሬ㠤海洋⊑染һ故发

生ǃ䘍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行Ѫ而䙐ᡀ海洋生ᘱᦏ害ǃԕ৺在ᇎ施⎹海ᐕ程建

设和海洋倾废中䙐ᡀ海洋生ᘱ⧟境改ਈ的单ս和个人 收̍ਆ海洋生ᘱᦏ害赔偿和

ᦏ失补偿ˈ并规㤳赔偿和补偿款的使用管理Ǆ建立健全海域使用ࣘᘱⴁ测机构ˈ

强⎹海亩目ส础管理ᐕ࣐ 建̍立健全用海亩目数据ᓃǄ健全海洋о渔业ǃ海һǃ

海ⴁ等相ޣ部门的海洋⧟境管理机制Ǆ࣐强ส层海洋⧟境执法队伍建设 增̍强执

法力䟿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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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ᤃ宽道ˈ࣐大投入

沿海地方各㓗᭯府和⎹海管理部门ᓄ把海洋⧟保ᐕѪ䟽要内容ࡇ入ഭ

民㓿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 ⇿̍ᒤᓄ在预算中ᆹ排海洋⧟境保ᣔу亩资金 沿̍海地

४用于海洋⧟境保ᣔ和海洋生ᘱ建设㓿䍩ᓄнվ于ᵜ地४海洋 GDP的 2%Ǆ各㓗

䍒᭯ᓄ将海域⧟境综合整⋫ᐕ程ǃ海洋⧟保相ޣส础设施建设ᐕ程ǃ䟽要生ᘱ修

复示㤳ᐕ程ࡇ入䟽大建设投资䇑划ˈ并确保落ᇎǄ按照ᐲ场㓿济的要求ˈ发挥᭯

府䍒᭯资金的带ࣘ用 通̍过各种Ո惠᭯策和ᢰ术৺信息咨询服࣑ 充̍࠶调ࣘ社

会力䟿参о海洋⧟境保ᣔᐕ 广̍泛开展海洋⧟境保ᣔ的ሩ外合和交流 探̍索

利用资ᵜᐲ场融资方式ˈ更⚥活ǃ更广泛地吸收ഭ内外的社会资金ˈ开ᤃ海洋⧟

保利用外资的局面Ǆ

7.5 鼓࣡科研ˈ᧘ࣘࡋᯠ

各㓗᭯府和⎹海部门ᓄ将海洋⧟保ᐕо科ᢰ发展相结合 提̍高海洋⧟保ᐕ

的科ᢰ含䟿和水ᒣǄ〟极开展ᡁ省海洋⧟境ޣ键性ǃส础性科学䰞题研究 Ѫ̍

海洋生ᘱ⧟境的保ᣔ和ਟ持续利用提供更ᴹ力的科ᢰ支撑Ǆ依靠科ᢰ䘋↕提高海

洋开发效益 快海洋高ᯠᢰ术ӗ业ॆ建设࣐̍ 〟̍极引ሬ海洋开发企业投资于ާᴹ

显著㓿济效益⧟境效益均显的亩目Ǆ〟极引䘋ഭ内外高层次的海洋科ᢰǃ管理人

ˈ〟极参оഭ䱵科ᢰ合о交流ˈ联合ഭ内外ᴹᇎ力的科研机构ˈ共建各类海

洋科ᢰࡋᯠ载体ˈ开展䟽大亩目合ˈ提高海洋科ᢰࡋᯠ能力Ǆ

7.6 大ᇓ传ˈ广泛参о࣐

充࠶利用ᣕ刊ǃ广播电视ǃ㖁㔌和ޜՇ场ᡰˈ大力ᇓ传ᇎ施海洋⧟境保ᣔ的

䟽要意义 开̍展㓿常性的多层次ǃ多形式的海洋⧟境Პ法教育和海洋⧟境警示教

育ˈ增强ޜՇ海洋⧟境法制㿲念和维权意识ˈ树立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ˈ保ᣔ

海洋生ᘱ⧟境的思想Ǆ建立舆论ⴁ督和ޜՇⴁ督机制Ǆ规㤳海洋⧟境信息发ᐳ制

ᓖ 定̍期向社会ޜᐳ海洋⧟境䍘䟿和⊑染信息Ǆ建立海洋⧟境ⴁ督㖁㔌和举ᣕ机

制ˈ保障ޜՇ知情权ǃⴁ督权ˈ充࠶发挥ޜՇ的ѫ㿲能ࣘ性ˈ促䘋ޜՇ参оߣ策

过程 Ѫ̍ޜՇ和民间团体提供参о和ⴁ督ᵜ辖४海洋⧟境䰞题的信息道о৽馈

机制ˈ形ᡀ⛩面结合ǃу业执法о群Շ参о相结合的海洋⧟境保ᣔ体系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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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1 广ь省海洋⧟境保ᣔ“十Ҽӄ”规划目标指标体系

一㓗

指标

Ҽ㓗指标 2010ᒤ

⧠状值

2015ᒤ

目标值

指标

属性序ਧ 指标〠 单ս

⧟境

䍘䟿

1
䘁岸海域海洋࣏能४海水䍘䟿

ⴁ测达标率

% 53.5 ≥70 强制性

2
䘁岸海域水䍘符合第一ǃҼ类海水水

䍘标准的面〟比例

% 83.9 ≥90 引ሬ性

⊑染

᧗制

3 ᐕ业废水入海排⊑ਓ⊑水排᭮达标率 % 71.9 ≥85 强制性

4

COD入海排᭮

总䟿削߿比例

ķ

%

0 12

强制性

ᐕ业源和生活源

削߿比例

ĸ

0 12.9

≘≞入海排᭮

总䟿削߿比例

Ĺ

0 13.3

ᐕ业源和生活源

削߿比例

ĺ

0 13.5

5 沿海地४城镇生活⊑水处理率 % 73

≥80˄珠

й角地

४

Ļ

≥90ˈ

ަ他地

४≥65˅

强制性

6 500吨սԕк船舶䱢⊑设备配备率 % / 100 强制性

生ᘱ

建设

7 海域自然保ᣔ४覆盖率 % 1.42 3.2 引ሬ性

8 海洋о渔业自然保ᣔ४个数 个 100 130 引ሬ性

9 海洋特别保ᣔ४个数 个 4* 14 引ሬ性

10 ഭ家㓗海洋ޜ园 个 2* 6 引ሬ性

11 珍稀濒ড物种种䍘资源ᓃ 个 0 1 引ሬ性

12 珍稀濒ড物种人ᐕ生ᘱᓃ 个 0 3 引ሬ性

13 珍稀濒ড物种原种场 个 0 3 引ሬ性

14 人ᐕ鱼礁४示㤳४ 个 24 36 强制性

15 海洋牧场示㤳४ 个 7 12 引ሬ性

16 自然岸线保ᴹ率 % / 45 引ሬ性

17 ഭ家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个 0 6 引ሬ性

⧟境

ⴁ管

18 海洋࣏能४水䍘ⴁ测覆盖率 % 45 80 引ሬ性

19 海洋㿲测覆盖率 % / 70 引ሬ性

20 海洋⧟保投入ঐ海洋 GDP比䟽 % / 2 引ሬ性

注˖“/”表示暂时ᵚᴹ统䇑数据˗

“*”表示Ѫ 2009ᒤ统䇑数据˗

ķǃĸǃĹǃĺ COD和≘≞入海排᭮削߿比例ˈԕ 2010ᒤ排᭮䟿Ѫส数ˈ故 2010ᒤ

削߿比例的⧠状值Ѫ 0%Ǆ

Ļ 珠й角地४ѫ要包括广ᐎǃ深圳ǃ珠海ǃ⊏门ǃь莞ǃ中山和惠ᐎ 7个沿海ᐲ的海

域৺䱶域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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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2 广ь省海洋生ᘱ࣏能४划

地४ ४划࠶类 海域 保ᣔ利用建䇞

▞ᐎ 禁→开发४ 大ฅ⒮南海洋保ᣔ४

海洋保ᣔ४禁→开发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

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ᐎ Ոॆ开发४ 柘林⒮城镇оᐕ业用海४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䙐地ᐕ程用海和ᐕ业用海˗䘲当保障港ਓ㡚䘀和旅游

用海需求˗保留ޫ殖业等渔业˗围填海需要㓿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

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Ǆ

▞ᐎ Ոॆ开发४ йⲮ门港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йⲮ门渔港用海需求˗围填

海需要㓿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

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维持㡚道畅通˗࣐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ᐎ Ոॆ开发४ 金狮门⒮

ਟ䘋行休闲ᓖ假娱Ҁ用海ˈ保ᣔ⸲䍘海岸ˈ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

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ѕ格᧗制围填海Ǆ

▞ᐎ 禁→开发४ 大ฅ⒮海洋保ᣔ४

海洋保ᣔ४禁→开发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

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ᐎ 禁→开发४ 溜牛礁海洋保ᣔ४

海洋保ᣔ४禁→开发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

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ᐎ Ոॆ开发४ 海山ዋь部

ਟ䘋行休闲旅游娱Ҁ用海ˈ保ᣔ⸲䍘海岸ˈ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

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ѕ格᧗制围填海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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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४ ४划࠶类 海域 保ᣔ利用建䇞

