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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海洋环境形式十分不乐观,由于对海洋资源的无尽的开采,严重的破坏了海洋的生态环境,当前国际社会都

认识到了这一严峻地问题,亟需我们来解决,本文首先对当前海洋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进而根据问题分析我国

海洋污染防范治理的策略,希望通过研究能够更好的推动海洋污染防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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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的重要作用 

三分陆地、七分海洋形象的展现了海洋在地球所占的面

积和比例,当前全球海洋总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约为

33600 万平方千米。由于海洋具有广袤的面积,且海洋中人

类生活痕迹较少,加之海洋本身特有的情况,使得海洋中存

在着丰富的物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大量的资源。

同时海洋作为陆地的连接纽带,已经成为各大洲人员和物质

之间交换的重要天然通道。海洋蕴含着丰富的海产品、石油

以及天然气等,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资源支持,也为各国提

供着无尽的财富。21 世纪是“海洋世界”,各国对海洋之间

的争夺也愈加激烈,伴随着人们对海洋的不合理开发,使得

海洋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导致海洋出现资源枯竭、

海水污染等海洋环境问题,需要各国加以关注,共同做好污

染防治工作。 

2 我国海洋环境中当前突出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海洋的开发迄今为止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在这开

发利用的这些年里,由于对海洋生命与非生命资源的不合理

开采和使用,给海洋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前,我国外海

水质整体较好,但近岸海区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

局部海域污染尤为突出,污染范围也正在逐渐扩大,加之当

前人类活动频繁,海洋漏油事件频发,以及环境灾害的出现,

导致海洋生态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2.1 海水污染严重,海洋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减少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当前我国对海底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开发

阶段,在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在生产中产生的

有害物质常常未经处理被直接排入海洋中,导致海水受到直

接影响,产生污染,尤其是我国的近岸海区,海水污染严重,

因此加强海岸生态保护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随着海洋

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海洋属于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正在

不断的增加,杭州湾、湛江港等近岸海水,当前都呈现中度、

重度污染状态。伴随而来的是红树林面积的骤减,从上世纪

五十年代到现在,红树林面积从 5.5 万公顷减少至不足 1.5

万公顷,整体减幅达 73%。同时,大量的海底资源开发工作,

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开展的填海造陆工作都使我国滨海湿地

正在不断的减少,近岸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

危及海洋生态系统。我国赤潮现象频发,危及海洋生物的同

时,毒素沿食物链传递、富集, 终危害人类的生命与健康。

当前,海洋污染逐渐加重,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正在不断的减

少,海洋生物种类随着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逐渐消亡,

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失衡。 

2.2 近岸工程、养殖废水污染、河口淤积、海岸侵蚀严重 

伴随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的需

求不断的增加,我国很多沿海城市围海造陆情况频发,这种

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会对近岸海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

影响。近年来,海洋养殖业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养殖过程中

也带来严重的海洋环境问题,因为在养殖过程中需要向海洋

投入大量的饵料和饲料,其中部分饵料和饲料不能被养殖的

对象摄取,这些饵料和饲料就会转化为沉积物沉入海底或悬

浮于水中,而当前的养殖技术还不能够实现养殖废水处理再

排放的,当前的做法主要是直接排入海洋,这就造成局部或

区域海洋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我国,山东半岛月湖曾是

我国著名的海珍品产区,主要盛产海参和贝类。但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在湖口筑坝用来发展养殖导致泥沙回淤,给海洋

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海韭菜骤减了90%,海参与贝类等海产品

产量也大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对沿海滩涂的改造逐渐增多,

造成自然滩涂被破坏。近年来我国入海河口泥沙淤泥逐渐加

重,导致海岸甚是严重,严重影响了泄洪、通航的能力。伴随

着工业生产的乱排乱放,导致海岸沉积物中化学物质逐渐增

多,海岸侵蚀逐渐加重,严重影响了海岸生态平衡。 

2.3 倾倒废物,海洋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 

在工业、农业以及生产生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废气和废渣,工业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废渣,这些废水、废渣

