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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充分认识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需求,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突破传统的监测方式和

评价模式,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2014年,面向浙江沿海进行了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需求调查,

分析了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评价、海洋环境监管、海洋监测机构发展模式的认识和需求情况

等,给出了提升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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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theDemandofMarineEnvironmental
MonitoringandAssessmentforZhejiangProvince

CHENSiyang,SONGLili,YUJun,LIUXizhen,LIURuijuan,XUXin

(MarineMonitoring&ForecastingCenterofZhejiangProvince,Hangzhou310007,China)

Abstract:Inordertobetterunderstandthedemand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andas-

sessment,improvetheability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monitoring,breakthroughthetra-

ditionalmonitoringandassessment,andbetterserveforthepublic,aninvestigationofmarineen-

vironmentalmonitoringandassessmentwereconductedinthecoastalareasofZhejiangProvince

in2014.Theawarenessanddemandofmarinemonitoring,assessmentandregulation,andthede-

velopmentmodelofmonitoringagencywereanalyzed.Suggestionsonimprovingthemonitoring
andassessmentofthemarineenvironmentwerealso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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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环境监测起步于2002年,经过多年

的发展,初步建立成全省属地化监测管理模式,开
展了海洋环境质量监测、入海污染源监测、海洋环

境风险和突发性海域环境事件监测、海洋环境监管

监测四大类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在对全海域315个

监测站位开展季度的趋势性监测的基础上,在浙江

省委省政府提出“两美”浙江建设、“五水共治”“浙
江渔场修复振兴”等战略部署的生态理念引领下,

以港湾和入海污染源为重点,开展月度监测,并建

立了海洋环境质量月度通报制度。在新形势下,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升温,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对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提

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必须充分认识海洋环境

监测与评价的需求,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突破传统的监测方式和评价模式,才能更好地开展

海洋环境管理工作,为社会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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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在以全国级[1-2]、海

区级[3-4]、省级[5]等为单位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以

海洋环境现状为基础,提出海洋环境问题,给出对

应的措施和建议。问卷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

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学术研究中[6-8]。为客观地了解

浙江省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需求,改进海洋环境监

测与评价,提高为人民和政府的服务效能,为科学

制定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发展规划提供信息支持,

2014年8-12月,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开展了

一次有关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需求的问卷调查,本

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一些有意义

的信息和结论。

1 调查方法与内容

1.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通过“委托调查”等形式向涉海市级

行政主管部门,涉海市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等调查

对象发放调查问卷,通过“现场咨询”的形式与市县

两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进行面对面调查。其中,

“委托调查”通过委托沿海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和市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向各所辖县级部门或机

构发放调查问卷,共涉及海盐、平湖、海宁、象山、宁

海、慈溪、鄞州、镇海、定海、嵊泗、岱山、椒江、路桥、

洞头、三门、玉环、洞头、乐清、瑞安、苍南等20个县;

“现场咨询”通过与沿海嘉兴、宁波、舟山、台州、温

州5个市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

员代表,海盐、平湖、象山、宁海、慈溪、温岭、椒江、

玉环、洞头、乐清、瑞安11个县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的工作人员代表面对面问答进行调查。