汕头 Ոॆ开发४ 南澳ዋь部

ਟ䘋行休闲旅游娱Ҁ用海ˈ保ᣔ⸲䍘海岸ˈ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

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ѕ格᧗制围填海Ǆ

汕头 限制开发४ 义丰溪港ਓ

限制开发强ᓖˈ维ᣔ河ਓ海域䱢洪㓣▞࣏能˗通过ѕ格论证ˈਟ合理ᆹ排

开发活ࣘǄ

汕头 禁→开发४ Ѽ屿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

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头 禁→开发४ 赤屿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

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头 禁→开发४ 南澎ࡇዋ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

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头 䟽⛩开发४ 烟墩⒮港ਓ㡚䘀४ 允许建设港ਓˈ但是н得改ਈ㡚道水域水文ǃ地䍘ǃ地形和地貌Ǆ

汕头 䟽⛩开发४ 钱⊏⒮港ਓ㡚䘀४

䘲ᇌ发展港ਓ㡚䘀ˈ但需要ѕ格规划ᇑ批ˈ建设过程中н得改ਈ㡚道水域

水文ǃ地䍘ǃ地形和地貌Ǆ需要࣐强海域生ᘱ⧟境ࣘᘱⴁ测和跟踪管理Ǆ

汕头 限制开发४ 海门渔港

禁→围填海等活ࣘˈ保持海⒮内水域面〟和㓣▞䟿Ǆ合理规划ޫ殖ᐳ局ˈ

密ᓖ和规模ˈ࣐强渔业资源⧟境保ᣔо修复˗需要࣐强海域生ᘱ⧟境ࣘᘱ

ⴁ测和跟踪管理Ǆ

汕头 䟽⛩开发४ 南澳ዋ西南

ᐕ业о城镇建设用海˗ᐕ程建设期间采ਆᴹ效措施降վሩ周边࣏能४的影

响˗᧗制围填海面〟ˈ࣐强ሩ围填海的ࣘᘱⴁ测和ⴁ管ˈ保障合理用海需

求˗需要࣐强海域生ᘱ⧟境ࣘᘱⴁ测和跟踪管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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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 䟽⛩开发४ 南澳ዋे部

保障海ᓅݹ缆৺к⭠ᆹ港等港ਓ⸱头的用海需求ˈ维持㡚道畅通ˈ保障海

ᓅ管线ᆹ全˗ѕ格᧗制围填海规模ˈ保障合理用海需求ˈሩ围填海外界提

ࠪ指ሬ性᧗制界限˗᧗制围填海面〟ˈ࣐强ሩ围填海的ࣘᘱⴁ测和ⴁ管ˈ

保障合理用海需求˗需要࣐强海域生ᘱ⧟境ࣘᘱⴁ测和跟踪管理Ǆ

汕头 禁→开发४ 莱芜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保ᣔ中ॾⲭ海豚৺ަ生境˗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头 Ոॆ开发४ 达濠ዋे部港ਓ㡚䘀४

交通䘀输用海ˈ围填海享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置ᐳ局ˈ࣐强用海

ࣘᘱ

汕头 禁→开发४ 广澳⒮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保ᣔ中ॾⲭ海豚৺ަ生境˗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揭䱣 限制开发४ 神⋹特↺利用४

少ሩ周边߿ˈ强生ӗ废水ǃ生活⊑水入海排᭮᧗制࣐˗强海洋⧟境ⴁ测࣐

能४的影响࣏

揭䱣 䟽⛩开发४ 靖海港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资深渔港ǃ靖海渔港ǃ䱢灾

ˈ灾体系建设用海需求ˈ䘲当保障临海能源的用海需求˗维持㡚道畅通߿

维ᣔ海к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ѕ格᧗制在靖海港内围填

海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揭䱣 禁→开发४ 前詹海洋保ᣔ४

特↺用海४ˈ保ᣔ海洋生物৺ަ生境˗ṩ据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

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ቮ 䟽⛩开发४ 䚞浪矿ӗо能源४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特↺用海˗通过论证ˈ合理ᆹ排⌒浪能相ޣ开发

活ࣘˈ维持㡚道畅通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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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ቮ 䟽⛩开发४ 湖ь港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䙐地ᐕ程用海˗在สᵜ࣏能ᵚ利用前ˈ保留增ޫ殖等

渔业用海˗䘲当保障港ਓ㡚䘀用海需求˗ѕ格᧗制围填海面〟ˈ围填海需

要㓿过ѕ格论证

汕ቮ 䟽⛩开发४ ⍵澳港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资深渔港ǃ䱢灾߿灾体系建

设用海需求ˈ䘲当保障临海能源的用海需求˗维持㡚道畅通ˈ维ᣔ海к交

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ˈՈॆ围填海ᒣ面ᐳ

局ˈ节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汕ቮ 䟽⛩开发४ ⭢子港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资深渔港ǃ䱢灾߿灾体系建

设用海需求ˈ䘲当保障临海能源的用海需求˗维持㡚道畅通ˈ维ᣔ海к交

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ˈՈॆ围填海ᒣ面ᐳ

局ˈ节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汕ቮ 䟽⛩开发४ 汕ቮ港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资深渔港ǃ䱢灾߿灾体系建

设用海需求ˈ䘲当保障临海能源的用海需求˗维持㡚道畅通ˈ维ᣔ海к交

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ˈՈॆ围填海ᒣ面ᐳ

局ˈ节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汕ቮ Ոॆ开发४ 品清湖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资深渔港ǃ䱢灾߿灾体系建

设用海需求ˈ䘲当保障临海能源的用海需求˗维持㡚道畅通ˈ维ᣔ海к交

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ˈՈॆ围填海ᒣ面ᐳ

局ˈ节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汕ቮ Ոॆ开发४ 红海⒮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渔业用海˗保障鲘门渔港ǃ䚞浪渔港ǃ马宫渔港ǃ

人ᐕ渔礁৺深水㖁箱ޫ殖用海需求ˈ保障龟龄ዋ等旅游休闲用海˗䘲当保

障ᐕ业和港ਓ㡚䘀红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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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ቮ Ոॆ开发४ 湖ь镇-碣石镇 原ࡉкн允许围填海䙐地˗н得建设影响Ჟ㿲的┘海旅游设施Ǆ

汕ቮ 限制开发४ ⲭ沙湖

ѕ格按照已ᇑ批的㤳围䘋行围填海活ࣘˈн得䲿意扩大˗发展ᐕ业和ޫ殖

业需要ѕ格䘋行规划ᇑ批手续䘋行Ǆ

汕ቮ 禁→开发४ 碣石⒮䘁海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汕ቮ Ոॆ开发४ 鲘门镇

ᤃ宽小渔港㡚道ˈ࣐快深水⸱头建设˗ሩ于超ࠪ生ᘱ载力的ޫ殖活ࣘ和

旅游设施䘋行规划整⋫Ǆ

惠ᐎ 禁→开发४ 针头岩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惠ᐎ 禁→开发४ 港ਓ海龟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保ᣔ海龟৺ަ生境˗ѕ格按照ഭ家ޣ

于海洋⧟境保ᣔ৺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惠ᐎ Ոॆ开发४ 考洲洋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渔业用海˗保障㖁箱ޫ殖和ⴀᐎ周边海域城ᐲส

础建设用海需求˗ѕ格᧗制ޫ殖密ᓖ和规模˗ѕ格᧗制围填海˗维ᣔ海к

交通ᆹ全ˈ维ᣔ考洲洋䱢洪㓣▞࣏能ˈ维持考洲洋ਓ门㡚道畅通Ǆ

惠ᐎ 限制开发४ ᒣ海⒮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娱Ҁ用海˗䘲当保障人ᐕዋ建设ǃ渔船停⋺用海

需求˗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

旅游开发强ᓖ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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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ᐎ 限制开发४ 巽寮镇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娱Ҁ用海˗䘲当保障人ᐕዋ建设ǃ渔船停⋺用海

需求˗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

旅游开发强ᓖǄ

惠ᐎ 限制开发४ 霞涌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娱Ҁ用海˗䘲当保障人ᐕዋ建设ǃ渔船停⋺用海

