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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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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是指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固体废

弃物。这些海洋垃圾或停留在海滩上，或漂浮在海面，或沉入海底。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天约有800万件垃圾，每年高达640万吨的废弃物

进入海洋。据估算，太平洋中塑料垃圾存量已达浮游生物生物量的36倍，英

国海滩垃圾在1994年～2013年间增长率达140%。 

海洋垃圾已成为在全球海洋中遍布最广、最困扰世界各国的海洋环境污

染问题之一。 

 

一、研究背景 

     影响海洋景观，造成视觉污染； 

     威胁船舶航行，引起安全事故； 

     危害海洋生物生命，打乱海洋生态系统； 

     生物链富集，威胁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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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海海洋垃圾调查现状 

* 数据来源：威海小石岛海洋垃圾监测.。 

 总体分析：数量水平较低。 

 来源分析：人类海岸活动垃圾、其他废弃物和航运/捕鱼活动垃圾。 

 区域分布：旅游休闲娱乐区、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及邻近海域存在

海洋垃圾分布现象，其中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垃圾多为塑料袋、塑料瓶

等生活垃圾，农渔业区内塑料类、聚苯乙烯泡沫类生产生活垃圾数量较

多。农渔业内海洋垃圾密度明显高于旅游休闲娱乐区和港口航运区。 

 组分分析：塑料类垃圾数量和质量均占比最高。 

 规格分析：以质量较大的中大块轻质垃圾为主，合计占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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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领导 

三、威海海洋垃圾防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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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 (31) 

农业 海洋 城建 环保 … … 

负责海洋垃圾防治日常事务协调处理工作，统筹推进预防和减少垃圾入海工作 

专家工作组(10) 

海洋与渔业 水利 环境 高校 城建 

作为威海市防治海洋垃圾工作领导小组的技术保障机构，为深入推进入海

垃圾防治合作提供决策咨询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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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门 职 责 

海洋与渔业 
• 负责海洋垃圾监测、海面海底垃圾清理、渔业生产垃圾治理、

海洋环境整治修复、执法巡查及海洋垃圾防治合作开展等工作 

宣传、文化 • 负责海洋垃圾宣传、教育工作。 

水利 • 负责入海河流综合整治等工作。 

农业、林业、 

畜牧 

• 负责沿海防风林建设、地膜回收、农业清洁生产、养殖废弃物

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环保 • 负责污水处理站、高温蒸汽处理设施建设等工作。 

住建 • 负责生活垃圾管控、建筑垃圾处理等工作。 

 《威海市中美海洋垃圾防治“伙伴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海洋垃圾

防治合作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等内容，为全面开展垃圾防治

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具体工作开展如下： 

2.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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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貌保护条例》已正式印发实施。 

《威海市海岸带保护条例》已通过市法制办审查。. 

两个《条例》: 
 

• 将海岸带垃圾整治处理、城市风貌保护作为推进海洋垃圾防治工作的重要

内容，从制度上保障海洋垃圾防治工作有章可循，促进城市海岸带建设与

生态保护、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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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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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市成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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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威海市入选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名单，为推进威海市海

洋垃圾防治提供了目标要求和行动指南，以及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威海市具

备了良好的海洋垃圾防治环境。 

 威海与纽约建立海洋垃圾防治“姐妹城市”合作关系 

• 2016年3月，国家海洋局出台《中美海洋垃圾防治“姐妹城市”工作方案》，威海

市据此启动与美国纽约市海洋垃圾防治“姐妹城市”合作工作，获得通过国际合

作推进海洋垃圾防治和加强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机。 

 威海市在海洋垃圾处理方面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威海市政府针对近岸海域的垃圾污染，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出台了《海洋垃

圾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政府投入以及吸引的大量社会资本，为威海市的海洋垃

圾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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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工作—（1）渔业生产垃圾治理的加强 