常常不加处理就被排入海洋中,有时经过处理仍然存在大量

的污染,这些有害物质进入海洋中,就会被海洋生物所摄取,

并经过生物链不断富集,使得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洋

生态环境日益下降。海水污染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海洋动植物生存面积不断减小,生存环境的质量也日益下

降。例如,红树林作为亚热带浅水海洋中的木本植物,其能够

防浪护岸,加速泥沙淤积,同时还具有旅游观光价值,但随着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不合理的围垦、砍伐,我国红树林面积骤减,随之带来的是该

生态系统内生物栖息地减少,生物数量减少,生态系统遭到

破坏。 

3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海洋污染防治策略 

3.1 建立健全海洋管理机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

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人口约为 14 亿,面对着庞大的人口基数,

对水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但当前落后、粗放的生产方式、

发展方式是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对于海洋

的管理以及对海洋生态的监测模式都过为简陋,对于海洋环

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相应的综合执法能力不

强,这些都成为海洋污染难以有效管理的重要原因。由于人

们对人类活动的不加限制,成为了海洋污染的罪魁祸首。要

想做好海洋污染治理,就首先要规范人类的行为,通过完善

海洋监管、海洋污染的处罚等法律法规,加强海洋环境的法

治建设,借助于法律的约束力量、惩罚作用来对海洋污染的

行为采取强制的措施加以限制,对人类活动进行规范,制约

人类行为,平衡好人类生产生活需求与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

的关系,利用法制力量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一直以来对海洋的开发缺乏足够的

重视,因此对海洋的开发和管理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开发与管理的不足随之而带来的就是

海洋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海洋管理相关部门要积极关注这一

问题,加强海洋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通过法治建立,建立起

对海洋管理的相关机制和调理,海洋管理部门要对当前海洋

发展的现状以及主要的海洋污染类型进行总结,通过分析不

断完善当前的法律法规,为更好的开展海洋管理提供有利的

法律支持。可以考虑通过成立海洋发展与保护委员会、设立

相关办公室等海洋污染防治机构,来加强对海洋污染的管理,

做好监督和预防工作。 

3.2 积极推进海洋保护技术的发展,加强对海洋养殖捕

捞污染的管理 

由于人类活动都是聚集在近海海域的,因此海洋养殖捕

捞也是近海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捕捞为人们提供

了更丰富的食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对近海海域的

保护,禁止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我国几个近海

大渔场近年来都处于超负荷状态,海水自净能力大大下降。

为此,我们要加强海洋养殖捕捞业的污染管理工作,我们要

根据实际情况借助于当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科学规划、加

强管理,对近海捕捞养殖做好规划工作,一方面我们要严格

执行捕捞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科学养殖、严格执法,对于饵

料施肥用药等合理适度投放,尽量缓解水质污染,不断提高

海水的自净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商先进的做法,

加强海洋垃圾处理,积极引进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加强对传

播的检查并定期保养,从源头做好石油污染的防治。 

3.3 完善海洋环境污染的生态补偿,不断推进海洋环保

技术进步 

海洋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完善海洋环境的生态补偿当

前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伴随海洋污染事故的频发,海洋生

态环境的不断破坏,我国要积极运用技术加强海洋环境修复,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好追究惩罚工作,从法律上震慑海洋环

境污染事故,对受害方给予一定的补偿。首先我们要对海洋

生态补偿主体进行确认,要综合分析加强考虑,既要对海洋

破坏的直接获利者、间接获利者进行考虑,还需要对海洋的

公共属性进行考虑。其次,我们要明确补偿范围,加强立法,

确立补偿机制,对补偿标准进行严格制定并执行。政府要加

快出台相关办法,成立相关机构确保此项工作有效的开展。

后,我们要丰富补偿的形式,采取不同的措施开展补偿工

作。此外,我们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海洋污染处理经验,加强海

洋修复,利用科技提高海洋污染防范治理水平。 

4 结束语 

当前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

海洋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正在不断的提高,经济全

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海运也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对

经济往来和贸易交易有种重要的影响,承担着交通通道的职

能。当前,人类对资源的开采几近掠夺式开采,海洋污染日益

加重,陆地、海洋、空气都成为海洋污染的众多源头,面对

这样严峻地海洋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做出行动,加强防范和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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