需求˗禁→在沙┙к建设永久性构筑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理᧗制

旅游开发强ᓖǄ

惠ᐎ Ոॆ开发४ 澳头

ѕ格᧗制ޫ殖密ᓖ和规模˗原ࡉкн允许䘋行围填海活ࣘ˗ѫ要ԕ发展旅

游和渔业࣏能ѪѫǄ

惠ᐎ 限制开发४ 大ӊ⒮南

少ሩ大ӊ߿˗强生ӗ废水ǃ生活⊑水入海排᭮᧗制࣐˗强海洋⧟境ⴁ测࣐

⒮海洋保ᣔ४的影响Ǆ

惠ᐎ 限制开发४ 马鞭洲港ਓ㡚䘀४

限制开发强ᓖ˗࣐强港४⧟境⋫理ˈ生ӗ废水ǃ生活⊑水享达标排海˗࣐

强港४⊑染䱢⋫ˈ建设溢油һ故ᓄ急体系Ǆ

惠ᐎ Ոॆ开发४ 㤳和港

原ࡉкн允许䘋行围填海活ࣘ˗ѫ要ԕ发展旅游和渔业࣏能Ѫѫ˗恢复红

树林࣏能४ˈ䙀↕恢复生物多ṧ性Ǆ

惠ᐎ 䟽⛩开发४ 大ӊ⒮西部

䘲ᇌ发展港ਓ࣏能ˈѕ格᧗制围填海面〟ˈ保ᣔ红树林⒯地৺渔业增ޫ殖

活ࣘ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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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ᐎ 䟽⛩开发४ 南沙港

相䘲ᇌ的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维持小虎沥ǃ沙Ԅ沥㡚道畅通ˈ维持

海к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

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Ǆ

广ᐎ 䟽⛩开发४ 黄ค港

相䘲ᓄ的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维持小虎沥ǃ沙Ԅ沥㡚道畅通ˈ维持

海к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

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Ǆ

广ᐎ Ոॆ开发४ 蒲ᐎ旅游休闲娱Ҁ४

相䘲ᇌ的使用类型Ѫ休闲娱Ҁ用海˗保障南沙ᇒ䘀港用海需求˗保ᣔ蒲ᐎ

人ᐕ⸲䍘海岸ˈ禁→在沙┙к建设永久构筑物˗依据生ᘱ⧟境载力ˈ合

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Ǆ

中山 䟽⛩开发४ 南蓢ᐕ业о城镇用海

相䘲ᇌ的用海४域Ѫ䙐地ᐕ程用海४˗保障翠Ә海к温⋹旅游用海需求˗

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ᐕ程期间采ਆᴹ效措施降վሩ周边࣏能४的影

响˗࣐强ሩ围填海的ࣘᘱⴁ测和ⴁ管Ǆ

中山 Ոॆ开发४ 横门ዋ

相䘲ᓄ的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证横门渔港用海需求˗维ᣔ海к交

通ᆹ全ˈ维持横门水道▞汐通道畅通˗࣐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深圳 限制开发४ 坝ݹ海域

สᵜ保持周边海域水䍘⧠状ˈн破ൿ岸线ਾ方山体原貌Ǆ原ࡉкн允许䘋

行围填海活ࣘˈ确ᴹ需要ҏ必享䘋行ѕ格的论证规划Ǆ

深圳 䟽⛩开发४ 大鹏澳Ṩ电站周围海域

ѕ格论证围填海活ࣘˈ保证Ṩ电↓用海需要˗ሩ大ӊ⒮水ӗ种䍘资源保ᣔ

४㤳围ᇎ施ѕ格保ᣔˈ原ࡉк禁→一࠷开发活ࣘǄ

深圳 限制开发४ 大鹏澳海४

䘲ᇌ开展休闲渔业和生ᘱ旅游ˈ保障旅游娱Ҁ用海需求˗但是要合理᧗制

开发强ᓖˈѕ格论证ส础设施建设˗

深圳 Ոॆ开发४ 大鹏半ዋ沿海

䘲ᇌ发展生ᘱ旅游和渔业ޫ殖活ˈѕ格限制围填海活ࣘˈ䘁岸н得设置ᐕ

业排⊑ਓ或ަ它⊑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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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限制开发४ 溪涌—大梅沙 ѫ要用于发展生ᘱ旅游ˈ禁→围填海活ࣘ˗保ᣔ⧠ᴹᲟ㿲ˈѕ格᧗制⊑染Ǆ

深圳 Ոॆ开发४ ⴀ⭠港海४

ਟԕ用于开发建设港ਓ和у业集装箱⸱头˗允许䘋行䘲当的围填海活ࣘˈ

但需要䘋行ѕ格的ᇑ批和规划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的面〟和空间ᐳ局˗

保障㡚行ᆹ全ˈ⎸除渔船通㡚ᆹ全䳀患Ǆ

深圳 禁→开发४ 福⭠红树林保ᣔ岸段

ѕ格保ᣔ红树林和┘海⒯地ǃ┙涂资源˗合理开发ެ容性生ᘱ旅游活ࣘ˗

禁→围填海活ࣘˈ䱢⋫水体⊑染ˈѕ禁一࠷о保ᣔ目的无ޣ的活ࣘˈѕ格

᧗制红树林保ᣔ४л海业ˈ打ࠫ非法捕ᦎ行Ѫ˗保ᣔ⒯地资源ˈѕ格按

照自然保ᣔ४相ޣ法律法规䘋行管理Ǆ

深圳 限制开发४ 南山半ዋ

保ᣔ好⧠ᴹ的深水岸线资源ˈ科学论证ᯠ增⋺սˈн断完善⧠ᴹ设施˗原

кн允许䘋行围填海ˈ用海方式ᓄԕ䘿水建筑用海和开᭮式用海ѪѫǄࡉ

深圳 禁→开发४ 深圳⒮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特↺用海˗保障福⭠红树林自然保ᣔ४管理设施建设

的用海需求˗ѕ格᧗制围填海˗н得建设⊑染⧟境ǃ破ൿ红树林的生活生

ӗ设施˗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ԕ৺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ǃ法

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深圳 限制开发४ 深圳⒮保留४

通过ѕ格论证ˈ合理ᆹ排相ޣ开发活ࣘ˗ѕ格论证围填海ˈѕ格限制设置

明显改ਈ水ࣘ力⧟境的构筑物Ǆ

深圳 䟽⛩开发४ 沙Ӆ-福永ᐕ业о城镇用海४

相䘲ᇌ的用海४域Ѫ䙐地ᐕ程用海४˗保障ᇍᆹ渔港用海需求˗䘲当保障

港ਓ㡚䘀ˈ旅游娱Ҁ用海需求˗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ᐕ程期间采ਆ

ᴹ效措施降վሩ周边࣏能४的影响˗࣐强ሩ围填海的ࣘᘱⴁ测和ⴁ管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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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Ոॆ开发४ 沙头角-ⴀ⭠↓角咀港ਓ杭㡚䘀去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䘲当保障ⴀ⭠渔港用海需求˗改

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围填海享㓿过

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集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深圳 Ոॆ开发४ 大梅沙⒮-南澳⒮旅游४

旅游休闲娱Ҁ用海˗䘲当保障港ਓ㡚䘀ǃਓ岸४用海需求˗依据生ᘱ⧟境

载力合理᧗制旅游开᭮强ᓖ˗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ˈ᧗制围填海规

模Ǆ

深圳 限制开发४ 南澳⒮-大鹿⒮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渔业用海˗䘲当保障旅游娱Ҁ用海需求˗合理᧗

制ޫ殖规模和密ᓖ˗䘁岸н得设置排⊑ਓǃᐕ业排水४或ަ他⊑染源Ǆ

ь莞 䟽⛩开发४ ьᇍ河ਓ

䈕४域ԕ建设用海ˈ但需要ṩ据规划要求ˈ执行ѕ格的ᇑ批程序ˈ᧗制

用海指标˗ѕ格论证围填海㤳围৺ަ方式ˈ允许䘋行ޫ殖等н改ਈ海域自

然属性的开发活ࣘǄ

ь莞 禁→开发४ 虎门海域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ь莞 限制开发४ 麻涌河ਓ

䘲ᇌ发展港ਓ࣏能˗ѕ格执行港४管理规定ˈнᆹ排ަ它类型的开发活ࣘˈ

允许䘋行维ᣔ规划ˈՈॆ港ਓ的合理升㓗ǃ扩建ˈ禁→围填海活ࣘǄ

ь莞 禁→开发४ 万顷沙保ᣔ४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特↺用海˗保障万顷沙保ᣔ४管理设施建设的用海需

求˗ѕ格᧗制围填海˗н得建设⊑染⧟境ǃ破ൿ红树林的生活生ӗ设施˗

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ԕ৺自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ǃ法规和标准

䘋行管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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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莞 限制开发४ 伶仃洋

维ᣔ海域䱢洪㓣▞࣏能˗保障珠⊏ਓ中ॾⲭ海豚ഭ家㓗自然保ᣔ४管理配

྇设施建设用海需求˗通过ѕ格论证ˈ合理ᆹ排相ޣ开发活ࣘǄ

ь莞 限制开发४ 狮子洋海域

维ᣔ海域䱢洪㓣▞࣏能˗䘲当保障ᐕ业о城镇用海需求˗通过ѕ格论证ˈ

合理ᆹ排相ޣ开发活ࣘǄ

珠海 Ոॆ开发४ й门ࡇዋ港ਓ㡚䘀४

ਟԕ用于开发建设港ਓ和у业集装箱⸱头˗允许䘋行䘲当的围填海活ࣘˈ

但需要䘋行ѕ格的ᇑ批和规划论证ˈѕ格᧗制围填海的面〟和空间ᐳ局˗

保障㡚行ᆹ全ˈ⎸除渔船通㡚ᆹ全䳀患Ǆ

珠海 Ոॆ开发४ 桂山ዋ港ਓ㡚䘀४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䘲当保障桂山渔港ǃ旅游娱Ҁ用