 渔港码头 

制定颁布《威海市水产养殖场渔港码头环境卫生管理规范》 

• 全面清理整顿渔港码头、养殖场和育苗场； 

• 分区归类整理养殖物资和设施； 

• 集中堆放、密封保存产生的垃圾。 

 近岸养殖 

① 《威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年），明确规定全市禁止新增围海养殖 

② 组织编制《威海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 

 压缩近岸养殖规模，鼓励养殖企业向外海远海拓展，发展名优产品生态养殖，进

一步实现养殖企业的转型升级；  

 支持发展海上作业平台、养殖工船，合理规划陆域养殖码头，逐步压缩养殖生产 

在陆域的作业时间。 



YSLME 

4. 治理工作—（1）渔业生产垃圾治理的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 

开展“地膜回收和综合利用农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提升废旧地膜回收与综合利

用能力。 

• 回收废旧地膜3万公顷； 

• 推广使用便于回收利用的地膜7千公顷； 

• 设立废旧地膜回收点4处及加工点2处； 

• 新增废旧地膜加工能力1200吨； 

• 加大可重复使用新型反光布的研发、生产、推广力度，逐步取代一次性果园反光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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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地管理原则 

• 要求沿海公园、海水浴场、景区、港口（码头）管理部门及沿海生产企业负责

“门前三包”范围内岸滩垃圾的清理工作，其他岸滩垃圾由所在镇（街道）负

责清理。 

 海面垃圾清理第一责任人制 

• 由垃圾所在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港口港池管理人、沿海公园、景区管理部门、

区市政府（管委）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海面垃圾的及时打捞、清理和转运工

作；对浒苔等季节性、大面积的海面垃圾，开展专项清理行动。 

 《威海市沙滩保护管理办法》  

• 确定了沙滩分类保护的原则； 

• 规定了沙滩开发利用的程序及沙滩保洁的具体要求； 

• 明确了在沙滩设置陆源入海排污口、倾倒垃圾、焚烧垃圾及非法采挖海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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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工作—（2） 海洋垃圾清理及沙滩管理保护的加强 

行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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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项目 穿村过镇小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48个项目，30亿元投资，全市自然

岸线保有率达到65.1%： 

 修复受损岸线75公里、沙滩60

万平方米、湿地1万多亩； 

 恢复植被8.9万平方米； 

 清除淤泥27.58万立方米；  

 清理垃圾59.45万立方米； 

 整治危岩体25处； 

 投放藻礁2万立方米； 

 移植海藻8万株。 

2016年和2017年，累计开展117条，

投资1.4亿元，治理河长132公里。 

3个方向： 

 河道防洪能力的提升； 

 源头防污控污； 

 河道观赏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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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工作—（3）整治修复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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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威海市镇级垃圾转运站覆盖率、生活垃圾入站率及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均达100%。 

 2016年和2017年，在环翠区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目前涉及8个居民

生活小区、29所中小学校、2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现阶段的生活垃圾分类原则包括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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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工作—（4）城乡环卫一体化及垃圾分类试点的实现 

• 源头分流与分类相结合的原则； 

• “大类粗分、干湿分离”的原则； 

• 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的原则； 

• 分类方式与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相匹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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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监测与评价 

监测范围 • 海滩、海面、海底和入海河流。 

监测目标 • 基本掌握市区近岸海域的海洋垃圾分布情况。 

监测工作 

• 在海陆布设17条海、陆监测断面，重点监测海洋垃圾碎片的类型

和密度。 

• 在张村河、毕家疃河等4条河流开展了生活区、生产区流域入海垃

圾拦网设施布设和监测。 

陆源入海污染源普查 

• 掌握全市沿岸陆源入海排污口、入海江河的入海地点、方式、数量及时空分布。 

• 筛选重点入海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 

14 

5. 监视监察工作—（1）海洋垃圾监视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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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视监察工作—（2）海洋垃圾监察工作 

 制度设计 

• 《关于加强海岸带管理与保护的意见》 

• 《威海市海岸带执法巡查办法》 

• 《威海市海岸带执法巡查工作规则》 

 监察执法 

• 全面开展了“海盾”、“碧海”、

“护航蓝区”等专项执法行动 

• 《威海市海洋监察岸段负责制实施细

则》 

 商业船舶垃圾的治理  

• 严格执行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落实船舶垃圾管理计划； 

• 进行非标准船舶、老旧船舶环保设施的更新改造，船舶作业人员的宣传教育； 

• 督促全市重点商港与专业技术环保清污公司签订协议，确保船舶垃圾、港口垃圾

能够及时、集中、分类进行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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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疆生态行”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防控垃圾污染，保护海洋家园”志愿