调查范围覆盖浙江沿海一线,调查对象涵盖了

沿海各涉海管理部门和一线监测机构的工作人员,

调查对象与海洋环保工作有着密切联系,对海洋环

境监测与评价有较为直接和深刻的理解,调查结果

具有代表性。调查问卷共回收140份,其中有效问

卷137份,回收率98%。

1.2 调查内容

根据研究需要和调查问卷的设计原则[9-10],调

查问卷设计成“结构型问卷”形式,共设置了29个问

题,其中“封闭式”问题28个,“开放式”问题1个。

“封闭式”问题分为5类,形式为单选或者多选

题。第1类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调查对象

的年龄、学历、从事海洋环境管理或业务技术工作

年限等;第2类调查对象对海洋环境监测的需求,包

括对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发展的认识,海洋环境监测

能力建设的需求等;第3类是调查对象对海洋环境

质量评价现状及发展的需求,包括评价存在的主要

问题、评价结果的环境质量影响体现度、评价方法

的发展趋势等;第4类是调查对象对海洋环境监管

的认识和需求;第5类是调查对象对海洋环境监测

机构发展模式的需求。

“开放式”问题,形式为简答题,用来征求调查

对象对改进和提高海洋环境监测管理和海洋环境

监测评价业务发展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所在的岗位主要为技术岗位,人

员占比54%,管理岗位人员占比32%,其他岗位人

员占比14%。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主要为本科学历,

占总调查对象的60%,研究生学历占总调查对象的

20%,大专占比19%,其他占比1%。调查对象年龄

层次主要集中在18~35岁阶段(占55%)和35~

50岁阶段(占35%),其余为50岁以上。调查对象

从事海洋管理或业务技术方面工作的0~5年、6~10
年、10~20年和20年以上的分别占40%、24%、20%
和16%。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海洋环保工作经验,

属于青年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代表了海洋环保

行业的中坚力量,调查结果具有分析研究价值。

2.2 海洋环境监测需求的问卷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①63.3%的调查对象认为沿海县级地方

政府坚持业务经费投入不足;②50.4%的调查对象

认为监测指标对海洋环境质量状况的体现度不足;

③49.6%的调查对象认为监测多元化手段的利用

率不够;④41.9%的调查对象认为监测站点布局不

合理,覆盖率低;⑤38.0%的调查对象认为监测业

务体系不健全;⑥38.0%的调查对象认为监测频率

不足,监测时间代表性不强。监测机构的基础能力

和业务能力无法满足海洋环境监测工作需求的主

要制约因素,调研对象认可率较高的有各级监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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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基础实验室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县级机构,专

业技术人员缺乏;财政资金不足;监测手段自动化、

实时化水平不高。

对于监测站点的布局,65.0%的调查对象认为

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站点应覆盖主要海洋功能区,

关键敏感区域,如重点港湾,河口等。58.1%的调

查对象认为延续性较好的历史监测站点应保留。

30.2%的调查对象认为趋势性监测与功能区监测

等“一站多用、一站多能”在具体操作执行过程中弱

化了功能区等特征,无法突出重点。对于海洋环境

监测手段的开发和应用,5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要

保持目前常规的船舶走行监测,根据区域需要可重点

发展卫星遥感监测、浮标在线监测和岸基连续监测。

根据省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监测计划,

省、市、县各级监测机构自行制订方案落实监测任

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行得到了大部分调查

对象的认可,达58.9%;55.8%的调查对象认为省

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订监测计划和方案,各

级行政和监测机构严格遵照执行方案。25.6%的

调查对象认为省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监测要

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自主下达监测计划和方案满

足监测要求即可。

加强对陆源污染的监控,摸清污染源分布及排污

影响情况,以及加强对近岸海域的海洋环境现状和趋

势性监测的需求最为强烈,达80%;其次是加大力度

建设应急监测体系并及时出台各类海洋环境灾害应

急预案;加强对敏感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均为

70%;最后是制定风险区划并加强监控和加强与社会

公众交流,明确需求,分别达60%和50%。

2.3 海洋环境评价需求的问卷调查分析

评价 方 法 与 实 际 需 求 的 主 要 差 距 在 于:

①72.0%的调查对象认为对海洋环境污染现状与

趋势的评价结果多停留在定性阶段,无法追根溯

源;②62.0%的调查对象认为评价标准的区域普适

性不利于反映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③60.5%
的调查对象认为对海洋环境健康状况的未来发展