海需求˗围填海享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

资源Ǆ

珠海 Ոॆ开发४ 大万山ዋ港ਓ㡚䘀海域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䘲当保障万山渔港ǃ旅游娱Ҁ用

海需求˗围填海享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

资源˗࣐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珠海 Ոॆ开发४ 淇澳ዋ南部海域 相䘲ᇌ的海域使用类型Ѫ特↺用海ˈՈݸ保障ߋһ用海需求Ǆ

珠海 禁→开发४

珠⊏ਓ中ॾⲭ海豚ഭ家㓗自然保

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保障珠⊏ਓ中ॾⲭ海豚ഭ家㓗自然保

ᣔ४管理配྇设施建设用海需求˗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然

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珠海 Ոॆ开发४ 九洲洋海域

交通䘀输用海˗保障港珠澳大桥建设用海需求ˈᐕ程建设期间采ਆᴹ效措

施降վሩ周边࣏能४的影响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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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䟽⛩开发४ 横琴ዋ海域

䙐地ᐕ程用海ˈᐕ业用海˗保障ޫ殖用海ˈ旅游娱Ҁ用海˗围填海享ѕ格

论证˗保障横琴ዋ南㡚道通行需要Ǆ

珠海 Ոॆ开发४ 唐家⒮

旅游娱Ҁ用海˗禁→⛨ዋ等破ൿ性活ࣘ˗依据生ᘱ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

开发强ᓖǄ

珠海 Ոॆ开发४ й⚦ዋ

围填海需要㓿过ѕ格论证˗保障机场建设用海需求ˈᐕ程建设期间采ਆᴹ

效措施降վሩ周边࣏能४的影响Ǆ

珠海 Ոॆ开发४ 荷包ዋ

旅游娱Ҁ用海˗禁→⛨ዋ等破ൿ性活ࣘ˗依据生ᘱ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

开发强ᓖǄ

珠海 限制开发४ 鸡啼门ǃ磨刀门等保留海域

维ᣔ海域䱢洪㓣▞࣏能˗维ᣔ海к交通ᆹ全˗通过ѕ格论证ˈ合理ᆹ排相

开发活ࣘ˗ѕ格᧗制围填海ˈн得设置明显改ਈ水ࣘ力⧟境的构筑物Ǆޣ

珠海 Ոॆ开发४ 高栏ዋ海域

旅游娱Ҁ用海˗禁→⛨ዋ等破ൿ性活ࣘ˗依据生ᘱ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

开发强ᓖǄ

⊏门 Ոॆ开发४ кᐍዋ海域

䘲当保ᣔ渔港ǃ旅游需要˗禁→⛨ዋ等破ൿ性活ࣘ˗依据生ᘱ载力合理

᧗制旅游强ᓖǄ

⊏门 限制开发४ 黄茅海

保障黄茅海㡚道用海ˈ维ᣔ海к交通ᆹ全˗维ᣔ崖门ǃ虎跳门海域的䱢洪

㓣▞࣏能˗通过ѕ格论证ˈ合理ᆹ排相ޣ开发活ࣘǄ

⊏门 限制开发४ 大襟ዋ

旅游娱Ҁ用海˗禁→⛨ዋ等破ൿ性活ࣘ˗依据生ᘱ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

开发强ᓖ˗保ᣔ中ॾⲭ海豚等珍稀水生䟾生ࣘ物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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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Ոॆ开发४ 银洲湖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银洲湖临港ӗ业ǃ跨海桥梁ǃ隧

道ǃ管线管道等用海需求˗维持崖门ࠪ海㡚道畅通ˈ维ᣔ交通ᆹ全˗围填

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Ոॆ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

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门 限制开发४ 崖门

海域使用ԕ旅游开发Ѫѫ˗禁→围填海等活ࣘ˗保ᣔਔ炮ਠ遗址等শਢ文

ॆ资源˗ṩ据生ᘱ载力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Ǆ

⊏门 限制开发४ лᐍዋ海域

保ᣔ自然海岸ˈ改善海水䍘䟿˗᧗制┙涂ޫ殖规模ˈ综合整⋫海⒮生ᘱ⧟

境ˈѕ禁᧗制围填海活ࣘˈн得设置明显改ਈ水ࣘ力⧟境的构筑物Ǆ

⊏门 Ոॆ开发४ 大海⒮

䟽⛩保ᣔ泻湖ᒣ原ˈ沙堤沙┙等海岸自然Ჟ㿲˗ѕ格᧗制围填海ˈѕ格论

证ส础设施建设ˈ合理᧗制旅游开发强ᓖˈ旅游开发н得超ࠪ海⒮⧟境容

䟿Ǆ

䱣⊏ 禁→开发४ 南鹏ࡇዋ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䱣⊏ 禁→开发४ 海陵ዋ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䱣⊏ 䟽⛩开发४ ьᒣ南部海४

䟽⛩保ᣔ䘁海生ᘱ⧟境ˈ߿轻设施建设ሩ海域水ࣘ力条Ԧǃ海洋生ᘱ系统

的影响Ǆѕ格按照ᇑ判指标䘋行围填海活ࣘˈ࣐强海域⧟境ࣘᘱⴁ测和跟

踪管理Ǆ

䱣⊏ 限制开发४ े津港

维ᣔ莫⊏河ਓ海域的䱢洪㓣▞࣏能˗通过ѕ格论证ˈ合理ᆹ排相ޣ开发活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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䱣⊏ Ոॆ开发४ 䱣⊏港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临港ӗ业ǃ跨海桥梁ǃ隧道ǃ管

线管道等用海需求˗维ᣔ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Ոॆ围填

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

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䱣⊏ 䟽⛩开发४ 海陵⒮ ѕ格论证围填海活ࣘˈ满足䱣⊏港ਓ建设需要ˈ节㓖ǃ集㓖利用岸线资源Ǆ

䱣⊏ 限制开发४ ᒣ冈

ѕ格论证围填海活ࣘˈн得设置明显改ਈ水ࣘ力⧟境的构筑物ˈ维持海岸

地形地貌˗禁→在保ᣔ४㤳围内开展破ൿ水ӗ种䍘生ᘱ⧟境的开发活ࣘˈ

合᧗制ޫ殖规模ˈѕ禁破ൿӗথ场ǃ洄游通道和栖息地等生境的完整性Ǆ

㤲 䟽⛩开发४ 博䍪ᯠ港

交通䘀输用海˗ѕ格保ᣔ深水岸线ˈ做好港ਓ的规划ˈ合理ᐳ局˗保障合

理用海ˈѪ围填海的外围界限提ࠪ指ሬ行᧗制界限˗维ᣔ和改善原ᴹ水ࣘ

力和泥沙淤〟⧟境Ǆ࣐强ሩ围填海的ⴁ测о跟踪管理Ǆ

㤲 禁→开发४ ᭮鸡ዋ南海洋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㤲 䟽⛩开发४ 㤲港४

ѕ格保ᣔ深水岸线ˈ做好港ਓ的规划ˈ合理ᐳ局˗保障合理用海ˈѪ围填

海的外围界限提ࠪ指ሬ行᧗制界限˗维ᣔ和改善原ᴹ水ࣘ力和泥沙淤〟⧟

境Ǆ࣐强ሩ围填海的ⴁ测о跟踪管理Ǆ

㤲 Ոॆ开发४ 鸡打港

⒮内⊑染较Ѫѕ䟽ˈ䙀渐淤〟ˈ需要䘋行综合整⋫修复ˈ䙀↕恢复期自然

Ჟ㿲状ᘱ˗ሩ⒮内的ޫ殖活ࣘ䘋行合理规划˗ሩ⒮内䘋行清淤ˈ䙀↕解ߣ

⊑水排᭮⊑染䰞题ˈ改善海水水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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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䟽⛩开发४ ь海ዋ海域

