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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岸带综合管理作为沿海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对沿海地区科学有效地利用

海岸带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国家、省、市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当前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现状

和实践状况，提出了在海岸带综合管理立法缺失、权属不清、海陆统筹不能兼顾、海岸带规划与评价

不足、管理技术亟待升级、海岸带基础数据尚不完备等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国内外对海岸带

综合管理的经验和实践，从加快海岸带立法、完善海岸带规划、协调综合管理、兼顾陆海统筹、提升

管理技术、加强管理效果评价以及夯实基础信息等方面提出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措

施和建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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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带作为海洋与陆地交互作用最显著的区域，
同时包含陆地和海洋两部分。 目前学界对于海岸带

的定义依然不够统一，海岸带边界的划定尚无通用的

标准［１］。 各国及各部门通常依据自身的开发或其他

具体需求定义海岸带并划分边界［２］。 《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中将海岸带具体边界定义为位于平均海水深

５０ ｍ 与潮流线以上 ５０ ｍ 之间的区域，或者自海岸向

大陆延伸 １００ ｋｍ 范围内的低地，包括珊瑚礁、高潮线

与低潮线之间的区域、河口、滨海水产作业区以及水

草群落［３］。 我国部分省份已颁布了相应管理条例为

海岸带综合管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ＣＺＭ）提供依据，以福建省为例，将海岸带定义为“海
洋与陆地交汇地带，包括海岸线向陆域侧延伸至临海

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滨海陆地和向海域侧延

伸至领海基线的近岸海域” ［４］。
海岸带综合管理概念最早由美国旧金山湾自然保

护与发展委员会于 １９６５ 年提出［５］。 １９９２ 年《２１ 世纪议

程》正式提出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概念［６］。 在海岸带

综合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对海岸带综合管

理的定义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 Ｋｈａｋｚａｄ 等（２０１５）
认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是海岸带管理的进程之一，是平

衡和整合海岸带地区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娱乐等

方面，以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７］。 Ｐéｒｅｚ⁃
Ｃａｙｅｉｒｏ 等（２０１５）认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以人类发展和

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为目标的管理过程［８］。 鹿守本

（２００１）认为海岸带综合管理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一个

组成部分，是沿海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９］。
科学合理的海岸带法律法规为有序的海岸带综

合管理的实施提供重要帮助［１０］，欧美发达国家对海

岸带立法的起步较早，美国政府 １９７２ 年颁布了《海
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岸带综合管理正式成为国

家实践［１１］。 欧盟通过颁布诸多涉海相关政策和指

令，围绕包括海岸渔业资源、海洋空间规划、沿海国

家合作机制、海岸带地区生活保障、海岸带数据收集

和海洋法律框架等要素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立

法［１２］。 英国于 ２０１３ 年制定的《英格兰海岸带协议》
通过协调规划编制、协调部门间和部门与利益相关

者间关系、简化海岸带工作的审批流程以优化英国

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１３］。 日本为应对海洋环境恶

化颁布的《日本海岸法》 （１９９９）作为海岸保护基本

政策，为海岸环境的整治与保护、海岸带的合理利

用、海岸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指导［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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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压力以及海岸带开发活动强度的增

大，海岸带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如生态环境破

坏、环境污染加剧、生物资源匮乏、海洋灾害频繁

等［１５⁃１８］。 海岸带综合管理被视为解决这些难题的

重要方法之一，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已成为沿海区

域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ＳＤＧ）的重要途径［１９⁃２０］。

１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与实践

国内关于海岸带综合管理立法方面虽然已经开

展了多年的实践［２１］，但至今仍未颁布全国性的海岸

带管理法规［２２］；据不完全统计，与海岸带综合管理

相关的法律法规情况见表 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编制海岸带等专项规划，以强化国土空

间规划对专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２９］。 当前我

国关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相关规定零散记录于其他

单行法律法规和行政文件中，缺乏统一性。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海岸带作为自然资源的一

类，其所有权属于国家［６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同时对海岸带开发活动与环境保

护执法做出了细致的规定［２５］。
近年来我国开展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已在海

岸带制度建设、规划编制和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诸

多成效。 我国沿海省市区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海岸带

管理制度，不断推进海岸带规划，并以“多规合一”

实现统筹规划、动态调整、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

可持续发展［６６］。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突

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趋势向好。 目前我

国已实施了 ３６ 个“蓝色港湾”整治项目、１５ 个海岸

带保护修复工程、６１ 个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生态修

复项目、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等［６７］。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累计修复岸线约 １ ０００ ｋｍ、滨海湿

