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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towards the ocean,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ea area,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ea area.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sea area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ea area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cluding	the	lack	of	unified	coordination	of	monitoring	in	various	departments,	the	limited	scope	of	marine	
monitoring, the lack of pertinence of monitoring content, and monitoring capacity and level to be improve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promote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optimize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monitoring, and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ersonnel team construction to optimiz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sea area.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mor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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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向海洋发展，对海域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洋环境监测在海域开发与管理过程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主要讨论了海洋环境监测和海域开发与管理的关系，结合实际分析了现有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
开发与管理存在问题，包括各部门监测缺乏统一协调性、海洋监测范围较为局限、监测内容针对性不足，以及监测能力和
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笔者建议从推进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优化监测范围和监测内容，以及加强监测技术研究和人才队
伍建设等方面对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管理进行优化。希望通过论文的分析和探讨，可以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
发展提供更多的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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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十几年来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迅速，在促进中国

海岸带经济不断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海洋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性发展。如何更好地协调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海域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所关注

的重点问题。笔者长期从事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委托的有关

海洋环境监测和海域开发利用等相关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

拟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分析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

管理现存问题，并探讨相应的解决对策或优化方案。

2 海洋环境监测和海域开发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海域开发与管理是指在开发某一海洋资源的基础之上

需要做好资源的协调和保护，即在海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关

注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般情况

下可以将海域管理的流程划分为三个主要环节，分别为信息

环节、法规环节和控制环节。

首先，从信息环节的角度来分析，在该环节需要通过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落实来为海域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更

多的数据借鉴和信息参考。对于未开发的区域，海洋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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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是掌握区域环境本底情况的唯一途径，将为后续合理开发

提供客观信息；对于已开发的区域，海洋环境监测是监督和

管理海域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通过监测提供的信息，可以

及时了解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具体情况。信息环节是

法规环节和控制环节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后续工作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法规环节。所谓的法规环节，是指按照相关法

律条例和部门规章制度，以及确立的相关海洋规划和区划、

国家或地方标准等对海域开发活动进行管理。其中，各项法

规的制定和出台是基于一定的环境背景信息；而判断是否出

现环境违法违规情况，如排海污染物是否超出国家标准，应

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结果。

最后，进入控制环节，在该环节加强外力约束和引导，

一般需要通过优化行政手段、推进治理或修复措施等多种方

式来更好地协调海洋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如何进行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这些均需要在一定的海洋

环境监测基础上，才能确定出相对合理的目标和预期。

从海域管理的工作流程可以看出，海洋环境监测是海

域开发与管理的重要基础和首要前提，只有获取了真实有效

的海洋环境信息，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更加合理地安排各类海

洋开发活动，以及对不同海域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

3 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管理现存
问题

海洋环境监测对海域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就现阶段来说，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

一定的欠缺和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3.1 各部门监测缺乏统一协调性
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管理在实践过程中的

系统性相对较强，需要完善统筹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各部门

之间的相互协调 [1]。目前，各部门在海洋环境监测实际工作

中很容易出现管理范围模糊、交叉和不统一等情况。例如，

重要海域一般都具有较多的生态服务功能，同时也是人类开

发活动较频繁的区域，生态环境部门对近岸海域环境进行监

督与管理，自然资源部门对国土空间和海域资源进行监督与

管理，农业农村部门对所属的海洋渔业环境进行监督与管

理，林业部门对所属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监督与管

理，甚至水利水务部门或交通运输部门也参与其中。上述情

况一方面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无法通过资源

共享的方式达到最佳的工作效果；另一方面也会在遇到问题

时出现相互推诿，管理时执行标准不统一等情况，不仅降低

了海域管理的效率，更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2 海洋监测范围较为局限
海洋环境监测应当完全覆盖中国所管辖的海洋区域，

但是在现有工作中可以发现仍旧存在着较多监测盲区，尤其

是对沿岸海域、近岸海域和远海海域的监测能力和监测水平

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便造成了现阶段对远海海域的监

测相对而言较为薄弱 [2]，缺乏系统完整的环境信息数据作为

参考和指示，给远海海域的开发活动和有效管理带来了巨大

挑战。从海域开发的角度来看，近几年人类活动不断向外海

扩展，如海上风电等能源项目正逐步发展，其选址大部分位

于离岸相对较远的远海海域，同时国家也在提倡开展深海远

海养殖活动，开发海洋牧场。从海域管理的角度来看，远海

海域分布着较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国家重要海岛、濒危野

生生物栖息地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等。因此，海洋环境监测

范围应覆盖至必要的远海海域。

对于沿岸海域和近岸海域的海洋环境监测，目前各沿

海省份都设置了常规监测站位（也称国控点），由海洋环境

监测站开展长期且定频的监测，累积了大量的历史和现状环

境信息数据，这对掌握海域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以及开展

相关海域的开发与管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现有的国控

点基本上是沿用了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海洋局常规监测站

位整合后的站点，从数据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来说无可厚非，

但应结合近些年的海域开发活动将监测范围和监测站位进

行优化调整。目前存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工业园区集中排海

口等重点海域缺少常规监测的情况。例如，新建的大型工业

园区的污水集中排海口附近需要设置常规监测站点，通过对

受纳水体的环境监测来更好的反映出园区工业废水排海的

环境影响，以便及时掌握海域环境容量，必要时可以从污染

源头进行有效管理。

3.3 监测内容针对性不足
目前海洋环境常规监测可大体上反映出海洋环境的基

本情况，但对于特殊海域则会存在针对性不足的问题，甚至

无法全面反映出海洋环境存在的问题，导致监督管理的缺

失。重要监测指标的针对性不足。如水温这一常规监测因子，

在大型核电、火电有温排水排放的海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监测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其绝对值，还应该重视其增量值的情