允许规划ᇑ批围填海活ࣘˈ但是需要ѕ格ᇑ批程序˗保ᣔ河ਓ的排洪的ᆹ

全ˈ保障䱢洪通道的亪畅˗维ᣔ河ਓ४৺周边海域生ᘱ系统ᒣ衡ˈ保ᣔ生

物多ṧ性ˈ䱢⋫海水恶ॆǄ

湛⊏ 禁→开发४ 坡头ेǃӄ䟼山港

人类活ࣘ已㓿ሩ海⒮⒯地生ᘱ系统䙐ᡀ了ѕ䟽影响ˈ生ᘱ系统敏感脆弱ˈ

需要࣐强保ᣔ˗保ᣔ红树林生ᘱ系统ˈ਼时合理引䘋䘲合于䈕地४的红树

林物种ˈ必要时破垦䘈林ˈ䙀↕恢复红树林生ᘱ系统的生ᘱ࣏能和服࣑ԧ

值˗⒮内н得ᯠ增ޫ殖⊐塘ˈԕ免ሩ海洋⒯地生ᘱ系统䙐ᡀ䘋一↕的破ൿǄ

湛⊏ 䟽⛩开发४ 博㤲港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临港ӗ业ǃ跨海桥梁ǃ隧道ǃ管

线管道等用海需求˗维ᣔ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Ոॆ围填

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

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湛⊏ 限制开发४ 鑑⊏

ѕ格᧗制围填海活ࣘ等䟽大改ਈ地形地貌等自然属性的开发活ࣘ˗限制水

ᓃ和流域内的渔业规模ˈ䟽⛩保ᣔ生ᘱ⧟境˗ቭ䟿߿少旅游活ࣘሩ⧟境的

ᦏ害Ǆ

湛⊏ 䟽⛩开发४ 赤ൾ४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城镇发展䙐地ᐕ程用海和ᐕ业用海˗䘲当保障港ਓ㡚

䘀和旅游用海需求˗保留ޫ殖业等渔业˗围填海需要㓿ѕ格论证ˈՈॆ围

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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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Ոॆ开发४ 霞山४

允许规划ᇑ批围填海活ࣘˈ但是需要ѕ格ᇑ批程序˗保ᣔ河ਓ的排洪的ᆹ

全ˈ保障䱢洪通道的亪畅˗维ᣔ河ਓ४৺周边海域生ᘱ系统ᒣ衡ˈ保ᣔ生

物多ṧ性ˈ䱢⋫海水恶ॆǄ

湛⊏ Ոॆ开发४ 南йዋ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用海˗ṩ据生ᘱ载力ѕ格᧗制旅游规模˗原ࡉ

к禁→围填海活ࣘˈ需要㓿过ѕ格论证Ǆ

湛⊏ Ոॆ开发४ 坡头४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城镇发展䙐地ᐕ程用海˗保ᣔ生ᘱ⧟境ˈ䘲ᓖ发展旅

游业˗䘲当保障港ਓ㡚䘀和旅游用海需求˗围填海需要㓿ѕ格论证ˈՈॆ

围填海ᒣ面ᐳ局ˈ节㓖ǃ集㓖利用海域资源Ǆ

湛⊏ Ոॆ开发४ 特呈ዋ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用海˗ṩ据生ᘱ载力ѕ格᧗制旅游规模˗原ࡉ

к禁→围填海活ࣘˈ需要㓿过ѕ格论证Ǆ

湛⊏ Ոॆ开发४ 硇洲ዋ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旅游用海˗ṩ据生ᘱ载力ѕ格᧗制旅游规模˗原ࡉ

к禁→围填海活ࣘˈ需要㓿过ѕ格论证Ǆ

湛⊏ 䟽⛩开发४ 湛⊏港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港ਓ㡚䘀用海 保̠障海ᓅݹ缆৺港ਓ⸱头的用海需求ˈ

维持㡚道畅通ˈ保障海ᓅ管线ᆹ全˗ѕ格᧗制围填海规模ˈ保障合理用海

需求ˈሩ围填海外界提ࠪ指ሬ性᧗制界限˗᧗制围填海面〟ˈ࣐强ሩ围填

海的ࣘᘱⴁ测和ⴁ管ˈ保障合理用海需求˗需要࣐强海域生ᘱ⧟境ࣘᘱⴁ

测和跟踪管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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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禁→开发४ 通明海保ᣔ४

相䘲ᇌ的海域䘲用类型Ѫ特↺用海˗ѕ格按照ഭ家ޣ于海洋⧟境保ᣔ৺自

然保ᣔ४管理的法律ˈ法规和标准䘋行管理Ǆ

湛⊏ Ոॆ开发४ ь䟼┙涂

䈕海域规划Ѫ水ӗޫ殖用海ˈѕ格᧗制围填海䙐地等改ਈ自然属性的开发

活ࣘˈ保障ޫ殖用海ˈ合理规划ޫ殖模式ǃޫ殖规模оޫ殖密ᓖ和结构ˈ

强渔业资源保ᣔо修复˗ᓄ保ᣔ⧠ᴹ的ޫ殖情况ˈ在н影响ޫ殖活ࣘ的࣐

前提лˈਟ䘲当发展оޫ殖ެ容的ަ它的开发活ࣘǄ

湛⊏ 禁→开发४ 徐闻西部珊瑚礁海域

䈕४域Ѫѕ格保ᣔ४ˈѕ禁围填海䙐地等改ਈ自然属性和水ࣘ力条Ԧ的开

发活ࣘ˗ഭ家㓗珊瑚礁自然保ᣔ४已㓿ᡀ立ˈ大部࠶珊瑚礁均ս于䘁岸或

者离ዋ很䘁的⍵水४域ˈ很容易ਇ到人类活ࣘ和䱶地开发的影响ˈ因↔需

要䘋行ѕ格保ᣔˈн允许建设⊑染⧟境ǃ破ൿ资源和Ჟ㿲的生ӗ设施˗在

н影响海洋生ᘱ⧟境的前提л 䘁̍岸ਟ䘲当发展旅游㿲ݹ和海洋科Პ教育ˈ

但要合理规划和᧗制规模ˈ限制旅游人数ˈԕ免ሩ自然保ᣔ४生ᘱᲟ㿲和

生物多ṧ性䙐ᡀ影响Ǆ

湛⊏ 䟽⛩开发४ 海ᆹ港

相䘲ᇌ的用海类型Ѫ交通䘀输用海˗保障临港ӗ业ǃ跨海桥梁ǃ隧道ǃ管

线管道等用海需求˗维ᣔ交通ᆹ全˗围填海需要䘋行ѕ格论证ˈՈॆ围填

海ᒣ面ᐳ局ˈ节㓖集㓖利用海域资源˗改善水ࣘ力条Ԧ和泥沙ߢ淤⧟境˗

强用海ࣘᘱⴁ测和ⴁ管Ǆ࣐

湛⊏ 禁→开发४ 䴧ᐎ珍稀海洋生物自然保ᣔ४

已建立ഭ家㓗自然保ᣔ४ˈ是南中ഭ海极Ѫ䟽要的水生珍惜ࣘ物䚯难ᡰ和

栖息地ˈ因↔需要䘋行ѕ格的保ᣔ˗禁→一࠷围填海活ࣘˈѕ格执行保ᣔ

४的相ޣ管理规定ˈ禁→一࠷о保ᣔ目的无ޣ的活ࣘ˗维持保ᣔ४内生物

多ṧ性ˈ保ᣔⲭ碟贝৺ަ它珍稀濒ড的海洋生物৺ަ生境˗ሩ保ᣔ४内的

海域ᇎ行生ᘱ⧟境ࣘᘱⴁ测和评估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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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४ ४划࠶类 海域 保ᣔ利用建䇞

湛⊏ 禁→开发४ 英罗港海洋生ᘱ系统保ᣔ海域

ս于河ਓ४ˈ是河流和海洋相ӂ用地带ˈ生ᘱ系统ሩ⧟境的৽ᓄ比较敏

感˗已建立红树林保ᣔ४ˈѫ要保ᣔሩ象Ѫ红树林生ᘱ系统Ǆ要ѕ禁一࠷

围填海活ࣘˈ禁→一࠷о保ᣔ目的无ޣ的活ࣘ˗᧗制䱶源⊑染物ˈ䱢→入

海海流ሩ生ᘱ系统䙐ᡀ负面影响˗在н影响红树林生ᘱ⧟境的前提лˈ䘁

岸ਟ䘲当发展旅游㿲ݹ和海洋科Პ教育ˈ但要合理规划和᧗制规模ˈ限制

旅游人数ˈԕ免ሩ自然保ᣔ४生ᘱᲟ㿲和生物多ṧ性䙐ᡀ影响Ǆ科学管理

保ᣔ४内的科研活ࣘˈ使ަо保ᣔᴹ机结合䎧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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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3 广ь省海洋⧟境保ᣔ “十Ҽӄ”规划海洋⧟境保ᣔ机制建设䟽⛩ᐕ程