地 ９ ６００ ｈｍ２、海岛 ２０ 个［６８］。 目前我国海岸带综合

管理正探索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

理体系，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逐步提升［６９］。
沿海部分省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海岸带法规或规

划。 ２０１８ 年福建省出台了《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

管理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了由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牵头的海岸带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４６］。 山东

省所有沿海地级市已全部制定海岸带保护条例或海岸

带保护和利用条例，成为我国第一个实现沿海地级市

全部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法规的省份［５２⁃５８］。 此外部分

省份出台了相关的管理细则，如《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

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５１］。 在海岸带管理规划方面，
山东省 ２００４ 年在国内首先开展《山东省海岸带规划》
编制工作，江苏、河北、辽宁、福建和广东等海岸带相关

规划编制工作陆续开展［７０］。
市级层面，青岛、深圳、北海等地市因地制宜，结

合各自海岸带开发和保护情况，从海湾保护、油气开

发监督、科学利用海洋资源、整治海水养殖污染、海域

开发使用和海洋保护区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与约束。

表 １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概况

Ｔａｂ．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层次 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名称

国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 ［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 年修正）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 （２０１７ 年修正） ［２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 ２０１０ 年修

正） ［２７］ 、《海洋观测站点管理办法》 ［２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２９］ 、《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３０］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３１］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３２］ 、《围填海管控办

法》 ［３３］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３４］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３５］和《关于全面

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 ［３６］

省级

《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３７］ 、《河北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３８］ 、《辽宁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３９］ 、《辽宁省海洋环境保

护办法》 ［４０］ 、《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４１］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４２］ 、《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４３］ 、《浙江

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４４］ 、《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４５］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４６］ 、《福建省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 ［４７］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４８］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４９］ 、《广西壮族

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５０］和《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 ［５１］

市级

《青岛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５２］ 、《威海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５３］ 、《日照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５４］ 、《东

营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５５］ 、《烟台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５６］ 、《潍坊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５７］ 、《滨州市海岸带生态保护与利

用条例》 ［５８］ 、《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５９］ 、《惠州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６０］ 、《防城港市海岸带保护

条例》 ［６１］ 、《三亚市海岸带保护规定》 ［６２］ 、《北海市沿海沙滩保护条例》 ［６３］和《琼海市海岸带保护管理办法》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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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地方实践

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实践需要顺

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予以优化，同时关注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海洋文化以及地方特色等方面［７１］。 我

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和经验从省级和地市级两个

层面进行分析，省级以山东、福建、海南为例，地市级

以青岛、厦门、三亚等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为例，通常

各地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包含以下几个步骤：①制

定海岸带管理法律法规，②编制海岸带保护与利用

规划，③优化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④开展海洋环境

保护与生态修复，⑤建立海岸带基础信息数据库与

决策服务系统。
２．１　 省级示范与经验

山东半岛作为我国最大的半岛，其海洋资源丰

富程度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均位于全国前列［７２］。
山东省在《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４１］ 和《山东

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４２］的管理实践中结合实际开

发情况进行了适时修订；组织开展了《山东省海岸

带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在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

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山东省积极创新海洋与海岸带

综合管理机制，组建了山东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和

山东省海洋局，领导与统筹协调全省海洋与海岸带

工作，结合湾长制与陆海统筹理念开展海岸带环境

管理与修复工作。
福建省作为我国较早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

的省份之一，率先在厦门市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的

试点工作，并将其成功经验推广至其他沿海城市。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

条例》 ［４６］开始施行，条例将福建海岸带划分为严格

保护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优化利用区域，三类区域

被规定不同的开发强度标准，突出了保护优先的原

则。 同时创新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建立起各级政

府部门主导的海岸带监督管理联合联动机制。 通过

建立福建省与沿海各地市海岸带综合管理联席会

议，以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组织领导；编制并出台

了《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以区域统筹为主，从海陆、区域、城镇间的统

筹能力，基于陆海统筹与生态系统的理念，开展海岸

带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和修复工作，达成海岸带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
海南省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制定出台了海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

和《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以指导海南海岸带

区域的开发与保护；２０１３ 年《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

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 ［５１］以陆海统筹的理念推进海

岸带综合管理的实施；２０１７ 年出台了《关于加强海

南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 此

外海南省组建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整合了原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洋经济、海洋自然资源调查

和确权登记职责，加挂海南省海洋局牌子，进一步理

顺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机构的权属问题。
２．２　 地市级示范与经验

青岛市作为第二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以自身海洋科技优势及实践经验建立起较为

成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机制［７３］。 １９９５ 年颁布的

《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对海岸带区域使用

管理、开发项目审批、渔业资源利用进行了规定；
２００９ 年颁布的《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在海洋