趋势无法做出科学的预测,缺乏人类健康影响评

价、海洋环境风险评价;④54.3%的调查对象认为

评价产品对日常生活工作的指导性不强,缺乏深度

应用;⑤50.4%的调查对象认为评价方法体系的不

完善,标准陈旧,不利于开展现今海洋环境现状及

趋势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亟须

建立适 于 表 达 海 洋 环 境 质 量 的 综 合 评 价 方 法。

70%的调查对象认为对各类要素进行权重分析,综

合开展评价和利用特定指标或指示生物进行表征,

反映环境现状及趋势是能够切实反映海洋环境现

状及趋势变化的主要评价方法。40%以上的调查

对象认为海洋生态评价方法薄弱,评价方法手段单

一。利 用 生 态 健 康 评 价 指 数 进 行 评 价 得 到 了

52.7%调查对象的认可。单因 子 评 价 法 只 得 到

11.6%的调查对象的认可。

对于监测评价产品,68.2%的调查对象认为浙

江省现行海洋环境公报框架体系和内容基本满足

“三清楚”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需求,基本能反映全

省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工作;21.7%的调查对象认为

与海洋环境背景特征的关联度有很好的说明。对

于公报框架体系需要整改的内容,措施与行动、主

要入海污染源状况、海洋环境灾害和风险分别被

43.4%、38.8%和35.7%的调查对象提及;17.1%
的调查对象认为不需要整改。

2.4 海洋环境监管需求的问卷调查分析

从调查结果上看,56.6%的调查对象认为海洋环

境监测与评价管理工作基本满足了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和公众需求;认为只满足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需

求,忽视了公众需求的有37.2%;认为既没有满足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需求,也忽视了公众需求的有

14%;只有1.6%的调查对象认为满足了公众的需求,

但没有满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需求。

对于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对海洋环境的监管,加

强对入海污染源的管控,切实担当起保护海洋环境

职责的需求最为强烈,调查对象达93.8%;其次是

合理规划布局海洋开发,科学用海,加强对海洋开

发活动的管控,达86%。此外,71.3%的调查对象

认为应开展区域治理、生态修复工程,70.5%的调

查对象认为应加强财政保障,深化监测与评价能力

的建设,68.2%的调查对象认为应提高民众的海洋

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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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发展需求的问卷调查分析

调查对象认为符合浙江省实际情况,且最具操

作性和可行性的发展模式是:省、市、县三级海洋环

境监测机构标准化建设,以“配精省级、配强市级、

配齐县级”为宗旨,占调查对象的48.1%。

另有建议可将“以市级为核心发展海洋环境监

测机构,以省级为培训中心,县级有能力的建,无能

力的购买服务”为阶段性工作重点,以“省、市、县三

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标准化建设”为终极目标,突

出“海洋与渔业监测”的理念,才能全省齐心协力做

好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化工作。

3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在2014年浙江省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

需求调查数据基础上,从海洋环境监测相关从业人

员对海洋环境监测需求、海洋环境评价需求、海洋

环境监管需求、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发展等各方面进

行了总体分析,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对于针

对性地提高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但由于本次调查内容相对专业,仅在沿海海洋

环境监测相关机构开展了调查工作,有一定的对象

局限性,下一步将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更深入的分析

研究,从更广的受众范围研究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

需求,更好地为人民和政府服务。

3.1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重视度有待加强

随着监测领域的拓展,监测站位、监测指标和

频次的不断加密,财政经费已无法适应监测任务的

增速,且近年来增加省级财政资金投入的难度也逐

年增大。2013年随着《浙江省海洋环境监测管理规

定》的修订,全省推行属地负责的海洋环境管理工

作制度。部分县级地方政府对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的投入十分匮乏,难以支撑监测工作的正常有序开

展。加强沿海县级对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视度,

在技术、人才、财政方面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增强质

量意识和服务意识,真正将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去抓。

3.2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手段急需拓展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手段明显滞后于发展需求。

虽然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正逐步由单一技术、手动操

作向联用技术、连续自动监测和遥感技术发展,监

测仪器向高分辨率精密仪器和便携式仪器方向发

展。但是全省的海洋监测仍处在以手动或者半手

动操作为主的常规监测阶段,连续自动监测装备不

足。扩大遥感监测手段应用领域及运用范围,逐步

全面推广及业务化实施;提高浮标在线监测系统的

应用技术水平;建立适用海洋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

监测的便携式现场快速监测系统。

3.3 海洋生态环境评价产品亟待创新

标准规范的缺失和落后,给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业务评价工作的推进带来很大的阻碍。海洋环境

监测站点布设,要素筛选、时间频率设置,无法充分

满足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基础性、长期性、连续性、

前瞻性”的要求,距实现“科学监测、科学评价”的要

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灾害损失评估和潜在海洋

生态风险影响评估的能力较弱,影响评价为管理服

务的效能。做好海洋环境监测评价,多关注海洋环

境现状,提升评价能力,完善对监测结果的解读。

从建立海陆指标的关联性,摸清陆源排污状况及排

放量为起点,开展环境监测评价创新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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