序ਧ 亩目〠 建设内容 ᇎ施ᒤ限 投资估算˄万元˅ 䍓任ѫ体

1 海洋相ޣ४划ǃ规划修编

广ь省䘁岸海域⧟境࣏能४划修编˗各

沿海ᐲ的海洋㓿济发展规划ǃ海岸带о

海ዋ开发利用о保ᣔ规划ǃ生ᘱ建设о

⧟保规划ԕ৺海洋⧟保规划等相ޣ规

划的编制或修编

2013ᒤ完ᡀ 15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各沿海ᐲ海洋о

渔业局ԕ৺⧟境保ᣔ

局

2
海洋ӗ业结构调整指ሬ目录о

调整ᇎ施方案制定

ṩ据ǉ广ь海洋㓿济综合试验४发展规

划Ǌǃǉ广ь省ഭ民㓿济о社会发展第十

Ҽ个ӄᒤ䇑划Ǌǃǉ广ь省海洋㓿济发展

“十Ҽӄ”规划Ǌ等规划文Ԧˈ䚥循合理

利用海洋资源ǃެ顾海洋生ᘱ⧟境保ᣔ

和ਟ持续发展的原ࡉˈ制定广ь省海洋

ӗ业结构调整指ሬ目录৺ަሩᓄ的ӗ

业结构调整ᇎ施方案ˈԕ指ሬ广ь省海

洋ӗ业结构ᇎ行调整ǃՈॆ

2013ᒤ完ᡀ 80

广ь省发展改革和委员

会ǃ广ь省海洋о渔

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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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ь省海洋⧟境ᢰ术中心建立

ᡀ立广ь省海洋⧟境ᢰ术中心ˈу门负

䍓海洋⧟境影响ᣕ告文Ԧ的ᢰ术评估

ᐕˈѪ海洋行᭯ѫ管部门在ᇑṨ海岸

ᐕ程等ަ他⎹海ᐕ程亩目的⧟境影响

ᣕ告文Ԧ时提供ᢰ术支撑ˈ并负䍓ᢰ术

ᇑ查制ᓖǃ规㤳的制定ǃ修䇒ԕ৺ᇑ查

ᢰ术方面相ޣ研究的开展

2014ᒤ完ᡀ 3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局

4
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

制ᓖ制定

制定广ь省海洋⧟境保ᣔ䍓任考Ṩ指

标体系和考Ṩ标准˗ࠪਠ“广ь省海洋

⧟境保ᣔ䍓任考Ṩ࣎法”

2014ᒤ完ᡀ 150
广ь省人民᭯府ǃ广

ь省海洋о渔业局

5 广ь省海洋生ᘱ补偿试⛩ᐕ

在深圳开展广ь省海洋生ᘱ补偿试⛩

ᐕˈ探䇘制定ᡁ省的海洋生ᘱ补偿ᇎ

施࣎法和相ޣᢰ术标准

2015ᒤ完ᡀ 5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深圳ᐲ人民᭯府ǃ

深圳ᐲ海洋о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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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粤港澳ǃ粤桂琼ǃ粤闽海洋

⧟保联ࣘ机制建立

强о香港ǃ澳门ǃ广西ǃ海南ǃ福建࣐

等交界省份ǃ特别行᭯४ѻ间在海洋⧟

保ᐕ方面的沟通ǃॿ 构̍建粤港澳ǃ

粤桂琼ǃ粤闽地४间海洋⧟保联ࣘ机

制ˈ在海洋⧟境ⴁ管ǃ海洋生ᘱ保ᣔо

修复ǃ海洋灾害ⴁ测预ᣕ等方面开展合

ˈ䟽⛩打䙐粤港澳珠⊏ਓ海洋⧟境ⴁ

᧗㖁㔌

2015ᒤ完ᡀ 1200

广ь省人民᭯府ǃ香

港特别行᭯४᭯府ǃ

澳门特别行᭯४᭯

府ǃ广西壮᯿自⋫४

人民᭯府ǃ海南省人

民᭯府ǃ福建省人民

᭯府ǃ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香港⧟保署ǃ

澳门⧟保局ǃ广西壮

᯿自⋫४海洋局ǃ海

南省海洋о渔业ǃ

福建省海洋о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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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4 广ь省海洋⧟境保ᣔ “十Ҽӄ”规划海洋⧟境⊑染䱢⋫䟽⛩ᐕ程

序ਧ 亩目〠 建设内容 ᇎ施ᒤ限 投资估算˄万元˅ 䍓任ѫ体

1
海洋⧟境容䟿о入海⊑染物总

䟿᧗制制ᓖ研究

开展湛⊏⒮ǃ大鹏⒮ǃ柘林⒮ǃ海陵⒮等海域

的海洋⧟境容䟿研究ˈ并在珠⊏ਓǃ大ӊ⒮和

鉴⊏流域开展入海⊑染物总䟿᧗制试⛩ᐕˈ

ަ中大ӊ⒮地४䘈将开展热容䟿᧗制试⛩ᐕ

2015ᒤ完ᡀ 5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广ь省⧟境保ᣔǃ

广ь省տᡯ和城ґ建

设ǃ相ޣ沿海地㓗

ԕкᐲ᭯府

2 围填海ᐕ程示㤳

选ᤙ汕头ǃ珠海等地开展ส于生ᘱਟ持续发展

的围填海ᐕ程示㤳ˈ研究开发ᯠ型填海ᶀ料ˈ

探索利用固体废ᔳ物焚烧ਾ↻渣和惰性物料

Ѫ填料的ਟ行性ˈ发展ส于海洋生ᘱਟ持续发

展的围填海ᢰ术

2014ᒤ完ᡀ 5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汕头ᐲо珠海ᐲ人民

᭯府

3
䟽⛩港ਓ⊑染处理

о回收设施建设

䟽⛩࣐强广ᐎ港等䟽大港ਓ含油⊑水处理о回

收设施建设等⊑染᧗制ᐕ程建设˗࣐强ߋ港油

⊑水处理系统的建设ᐕ和㡠艇油⊑水接㓣设

施ǃ装备和设备配྇ᐕ˗完善揭䱣靖海渔港ǃ

汕ቮ⭢子渔港ǃ䚞浪渔港等 20个䟽⛩渔港的船

舶⊑染接收设施

2015ᒤ完ᡀ 50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广ь省⧟境保ᣔǃ

广ь省տᡯ和城ґ建

设ǃ相ޣ沿海地㓗

ԕк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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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离岸排᭮ᐕ程

完善大ӊ⒮石ॆ४ǃ揭䱣石ॆᐕ业ส地ǃ㤲

石ॆ४和湛⊏ь海ዋ石ॆᐕ业ส地等大型临海

石ॆᐕ业园४的⊑水离岸排᭮ᐕ程

2015ᒤ完ᡀ 150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广ь省⧟境保ᣔǃ

广ь省տᡯ和城ґ建

设ǃ相ޣ沿海地㓗

ԕкᐲ᭯府

5 高ս⊐ޫ殖废水⋫理示㤳ᐕ程

在ᡁ省沿海⇿一个集水४ǃ⇿一个地㓗ᐲ建设

1-2个高ս⊐ޫ殖废水⋫理示㤳ᐕ程 ᧘̍广㓿济

ᴹ效的高ս⊐废水⋫理ᢰ术ˈ提倡采用ݸ䘋的

高效微生物ᢰ术和䱢渗漏ᐕ程ᢰ术ˈ增ޫ࣐殖

用水的循⧟利用ˈ߿少⊑染物排᭮

2015ᒤ完ᡀ 30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相ޣ沿海地㓗ԕкᐲ

海洋о渔业部门

6 海洋Ṩᆹ全ⴁ管体系建设

制定ᓄሩṨһ故的海洋ᓄ急预案ˈ建立全省Ṩ

辐射һ故ᓄ急联ࣘ机制˗建设覆盖全省䘁岸海

域的Ṩ辐射⧟境ⴁ测㖁㔌˗࣐强海洋Ṩ辐射ⴁ

管队伍自身建设

2014ᒤ完ᡀ 6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广ь省⧟境保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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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5 广ь省海洋⧟境保ᣔ “十Ҽӄ”规划海洋生ᘱ保ᣔо建设䟽⛩ᐕ程

序ਧ 亩目〠 建设内容 ᇎ施ᒤ限 投资估算˄万元˅ 䍓任ѫ体

1 ި型海洋生ᘱ系统调查о评估

ሩᡁ省ި型海洋生ᘱ系统开展全面调查ˈ特别是ሩ红

树林⒯地生ᘱ系统ǃ珊瑚৺珊瑚礁生ᘱ系统ǃ海草床

生ᘱ系统和䟽要水生生物ӗথ场ǃ孵育场等䟽要敏感

生ᘱ系统䘋行全面调查ˈ䟽⛩调查生物多ṧ性ˈ科学

评估生ᘱ系统的ਇᦏᓖǃ破⺾ᓖ৺ަ生ᘱԧ值ˈѪ修

复被破ൿ的生ᘱ⧟境提供科学的依据Ǆ

2015ᒤ完ᡀ 297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2 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

