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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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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海岸带区域协同

治理,促进陆海生态空间融合共生,加快推进美丽上海和现代海洋

城市建设,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到２０３０年,初步构建陆海统筹、江海联动的海洋生态保护治

理格局,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国家下达的管控目标,整治修

复岸线长度不少于１００公里,整治修复滨海湿地面积不少于５００

公顷.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完成长江口－杭州湾滨海湿地整治修复,

基本建成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

的陆海一体生态空间格局.

二、全面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一)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及空间管控.加强河口、海湾、海岛等

综合生态系统和盐沼等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维护和提升海洋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强化生态空间管控,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严格管控新增围填海和新增用岛,严格保护自然岸线,实

施岸线资源分类管控,开展生态恢复岸线调查监测评估,按照国家

要求落实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制度.(责任单位:市规划

资源局、市海洋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绿化市容局、各沿海区政府)

(二)加强滨海自然保护地建设.统筹考虑滨海自然保护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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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完整性,科学开展保护地的保护与修复.健全保护地监测

体系,加强管护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维护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安全.加强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湿地和鸟类栖息地的保护,提升湿地质量和生态服务

功能.强化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生物种群保护管理,加

强保护区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提升崇明西沙国家级湿地公园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加强水生态系统、林沼湿地生境和生物群落保

护.(责任单位:市绿化市容局、市海洋局、浦东新区政府、金山区

政府、崇明区政府)

(三)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监测、评估和保护体系,开展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建立

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加强对重要水产种质资源“三场一通

道”和本土滨海植物的保护力度,促进海洋生物资源恢复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落实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科学实施水生

生物增殖放流,开展长江江豚、中华鲟等河口珍稀濒危水生生物抢

救性保护.(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

(四)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加强近岸海域、海岛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强化监测预警、控制清除和生态功能恢复.实施崇明北

沿滨海湿地、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汇东滩等互花米草

综合防治工程,提高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维护区域生态安

全.推进除治后生态修复,恢复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本土盐沼植

物,恢复滨海湿地自然状态,防止水土流失,持续巩固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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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强互花米草、加拿大一枝黄花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监

测预警能力.(责任单位:市绿化市容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海洋

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各沿海区政府)

三、科学实施海洋生态修复

(一)推进重要海岛生态修复.“一岛一策”实施海岛修复.围

绕崇明“和美海岛”创建示范,重点在崇明南沿、北沿和崇西滨海湿

地等区域实施生态修复,逐步恢复退化湿地,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名

片和长江绿色发展标杆.加强横沙岛海岛保护修复,改善修复盐

沼功能,推进海岛水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海堤生态化水平.

开展大金山岛生态修复,增加区域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提升海岛

岸线防灾减灾能力.实施佘山岛领海基点等无居民海岛生态修

复,建立生态修复与防灾减灾协同增效的综合防护体系.(责任单

位:市海洋局、市绿化市容局、金山区政府、崇明区政府)

(二)实施海岸带生态修复.基于沿海生态系统连通性,加强

陆海统筹,科学实施海岸带生态修复.聚焦长江口、杭州湾海岸带

生态功能受损或退化区域,因地制宜开展盐沼湿地修复、水生生境

修复、海堤生态化改造等生态修复工程,拓展海岸线两侧生态缓冲

空间,建设韧性生态海岸带,提升海岸带生态功能和减灾功能.

(责任单位:市海洋局、浦东新区政府、宝山区政府、金山区政府)

(三)推动滨海空间和生态廊道建设.加强陆海协同治理,实

施浦东南汇滨海生态空间修复和利用,打造沿海生态景观廊道,营

造滨江达海的蓝绿生态开放空间,构建形成海陆一体的南汇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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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新格局.推动海岸带生态廊道建设,实施海

堤生态化改造、多功能生态湿地营造、本土植被恢复、沿海防护林

营造等措施.(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市海洋局、市绿化市容

局、各沿海区政府)

(四)加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加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力

度,持续推进入海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强化入海河流总氮污染治

理与管控,改善入海河流水质.强化船舶污染治理,提升船舶污染

物接收、转运和处置能力,逐步实现船舶污染物全接收、零排放.

加强海洋垃圾清理,开展海洋塑料垃圾监测调查,持续开展岸滩聚

集垃圾清理整治,建立海洋垃圾清理长效机制.(责任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市海洋局、市交通委、市农业农村委、市绿化市容局、上

海海事局、各沿海区政府)

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一)加大重点区域海洋生态保护监管力度.构建涉海生态保

护红线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监管体系,强化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

活动的监督和管控,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及周边海域生态跟踪监测

力度,定期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和滨海湿地保护成效评

估.加强重点区域执法监管,健全跨部门和跨区域联合执法监督

机制,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行动,坚决制止和惩

处破坏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资源的行为.(责任单位:市海洋局、

市规划资源局、市绿化市容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各沿

海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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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项目用海用岛各环节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开展大陆

海岸线、无居民海岛常态化巡查监测.对用海用岛项目,采取有针

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和促进生态化使用的措施.加强用海用岛项

目生态修复事前论证和事中事后监管,督促落实生态保护修复责

任.开展深远海用海项目异地生态补偿修复.开展海上新能源项

目用海综合生态评估,监督海洋资源生态影响和生态修复措施落

实情况.推动航道治理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加强航道疏浚土生

态化利用,实施保护修复和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责任单位:市

海洋局、市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市交通委、

市农业农村委)

(三)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监管和成效评估.健全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监管制度,建立覆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立项、实施、验收、监测

评价、成效评估、后期管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聚焦生态、经济、社会等效益,持

续开展生态修复综合成效评估.探索建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研究建立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制

度.(责任单位:市海洋局、市生态环境局)

五、健全海洋生态保护监测体系

(一)加强海洋生态资源调查监测.定期实施海域、海岸和无

居民海岛资源调查,掌握海洋自然生态家底.开展鱼类、底栖动

物、滨海植被等资源调查监测,全面掌握海洋生物资源的动态变

化.实施海湾精细化调查,对重要海湾区域开展水质、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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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动物等方面的监测评估.(责任单位:市海洋局、市绿化市容

局、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境局)

(二)完善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

系建设,提升海洋观测监测能力.开展生态保护红线、重点生态功

能区和重要海域生态监测评价,防范重大生态风险.加强近海生

态趋势性监测和典型生态系统预警监测,跟踪分析海洋生态系统

面临的问题和威胁来源.开展海洋生态灾害预警监测,评估海洋

生态灾害风险.发布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年度公报.(责任单位:市

海洋局)

(三)推进调查监测数据共享应用.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调

查、监测和评估数据的整合共享,提升监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支撑.探索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技术在调查评估、监测预警、修复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场景.(责

任单位:市海洋局、市绿化市容局、市生态环境局)

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纳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重点工作,各区、

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推进任务落地落实.进一步拓展海洋

生态保护项目资金筹集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落实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保障,同时加强绩效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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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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