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养护与利用、污染防治、促进海

岸带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指导性意见；２０１９ 年

颁布的《青岛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５２］ 作

为海岸带保护法规，对青岛市海岸带保护利用管理

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青岛市海

域和海岸带保护利用规划》构建了海岸带保护利用

规划体系，为青岛市蓝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７ 年青岛市率先进行“湾长制”模式实践，设立

市、区（市）、镇（街道）三级湾长体系以提升海湾管

理保障能力。
自 １９９４ 年成为“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防治与管

理”项目示范区以来，厦门市开始了海岸带综合管

理的探索， 并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 “厦门模

式” ［７４⁃７５］。 从建立由市长领衔、涉海部门官员和海

洋专家共同组成的海岸带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

度［７６］，到针对生态环境重点区域（筼筜湖、五缘湾、
马銮湾、大嶝岛和九龙江河口等）开展海洋生态修

复与管理项目，厦门市积极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新格局［７７］。 厦门市积极参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

国际交流活动，成立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国际培训中

心，并在管理过程中借助媒体宣传海岸带综合管理

与保护工作，以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 目前厦

门市已经进入了以陆海一体化管理和发展蓝色经济

为目标的新阶段［７７］。 以“立法先行、集中协调、科学

支撑、综合执法、财力保障、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厦
门模式”，也成为国内外沿海区域进行海岸带综合

管理的参考对象［７８］。
三亚市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的海岸带综合管理

体系，２０１６ 年颁发的《三亚市海岸带保护规定》 ［６２］

对海洋部门职责、海岸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等方面

内容做出了规定，还相继出台了相应海洋行业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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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如《三亚市海水浴场管理办法》 《三亚市潜

水旅游活动用海管理规定》 《三亚市水上旅游管理

办法》等，对海岸带开发活动进行约束。 在经过机

构改革后，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亚市生态

环境局分别作为海岸带资源与环境行政管理机构。
三亚市成为第二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后，海岸带保护与管理在三亚城市规划中始终占据

重要地位，以推进其可持续发展。 三亚市还积极开

展海洋环境监测、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污染物排海总

量控制以及海洋生态修复，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三亚

市海洋环境质量状况。

３　 存在的问题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已经开展多年，部分

沿海区域在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过程中取得了

显著成效，在海岸带管理立法与规划、海岸带管理机

构改革、海岸带环境治理与修复等方面均取得了丰

富的经验；同时，在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中也存在仍

未解决的问题，如陆海二元分割、行业部门分割和行

政辖区分割的问题［７９］，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

一步分析。
３．１　 海岸带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仍未出台国家层次上的海岸带管理

法律法规。 海岸带管理法律法规是进行海岸带综合

管理活动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海岸带开发的行动

指南。 但我国仅有部分省市出台了海岸带管理法律

文件，多数省份海岸带综合管理过程中无法可依，缺
少全国范围的海岸带管理法规，不利于协调区域间

的海岸带综合管理问题。
３．２　 海岸带综合管理权属不清

海岸带区域作为生产与开发活动最密集的区

域，也是各职能部门管理交叉、重叠的区域［８０］。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海岸带空间规划和生

态修复的职权统一到自然资源部，将海岸带环境污

染防治的职权统一到生态环境部，由于国家层面海

岸带综合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处于缺失状态，在管

理和实践过程中仍将存在矛盾与冲突，不利于海岸

带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我国部分区域也存在着行政辖区权限不

清问题，在进行海洋行政区划归属划分时，由于海上

难以利用有效的边界进行划分，导致沿海各级行政

区毗邻的海域没有明确的管理范围，在海岸带资源

开发和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矛盾与冲突。
３．３　 海陆统筹不能兼顾

海岸带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兼具海洋和陆地

的特性，既不同于陆地系统，又区别于海洋系统。 在

往常的海岸带管理实践中，海岸带部分常被视为陆

地部分的附属，政策规划的制定存在着“以陆观海”
这一误区，未能从海岸带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 将

海岸带视为陆地附属时，其规章制度及规划缺乏足

够的统筹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和保护海岸带。
３．４　 海岸带规划尚不完备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岸带规

划不可或缺。 坚持“多规合一”的规划导向，基于陆

海统筹的理念，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遵循“自然”
的解决方案，对海岸带地区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规划，约束海岸带地区

开发利用活动和程度，引导集约化和生态化过程，力
求形成“一张图”管控海岸带的保护与利用，为维持

生态系统服务、加强岸线保护和提升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提供保障；目前，部分地区存在海岸带整体规划