选ਆ珠⊏ਓǃ㤲水ь⒮ǃ▞ᐎ柘林⒮ǃ惠ᐎ考洲洋

海域开展⧟境整⋫修复示㤳ᐕ程Ǆ珠⊏ਓ海域⧟境整

⋫修复示㤳ᐕ程ˈ䟽⛩开展富营ޫॆ生ᘱ修复ǃ海洋

生物资源ޫᣔǃ生物岸线修复ǃ海草床修复和珊瑚礁

恢复等˗㤲水ь⒮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ˈ䟽

⛩开展海⒮周边⧟境整⋫ǃ┘海Ἵ物种Ἵ和Ჟ㿲ᓺ道

营䙐等ᐕ ▞̠ᐎ柘林⒮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程ˈ

䟽⛩开展海水ޫ殖ᐳ局Ոॆǃ⧟境容䟿研究ǃ海水⧟

境生ᘱ修复等˗惠ᐎ考洲洋海域⧟境整⋫修复示㤳ᐕ

程ˈ䟽⛩开展红树林生ᘱ系统ᐕ程ǃ红树林-海堤的生

物岸线ᐕ程ǃ海域⋫⊑保洁ᐕ程ǃ发展⧠ԓ渔业ᐕ程

等ޛ大ᐕ程Ǆ

2015ᒤ完ᡀ 12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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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岸带综合整⋫о生ᘱ恢复试

⛩ᐕ程

选ਆ汕ቮ品清湖海岸带和湛⊏特呈ዋ海岸带开展综合

整⋫о生ᘱ恢复试⛩ᐕ程Ǆ汕ቮ品清湖海岸带综合整

⋫о生ᘱ恢复试⛩ᐕ程 䟽̍⛩开展截⊑ᐕ程ǃ疏浚ᐕ

程和生ᘱ修复ᐕ程Ǆ湛⊏特呈ዋ海岸带综合整⋫о生

ᘱ恢复试⛩ᐕ程ˈ䟽⛩开展红树林保ᣔо修ᣔᐕ程ǃ

海岸带综合⋫理ᐕ程和┘海生ᘱ旅游等ᐕ程Ǆ

2015ᒤ完ᡀ 6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4
ި型生ᘱ系统

修复ᐕ程

┘海⒯地生ᘱ

系统修复

在湛⊏红树林ǃ珠海ҼӅ⒮海域ǃ惠ᐎ考洲洋海域ᇎ

施┘海⒯地生ᘱ系统修复ᐕ程

2015ᒤ完ᡀ 6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红树林生ᘱ系

统修复

强湛⊏红树林ഭ䱵䟽要⒯地ǃ珠⊏й角洲红树林⒯࣐

地圈ǃ汕头⒮о汕ቮ红海⒮的红树林┙涂⒯地建设ˈ

强汕ቮ海丰ഭ䱵䟽要⒯地和汕头南澳候鸟省㓗自然࣐

保ᣔ४鸟类的保ᣔоⴁ测ᐕ

珊瑚礁生ᘱ系

统恢复

开展珊瑚礁人ᐕ恢复ᐕˈ᧘ࣘ人ᐕ移Ἵ试⛩ᐕ

海草床生ᘱ系

统恢复

升㓗ǃ建设ਠ山кᐍዋ海草床保ᣔ४ǃ䴧ᐎ海草县㓗

自然保ᣔ४ˈ选ᤙਟ在ᡁ省沿海海ᓅ৺▞间带繁殖的

Ἵ物在䴧ᐎ流沙⒮ǃ䱣⊏海陵ዋǃ湛⊏ь海ዋǃ㤲

᭮鸡ዋǃ深圳⒮ǃ深圳大鹏⒮ǃ惠ᐎ大ӊ⒮ǃ汕头南

澳ዋ等ި型海洋生ᘱ⍵海४和⊑染河ਓ४䘋行种Ἵ和

增殖ˈԕ修复䘉Ӌ海४的海草床生ᘱ系统

ޫ殖生ᘱ系统

修复

在珠⊏ਓǃ惠ᐎ大ӊ⒮ǃ㤲沿海ǃ湛⊏⒮ǃ䴧ᐎ流

沙⒮等贝类ޫ殖४ᇎ施ޫ殖生ᘱ系统修复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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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沙䍘海岸修复ᐕ程

建设粤ь南澳ዋ˄ 含南澎ࡇዋ ǃ˅珠⊏ਓ海域广ᐎ南沙

十九涌ˈ粤西䴧ᐎ半ዋ流沙⒮ 3个高水ᒣ┘海旅游⸲

䍘海┙ˈ综合考虑确定й处修复海┙的ѫ要地貌因子

特征ǃ自然条Ԧǃ海域⧟境䍘䟿৺海┙䘰ॆ⧟境ˈ采

ਆ沙┙喂ޫ模式ˈሩ海岸沙┙䘋行恢复措施

2015ᒤ完ᡀ 1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6
海ዋ生ᘱ修复

和保ᣔᐕ程

海ዋ生ᘱ修复

在汕头ᐲ南澳ዋǃ深圳ᐲ小铲ዋ开展海ዋ沙┙生ᘱ修

复ᐕ程˗在珠海ᐲ的й角洲о小蜘洲ǃ在外伶仃ዋǃ

在䱣⊏ᐲ南鹏ዋǃ在湛⊏ᐲ罗斗沙开展生ᘱਇᦏ海ዋ

的生ᘱ修复试⛩ᐕ程˗在惠ᐎᐲ小辣⭢ǃ深圳ᐲ内伶

仃ዋǃ珠海ᐲ淇澳ዋ建设海ዋ生ᘱᇎ验ส地
2020ᒤ完ᡀ 3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领海ส⛩海ዋ

保ᣔ

在汕头南大礁和芹澎ዋǃ惠ᐎ针头岩ǃ珠海ᒣ洲ዋǃ

ਠ山围夹ዋ和大帆石 6个领海ส地ᡰ在海ዋᇎ施生ᘱ

⧟境保ᣔᐕ程Ǆ

7 海洋生物多ṧ性保ᣔᐕ程

开展广ь省沿海生物多ṧ性调查ˈ编制ࣘ物录ǃἽ

物录ˈ建立海洋生物多ṧ性调查৺信息系统和ⴁ测

综合信息ᒣਠˈ完善生物多ṧ性保ᣔⴁ测㖁㔌˗选ᤙ

惠ᐎ大ӊ⒮ǃ汕头南澳ዋ和湛⊏硇洲ዋѪ海洋生物

多ṧ性保ᣔ示㤳४ˈᇎ施物种多ṧ性ǃ生ᘱ系统多ṧ

性ǃ种群遗传多ṧ性ǃ濒ড物种的濒ড机制ǃ种䍘资

源保ᆈ等生物多ṧ性保ᣔ研究˗࣐强广ь汕头南澳ዋ

海域—福建漳ᐎь山ዋ海域联合ഭ海洋生物多ṧ性保

ᣔ示㤳४建设˗开展生物多ṧ性保ᣔᇓ传教育ˈ建立

生物多ṧ性保ᣔ教育试⛩

2015ᒤ完ᡀ 15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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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珍稀濒ড物种保ᣔᐕ程

开展珍稀濒ডࣘ物生ᆈ⧠状调查ˈ建立中ॾⲭ海豚ǃ

海龟ǃ黄唇鱼等珍稀海洋生物救ᣔ保育ส地˗ᯠ建 1

个珍稀ǃ濒ড和㓿济品种的种䍘资源ᓃǃ3个䟽要珍

稀ǃ濒ড物种的人ᐕ生ᘱᓃ和 3个䟽要珍稀ǃ濒ড物

种原种场

2015ᒤ完ᡀ 1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9 外来入侵物种风险䱢᧗

开展广ь省海域和海ዋ外来入侵物种调查ˈ建立外来

物种数据ᓃ৺ሩ海洋生ᘱ系统ǃ⧟境ǃ物种构ᡀ威㛱

的外来物种风险评ԧ指标体系ǃ风险评ԧ方法和风险

管理程序等˗࣐强检疫䱢疫ส础设施建设ˈ建立外来

入侵物种ⴁ测系统和外来入侵物种鉴定和预警信息中

心˗࣐强о䱢⋫外来入侵ᴹޣ的科学研究

2015ᒤ完ᡀ 1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10 海洋保ᣔ४建设ᐕ程

全省㤳围内᧘ࣘ海洋保ᣔ४的ᯠ建和升㓗ᐕ程˗在Ո

保ᣔ४域和䟽⛩保ᣔ४域ᯠ建或升㓗一批海洋保ᣔݸ

४˗开展珠⊏ਓ中ॾⲭ海豚保ᣔ४ǃ惠ь港ਓ海龟保

ᣔ४ǃ徐闻珊瑚礁保ᣔ४ǃ䴧ᐎ珍稀海洋生物保ᣔ४

等ഭ家㓗海洋保ᣔ४ԕ৺南澎ࡇዋ海洋生ᘱ保ᣔ४ǃ

大ӊ⒮水ӗ资源保ᣔ४ǃ⊏门中ॾⲭ海豚保ᣔ४和䱣

⊏南鹏ࡇዋ海洋生ᘱ保ᣔ४等省㓗海洋保ᣔ४的升㓗

和示㤳性建设˗丰富和完善湛⊏吴ᐍ博㤲海洋特别保

ᣔ४和汕ቮ䚞浪角海洋特别保ᣔ४等海洋特别保ᣔ४

的建设˗䟽⛩᧘ࣘ珠海横琴ዋǃ湛⊏ཙᡀਠǃ惠ᐎ考

洲洋和㤲虎头山等ഭ家㓗海洋ޜ园的规划和建设ᐕ

˗开展特呈ዋഭ家㓗海洋ޜ园和海陵ዋഭ家㓗海洋

园的升㓗和示㤳性建设Ǆ初↕建立ԕഭ家㓗Ѫ龙头ǃޜ

省㓗Ѫ骨ᒢǃᐲ县㓗Ѫ通道的保ᣔ४㖁㔌Ǆ

2015ᒤ完ᡀ 7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境保ᣔǃ广

ь省䍒᭯ǃ相

沿海ᐲ县᭯ޣ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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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洋保ᣔ४数ᆇॆ管ᣔ和ⴁ᧗

