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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围填

海成为利用海域资源、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 围填海

项目是一项规模大、投入高、对海洋环境影响大的海洋开发活动。开展围填海项

目的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是海洋管理部门加强围填海管理、规范项目用海和施工过

程、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有效手段。 

针对围填海项目海域动态监视监测，部分单位结合有关项目也开展了相关

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在开展围填海项目监测过程中，监测

内容及方法各异，监测成果种类多样。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是加强围填海

项目用海监管的重要手段，随着海域动态监测业务体系的不断壮大和监测内容的

不断深入，特别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亟需制定相

关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以规范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中的业务内容和工作流

程，实现各级监管机构监测工作开展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本标准规定了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内容、工作程序、技术方法和成果

要求。可为规范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业务工作开展，发挥其在海域综合管理

中的决策支持作用提供保障。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海洋局及海标委对 2017 年标准制定任务工作的部署，由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中心承担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技术规程的制定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国家海洋局海域综合管理司组织监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

洋技术中心和辽宁省海域和海岛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中心编制。标准主要起草人包

括徐京萍、李飞、赵建华、宋德瑞、高宁、初佳兰、苏岫、王厚军、冯磊、卫宝

泉、王飞。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1 月，在辽宁、江苏、海南等省份开展了实地调研，

系统梳理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技术理论和地方监测工作实践，编制形成标准

初稿，；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6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修改完善后征求沿海省厅及

相关部门意见，并根据有关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14年 7月-2016年 6月，各地监测单位积极开展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

实践，参照标准初稿组织制定了各地具体监测方案，持续开展了围填海用海项目

动态监测工作，编制单位持续跟踪各地探索实践，根据各地监测经验和问题对规



范内容逐步改进完善。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组织三次专家研讨会，系统总结前期实践的基

础上，结合海域管理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广泛征求

专家意见 

2017年 1月 4日，国家海洋局对以规范试行文件形式对标准进行了发布（国

海管字[2017]3号），要求各地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业务工作中执行。 

三、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监测内容设置重点关注海域资源使用过程、突出生态管理要求。主要包括项