况。又如溶解氧这一常规监测因子，底层溶解氧较低一定程

度上说明海洋生态环境处于不良状态，但现有监测基本上是

采集表、底层混合样品，平均后有可能忽略了底层溶解氧含

量较低的问题，掩盖了重要的环境信息。

另外，海洋环境监测内容主要是针对较为常见的因子

或要素，普遍重视理化因子，而忽略了生物因子。海洋作为

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在系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相关研究就指出底栖生物群落的状况往往可以反映出

海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情况 [3]，但现有的常规海洋环境

监测缺少对生物因子的监测。

3.4 监测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海洋环境监测过程中保障监测质量和监测效率是十分

必要的，中国总体的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升。

一方面有资质的中心站和海洋站在数量相较于庞大的监测

需求面前仍旧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和不足。另一方面，海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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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资金和专业团队仍存在一定的缺口。国家级的监测团

队虽具备一定的先进仪器设备，专业人员素养也普遍较高，

但这样的监测队伍相对较少，难以满足繁重的监测任务。地

方级的监测团队则参差不齐，存在仪器设备陈旧、资金匮乏、

人才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

推动技术的自动化是各行各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也同样如此。但就现阶段来看，中国虽然

对于海洋环境自动化监测给予的关注和重视相对较高，但是

受设施设备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动化检测的普及率仍

旧是相对偏低的，且现有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行精准性和监

测结果的准确性还有待提升 [4]，无法有效应用于海洋环境监

测的实际工作中。

4 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管理优化
探讨

4.1 推进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
目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已整合至生态环境部门，

建议海洋环境监测的组织框架体系也以生态环境部门为主

体，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各自在海洋环境监测的目标方向

和监管重点做好统筹协调，优化组织结构，确保在工作开展

的过程中各司其职，有序推进基于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

与管理工作，避免出现责任交叉、管理交叉等问题。

此外，合理发挥大数据信息技术来加强资源共享的构

建也是海域管理的大趋势之一。推进资源共享打破各部门间

的信息壁垒，可以有效降低和避免重复工作，从而降低海洋

环境监测的成本投入，又可将有限的数据信息得到最大化的

利用，为各部门在海域管理中提供科学依据和信息参考。

4.2 优化监测范围和监测内容
为完善远海海域和部分重点海域的海洋环境信息完整

性，建议在现有常规监测站位的基本框架下，进行整合优化，

可通过空间平衡抽样法 [5] 等方法对常规监测站位进行局部

的增减或优化。例如，设置专门的站位监测海洋自然保护区、

工业园区集中排海口等，对于远海海域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

监测频率，在保证数据有效性的基础上，从节约资源成本考

虑可 1~2 年开展一个不利季节的监测。

对于常规海洋环境因子的监测，应充分获取有效或重

要信息，比如水温指标应重点考察人为造成的温升、温降情

况；溶解氧不仅要关注表层数值，底层含量也同样需要监测。

对工业园区集中排海口的监测还要考虑危害性较大的有毒

有害污染因子等。此外，根据监测站位所在海域特征，应适

当考虑增加对海洋生物因子的监测，比如渔业资源保护区附

近应考虑监测鱼卵仔鱼等。

4.3 加强监测技术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
技术方法对海洋环境监测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以及

工作所能产生的实际效益有着较大影响，加强相关技术方法

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海洋环境监测的设施设备对于监测结

果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比较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建议在

技术研究的同时同步推进设施设备的研发，引进国内外先进

的技术设备，配合完善的维修保养机制，保障设施设备始终

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为海洋环境监测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

人员始终是工作开展的最终落脚点，海洋环境监测人

员的素养、能力、态度、观念将会直接影响监测的最终结果，

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海洋环境监测包括野

外采样人员、室内实验室分析人员、生物样品鉴定人员和设

备仪器管理人员等，需要相关的专业背景和技术能力，此时

就需要发挥人才培养机制，通过系统化、理论化、周期性的

培训和实践，让相关人员提高工作能力，并通过考核机制和

奖惩机制提高相关人员的职业责任感 [6]，体现监测结果的客

观性和准确性。

5 结语

海洋环境监测是海域开发与管理的重要基础和首要前

提，但目前仍存在各部门监测缺乏统一协调性、海洋监测范

围较为局限、监测内容针对性不足，以及监测能力和水平有

待提升等问题。为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管理目标，

笔者建议从推进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优化监测范围和监测

内容，以及加强监测技术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基于

海洋环境监测的海域开发与管理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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