ᒣਠ建设

ԕഭ家㓗ǃ省㓗和䟽⛩ᐲ县㓗保ᣔ४Ѫ㖁㔌节⛩ˈ在

沿海保ᣔ४ᆹ装水⧟境在线ⴁ测ǃ水面৺水ᓅ视频ⴁ

᧗等仪器设备ˈ਼时开发保ᣔ४数ᆇॆ管ᣔ和ⴁ᧗ᒣ

ਠ䖟Ԧ 建̍立较完善的保ᣔ४数ᆇॆ管ᣔǃ信息服࣑ǃ

统䇑࠶析ǃ视频ⴁ᧗体系˗䙀↕ᇎ⧠保ᣔ㖁㔌ॆǃਟ

视ॆǃ数ᆇॆ和信息共享ॆˈн断提高保ᣔ४⧠ԓॆ

建设和管理水ᒣǄ

2015ᒤ完ᡀ 8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保

ᣔ४管理机构

12 人ᐕ鱼礁建设ᐕ程

完善沿海人ᐕ鱼礁建设规划ˈ完ᡀᯠ建鹅ޜ⒮ǃ西帆

石ǃ南山岭ǃ大᭮鸡ዋǃ角ቮǃ芦牌ǃ博㤲等人ᐕ鱼

礁 12个ˈ并ሩ投礁ਾ的效᷌䘋行跟踪ⴁ测о评估

2015ᒤ完ᡀ 24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13 海洋牧场示㤳४建设ᐕ程

ᯠ建ᓹ⊏龙头沙ǃ珠海ь澳ዋǃ大ӊ⒮ǃ▞䱣海门ǃ

南澳Ѽ屿 5个海洋牧场示㤳४
2015ᒤ完ᡀ 15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广ь省

䍒᭯ǃ相ޣ沿

海ᐲ县᭯府

14 ഭ家㓗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珠海横琴ᯠ४ǃ汕头南澳县ǃ湛⊏徐闻县建设ഭ家㓗

海洋生ᘱ文明示㤳४

2020ᒤ完ᡀ 8950000

ഭ家海洋局ǃ广

ь省海洋о渔

业局ǃ广ь省䍒

᭯ǃ相ޣ沿海

ᐲ县᭯府

15 增殖᭮流ᐕ程

强粤ьǃ粤西增࣐⛩强海洋生物资源增殖᭮流ˈ䟽࣐

殖᭮流ᐕ程建设ˈ在汕头ǃ大ӊ⒮ǃ湛⊏等地规划建

设海洋生物增殖᭮流ส地ˈ⇿ᒤ增殖᭮流海洋㓿济种

类 1.5亿ቮ˄粒˅ԕкǄ

2015ᒤ完ᡀ 60000

广ь省海洋о

渔业局ǃ相ޣ沿

海ᐲ县海洋о

渔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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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表 6 广ь省海洋⧟境保ᣔ “十Ҽӄ”规划海洋⧟境ⴁ管能力建设䟽⛩ᐕ程

序ਧ 亩目〠 建设内容 ᇎ施ᒤ限 投资估算˄ 万元˅ 䍓任ѫ体

1 海洋⧟境ⴁ测ส础建设

开展全省海洋⧟境ⴁ测业࣑机构สᵜ能力标准ॆ

建设ᐕ程 启̠ࣘ海洋生ᘱ⧟境ⴁ测о评ԧޣ键领域

䟽⛩ᇎ验ᇔ建设 ᧘̠䘋建设粤港澳珠⊏ਓ海洋⧟境

ⴁ᧗体系˗䟽⛩᧘䘋 3个४域性˄粤ьǃ粤西和珠

й角˅海洋⧟境ⴁ测中心站和 25个沿海县˄४˅

海洋⧟境ⴁ测机构建设ᐕ程˗启ࣘ省ⴁ测中心ǃ深

圳ᐲⴁ测站ǃ䱣⊏ᐲⴁ测站和⊏门ᐲⴁ测站海洋⧟

境辐射ⴁ测ᇎ验ᇔ建设˗在䟽⛩海洋开发४域ǃ海

ዋᐳ局建设 10ˉ15个海洋㿲测站⛩ˈ䙀↕配备ᓄ

急机ࣘ船只ǃ无人机ǃ㡚空遥感等ⴁ测手段˗ᇎ施

海洋生ᘱ⧟境调查ⴁ测船艇建设ˈަ 中建䙐 500吨

㓗ⴁ测船 1艘ˈ200吨㓗ⴁ测船 3艘ˈ100吨㓗ⴁ

测船 14艘ˈⴁ测快艇 50艘Ǆ

2015ᒤ完ᡀ 220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相ޣ沿海ᐲ县

海洋о渔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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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海洋㿲测能力建设

在沿海䟽要㓿济带ǃ自然保ᣔ४ǃ生ᘱ敏感४建ᡀ

⭡ 5个中心站ǃ11个สᵜ㿲测站和 1个备用㿲测⛩

㓴ᡀ的岸ส海洋㿲测体系ˈ䟽⛩完ᡀ 15个气象㿲

测站ǃ16个验▞Ӆǃ11个气象䴧达ǃ7个 X⌒䴧

达ǃ3ሩ地⌒䴧达等㿲测设备৺ަ配྇ส础设施Ǆ

2015ᒤ完ᡀ 19206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相ޣ沿海ᐲ县᭯府

3
海洋⊑染һ故

о生ᘱ灾害ᓄ急处置

开展沿海海洋灾害о⊑染һ故风险评估о४域选

划 设̠立广ь省海洋⧟境灾害о⊑染һ故ᣕ告举ᣕ

和ᓄ急指挥中心˗完善珠⊏ਓǃ大ӊ⒮ǃ湛⊏港等

४域石油ǃᴹ毒ᴹ害ॆ学品⊑染ᓄ急ⴁ测体系建

设 建̠立珠⊏ਓ溢油ᓄ急辅ࣙߣ策系统 在̠大ӊ⒮ǃ

高栏港ǃ湛⊏港开展᭯府о企业海洋⊑染һ故风险

䱢㤳和ᓄ急联合处置示㤳ᐕ程建设 建̠立广ь省沿

海䘁岸油储和石ॆ企业油指㓩ᓃ˗ԕᴹ害藻ॾǃ溢

油等Ѫሩ象ˈ发展遥感ⴁ测ᓄ用业࣑系统˗开展海

洋外来物种ⴁ᧗Ǆ

2015ᒤ完ᡀ 1055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保ǃ

相ޣ沿海ᐲ县᭯府



84

4 海洋⧟境信息管理能力建设

建立海洋⧟境信息㖁㔌体系 建̠立海洋⧟境预警о

ᓄ急信息系统ᒣਠǄ

2015ᒤ完ᡀ 2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保ǃ

广ь省海һ局ǃ广

ь省水利ǃ广ь

省䍒᭯ǃ广ь省

科ᢰ

5 海洋蓝色碳汇试⛩ᐕ程

ᡀ立广ь省蓝色碳汇研究中心 设̠立蓝色碳汇科研

у亩ส金ˈ开展海洋生物固碳机理ǃ固碳海洋生物

种类ǃ固碳效᷌等蓝色碳汇ส础研究˗在▞ᐎǃ汕

头ǃ⊏门ǃ䱣⊏ǃ㤲ǃ湛⊏等地开展贝藻类等海

洋生物固碳试⛩ᐕ 启̠ࣘ蓝色碳汇ᢰ术支撑体系

建设ˈ制䇒海洋生物固碳ᢰ术规程ǃ蓝色碳汇ⴁ测

䇑䟿о评ԧ体系和海洋生物固碳ӗ业评ԧ指标体

系 设̠立у亩㓿䍩用于开展蓝色碳汇ᢰ术的᧘广о

ᓄ用˗启ࣘ蓝色碳汇碳交易ᒣਠ建设Ǆ

2015ᒤ完ᡀ 53000

广ь省海洋о渔业

局ǃ广ь省䍒᭯ǃ

广ь省科ᢰǃ相

沿海ᐲ县᭯府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