目基本特征、实施进展、施工方案、实际用途、显著影响等方面。基本特征包括

项目用海位置、范围、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岸线占用和形成等；实施进

展包括主体工程完成情况和关键工程节点实施情况；施工方案包括围堤、填海、

构筑物等工程的施工工艺、物料来源以及临时用海设施情况；显著影响包括项目

施工对周边用海活动影响、引起海域资源环境的显著变化；后评估内容包括项目

是否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实体项目是否及时跟进、海域实际用途、实体项目运营

状况、生态用海要求落实情况。 

监测时段设计要面向围填海用海项目的用海全过程。包括施工前监测、施工

期监测、竣工后监测和运营期监测。项目施工前监测，项目批复后开展施工前本

底监测，通过拍摄现场照片，收集该区域历史卫星遥感影像辅助监测，对项目用

海所在海域本底情况进行监测；项目施工期监测是指项目施工期开展的施工期动

态监测，拍摄现场照片，并定期收集卫星遥感影像辅助监测，对项目用海建设情

况进行动态监测；项目竣工后监测是指项目竣工后开展的竣工后监测，通过拍摄

现场照片，并收集该时期卫星遥感影像辅助监测，对项目用海建设情况进行竣工

监测；项目运营期监测是指项目运营期开展的运营期监测，通过拍摄现场照片，

并收集该时期卫星遥感影像辅助监测，对项目用海建设情况进行运营监测。 

监测成果要求设计从监测实施的便捷性和标准化出发，实现监测工作流程化。

标准设计了项目基本信息表、施工前监测报表、施工期监测报表、竣工后监测报

表、运营期监测报表，施工前、施工期、竣工后、运营期四个监测时段每次监测

均需填报监测报表，，施工期和竣工后两个监测时段每次监测完成后需绘制海域

使用动态专题图，竣工后监测完成后还需编制建设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报告。

报表设计便于基层监测人员使用，有助于标准在全国沿海地区推广，并通过海域

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对全国监测情况进行管理和全面评估分析。 

（二）主要内容 

标准由引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监测内容、技术要求、工作流程、

质量控制、附录等 8部分组成，标准针对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内容、工作程

序、技术方法和成果要求进行了规定。 

标准主要针对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对项目具体监测时段界定、监测频



率和监测内容等进行了详细说明。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基本特征、实施进展、

施工方案、实际用途、显著影响等方面，主要监测时段包括施工前监测、施工期

监测、竣工后监测和运营期监测。 

施工前监测为项目用海批复后至项目施工前开展的监测。项目批复后 30 个

工作日内开展一次监测。监测内容包括项目使用海域现状、原始岸线特征、毗邻

海域开发利用情况等。 

施工期监测为项目用海开始施工至主体用海工程施工结束前。原则上每季度

开展一次现场监测，每年开展一次卫星遥感监测。监测内容包括项目实施用海位

置、范围、面积、用海方式、岸线占用和形成等基本特征；主体工程完成情况、

关键工程节点施工情况等实施进展情况；围海、填海、构筑物用海等工程的施工

工艺、物料来源、临时用海设施等施工方案情况；施工期引起的海域资源环境的

显著变化。 

竣工后监测为项目主体用海工程施工结束后。项目竣工后 30 个工作日内开

展一次监测。监测内容包括项目用海的用海位置、范围、面积、用海方式、占用

岸线和形成岸线等基本特征情况；项目用海类型、海域实际建设情况、实体项目

运营状况等实际用途情况。 

运营期监测为项目用海竣工一年后。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监测。监测内容包

括项目海域实际建设情况、实体项目运营状况等实际用途情况；运营期引起的海

域资源环境的显著变化。 

四、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预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标准严格按照我国海洋行业标

准制定的有关要求，科学严谨的研究制定标准中的各项内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行业规范起草制定，确保标准的可操行性。该标准的出台将实现我国国家层面

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管的有标准可依，有利于全面掌握项目用海建设实施进展

和实际开发利用状况，及时发现和防范用海活动对周边海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促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提升建设项目海域使用事中事后监管能

力，切实维护海域使用秩序，有效遏制违法违规用海行为。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已作为规范试行文件由国家海洋局在 2017 年 1 月 4 日发布实施（国

海管字[2017]3 号）。标准是围填海用海项目实施动态监管要求，是国家海洋局

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落实“生态管海”的抓手。 

此外，标准前期草案 2014 年以来已经在沿海各地围填海用海项目动态监测

广泛应用，各地参考标准草案组织制定了各地具体监测方案，持续开展了围填海

用海项目动态监测工作，跟踪调查显示各地监测取得较好效果，能够满足海域使

用管理中的监管支撑需求。标准依据有关行业设计规范编制，各监测内容和监测

技术要求的提出能够与行业设计规范相衔接，符合海域使用管理实际。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海洋行业标准执行。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 

标准通过后，建议由国家海洋局海域综合管理司组织开展标准的宣传和贯彻。

首先，建议国家海洋局海域综合管理司通过正式发文的方式，将标准下发到沿海

海洋管理部门、局属有关单位、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有关单位以及大型用海企

业等，要求全国海洋各相关领域，在围填海用海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等工作的方案制度和监测实施中，将该标准作为推荐性海洋行业标准，

参照执行。其次，在中国海洋报等报刊和新闻媒体，对标准进行宣传和报道，提

高标准的认知程度。 

（二）技术措施 

标准通过后，标准起草单位将研究做好标准贯彻实施中的技术性解释以及标

准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衔接释义，将有关建议及时提交国家海洋局

海域综合管理司，由国家海洋局海域综合管理司统一组织开展标准的技术释义工

作。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已作为规范试行文件由国家海洋局在 2017 年 1 月 4 日发布实施（国

海管字[2017]3号）。 

 

 

 

标准编制组       

2018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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