缺失或处于制订过程中。
３．５　 海岸带管理技术亟待升级

海岸带管理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海洋学的范

畴，其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海岸带综

合管理作为支持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

段，作为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系统，包含

地理、生态、环境、资源、生物、信息、灾害、经济、管理

等多个领域，需要融合多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开展管

理和实践，前沿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技

术亟待加强和升级。
３．６　 海岸带基础数据问题尚不系统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展“全国海岸带和

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以来，对海岸带区域自然环境

和社会经济方面展开全面调查，当前的海岛、海岸带

基础数据已经初具规模，但部分地区数据不能及时

更新，数字与信息海岸带的构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海岸带基础数据尚不完备。

４　 建议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已经发展了近 ３０ ａ，但至

今尚未形成系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理论体系

和实践案例。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

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与实践，促进我国海岸带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海岸带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的科学和有效管理。
（１）立法和规划方面。 应尽快完成全国性与地

方性的海岸带管理立法工作，以便海岸带地区的科

学管理实现有法可依。 在进行立法工作前应充分梳

理审查现行涉海法规间存在的冲突与空缺，统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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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区域海岸带综合管理，达成海岸带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作为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海
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海岸带活动纲领性文件的海岸

带规划与海岸带管理法规相辅相成；在进行海岸带

管理立法和海岸带规划编制时应充分考虑到气候变

化等自然因素，做好气候适应规划，避免后续因海平

面上升、岸线退缩等引起的自然灾害对沿海产业布

局与生态系统健康造成损失。
（２）管理机构方面。 以当前海岸带管理机制为

基础，构建高层次海岸带综合管理协调机制是解决

目前海岸带管理机制缺陷最现实有效的措施。 沿海

各地市及其所属省份应借鉴青岛、厦门等地海岸带

管理经验，建立类似“海洋发展委员会”、“海岸带管

理办公室”等形式的由相关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海岸

带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海岸带管理工作；在协调

各部门有关海岸带开发管理事务时应明确海岸带发

展战略总目标，厘清各相关部门职权并加强分工协

作，避免部门间存在执法管理盲区，促进海岸带区域

协同发展。
（３）陆海统筹方面。 陆海统筹作为海岸带综合

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应贯彻落实在海岸带发展的

各个层面。 在规划层面，应加快推进陆海统筹“一
张图”，将海洋功能区划等海洋主体规划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中，推进陆海规划一体化，改变传统“以陆

定海”或“以海定陆”的观念；在产业布局层面，综合

考虑海岸带区位条件，优化陆海产业布局，促进陆海

经济一体化；在环境污染治理层面，加快推进陆海统

筹的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将沿海区域环境容量作

为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约束条件，促进湾长制、滩
长制与河长制的有机结合，构建流域⁃海域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形成陆海保护一体化。
（４）管理评价方面。 对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进

行效果和跟踪评价，可有效地衡量管理是否达成预

期目标。 海岸带规划编纂时不仅要阐明规划的目的

与具体实施步骤，更需要在后续的工作中建立起适

宜的评价指标，对规划的实施效果予以评价，以促进

规划的有效实行；对海岸带管理进程中的各类开发、
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根据设定的不同层次目标，开
展效果和跟踪评价。

（５）管理技术及数据建设方面。 海岸带综合管

理需要大量的海岸带基础数据作支撑，海岸带数据

的获取、储存、分析与发布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数据

获取与储存方面，沿海省份应完善海岸带监测体系，
建设建成海岸带环境数据实时监控平台，实时数据

与定期普查数据及时上传至海岸带数据库中，同时

完善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深入推进 ３Ｓ 技术在海

岸带评价、规划等方面的应用，并加强新技术与海岸

带综合管理的结合。 目前发展迅速的大数据、５Ｇ 等

技术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
何加快推进这些高新技术与海岸带管理进程相结合

并发挥其技术优势也将成为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未

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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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ｇｚ ／ ｆｇｂｚ ／ ｆｌ ／ ２０１４０４ ／ ｔ２０１４０４２５＿２７１０４０．ｓｈｔｍｌ．

［２５］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ｇｚ ／ ｆｇ⁃
ｂｚ ／ ｆｌ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１７＿４４０４７７．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ｇｚ ／ ｆｇｂｚ ／ ｆｌ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１７＿４４０４７７．ｓｈｔｍｌ．

［２６］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１７３．ｈｔｍ．
Ｔｈｅ ９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１７３．ｈｔｍ．

［２７］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ｆｌｆｇ ／ ２００９⁃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９７４６１．ｈｔｍ．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ｆｌｆｇ ／ ２００９⁃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９７４６１．ｈｔｍ．

［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海洋观测站点管理办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２３４５２０．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９］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２０１９（１６）： ６⁃９ （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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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０］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ｐｅｃ⁃

ｓｏａ．ｃｎ ／ ｙｗ ／ ｙａｏｗｅｎｙｑｂｂ ／ ２０２１０９ ／ ｔ２０２１０９１４＿７１０２７．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５５７８７．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ｇｚ ／

ｆｇｂｚ ／ ｇｚ ／ ２０１８０７ ／ ｔ２０１８０７２７＿４４７３１１．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３］ 　 国家海洋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 国家海洋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围填海管控办法》的通

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ｆ．ｍｎｒ．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２００５ ／ ｔ２０２００５２１＿２５１４９９０．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４］ 　 国家海洋局．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ｆａｏｌｅｘ．ｆａｏ．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ｐｄｆ ／ ｃｈｎ１７６０６９．ｐｄｆ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５］ 　 国家海洋局． 海洋局印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７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９８３３２．

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６］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牢牢守住海洋生态安全根本底线［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６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８２７７２．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７］ 　 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ｊｒｄ． ｇｏｖ． ｃｎ ／ ｆｌｆ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１ ／ ０３００１３１３２．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８］ 　 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北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７⁃０４］ ． ｈｔｔｐ： ／ ／ ｚｒｚｙ．ｈｅｂｅｉ．ｇｏｖ．ｃｎ ／ ｈｅｂ ／ ｇｏｎｇｋ ／ ｇｋｍｌ ／

ｚｃｗｊ ／ ｚｃｆｇｋ ／ ｚｃｋ ／ １０１５３９７４８８００６４８．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９］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ｗ⁃ｌｉｂ．ｃｏｍ ／ ｌａｗ ／ ｌａｗ＿ｖｉｅｗ．ａｓｐ？ ｉｄ ＝ ９１２３９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
［４０］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海洋环境保护办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ｓｔｈｊ． ｌｎ．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 ／ ｆｌｆｇ ／ ｓｂｆｇ ／ ２０１９１２ ／ 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３８０６４６５．

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１］ 　 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７⁃０４］ ． ｈｔｔｐ： ／ ／ ｏｃｅａｎ．ｑｉｎｇｄａ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ｇ ／ ｓｈｊ ／

２０２１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３０＿３７０２４６９．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２］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ｄｒ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００１７７ ／ ２０１８１２ ／ ５ａｃ１０ｂ０２⁃３ａ２ａ⁃４０ｆａ⁃８３３１⁃１２４ｃ２０ｃ５１７９ｅ．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３］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ｒｄ． ｇｏｖ． ｃｎ ／ ｚｙｆｂ ／ ｓｊｆｇ ／

２０１６０４ ／ ｔ２０１６０４０７＿３７０９４３．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４］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ｎｄｌａｗ．ｃｎ ／ ｆａｇｕｉ ／ ｐ＿１ ／ ３５１４２０．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ｚｆｇｚｗｊ ／ ２０２１０６０８ ／ １ａ７３９９１ｂｅｃ

４０４ｄ１２ａ１０ｄｃ４ｂ１９３４６ｃｃｂ０．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６］ 　 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ｊｒｄ．ｇｏｖ．ｃｎ ／ ｃｔ ／ １６⁃

１２６７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７］ 　 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ｊｒｄ． ｇｏｖ． ｃｎ ／ ｃｔ ／ １６⁃１１０４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８］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ｇｒｄｗ ／ ｎｐｃ ／ ｘｉｎ⁃

ｗｅｎ ／ ｄｆｒｄ ／ ｆｕｊｉａｎ ／ ２００６⁃０７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５０２９５．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９］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ｇｄｅｅ．

ｇｄ．ｇｏｖ．ｃｎ ／ ｄｆｆａｇｕｉ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２５１３４８５．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５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ｈｙｊ．ｇｘｚｆ．ｇｏｖ．

ｃｎ ／ ｈｙｋｐ＿６６９１７ ／ ｈｙｆｌ ／ ｔ３４７４３５８．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５１］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ａｉｎａｎ．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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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青岛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ｒｄｃｗｈ．ｑｉｎｇｄａｏ．ｇｏｖ．ｃｎ ／

ｎ８１４６５８４ ／ ｎ３１０３１３２７ ／ ｎ３１０３１３４７ ／ ｎ３１０３１３５３ ／ １９１２１３１３４５０８８１７０８３．ｈｔｍ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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