活动 

 “扬波大海，走向深蓝”宣传活动 

     海洋环保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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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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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垃圾污染防治建议 

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1）法律法规 

 法律机制 

• 明确公众环境权的法律地位 

• 完善经济利益机制调节的手段和方法 

• 完善海洋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制度 

• 完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机制 

• 构建形成多元化的海洋环境治理新格局 

• 完善海洋环境管理听证制度 

 长效机制 

• 加强政府部门与海洋相关企业的协作。 

• 完善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对话协商

机制、信息流转机制和激励补偿机制，

增强政府与企业之间海洋垃圾治理的

联动力度，并实现公众资源配置效率

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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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公众的海洋环境保护素养 

教 育 

等 级 受 众 

基础层面 
学生群体 

较高层次 

专业技术指导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 

 拓展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渠道 

• 完善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机制建设，为公众提供多种参与途径，如重大项目座谈

会、入海污染源普查建议征集会、海洋垃圾转运和回收志愿者号召会及专门的海洋垃

圾治理决策咨询专家组等，使其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到海洋垃圾治理中。 

  建立政府部门与企业协作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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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2）社会机制 

• 将各个行业的企业纳入海洋垃圾治理主体中，与管理部门

进行海洋垃圾治理环节配套，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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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激励 

正向激励 
源头分类资金 

反向处罚 

转运资金 

清理资金 

回收资金 

 扶持激励 

• 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资源回收行业规范” 

• 开展回收行业企业的规整和资质审查 

• 采用专款专用的分账管理模式，通过融资

优惠、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扶持

行业的发展。 

• 通过“海洋垃圾治理决策咨询专家组”为

企业提供指导和业务支持。 

 废物货币化 

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3）财政激励 

借鉴加拿大的“塑料银行”经营模式： 

• 创建海洋不同种类废弃物与电费、

水费、电话费、燃气费及保险。 

• 开辟专门的“海洋废弃物银行”部门，并将海洋废弃物作为原材料出

售给相应的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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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舆论宣传在海洋垃圾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 通过先进的现代网络和传媒手段扩大海洋环境执法的影响和社会宣传效果。

对不同层次的公众，设置不同的宣传方式，如指导手册、公益广告、宣传片、

纪录片、短视频等。 

• 将舆论媒体建成海洋环境治理利益相关方平等沟通与对话的专项通道，通过

舆论宣传强化政府部门的信用建设，达成公众的环境利益共识。 

• 运用现代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和妨碍海洋垃圾治理工

作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曝光批评，警示公众进行自我约束。 

新闻舆论是推动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建议政府环保部门与大众媒体

行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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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4）舆论宣传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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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起，我国将海洋垃圾状况作为《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内容之一。 

 威海市关于海洋垃圾监测的资料与数据已经能够支撑“威海市海洋垃圾监测信

息大数据平台”的构建。 

 平台将融合海洋垃圾治理成果、公众参与情况、不同层次公众对管理成果的贡

献率等信息，并增加信息公开板块，方便公民查询、监督和使用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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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海洋垃圾监测信息公开的大数据平台 

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4）舆论宣传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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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将海洋环保理念作为噱头融入到产品设计过程中，并联合企业和大众媒

体行业建立一条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微信、微博等模式的企业文

化宣传专用媒体渠道。 

渠道功能： 

 匹配企业参与海洋垃圾治理成果贡献率和企业文化宣传力度的功能。 

 相关企业可通过专用媒体渠道征集企业文化宣传设计稿，并扩大自家企业文化

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 

 企业在销售宣传过程中推介各自的绿色产品，倡导公众进行绿色生活方式。 

 通过专用媒体渠道寻找适合各自的上游产业或下游产业，彼此之间自发形成海

洋垃圾治理环节配套的产业链体系。 

22 

 建立企业文化专用宣传媒体渠道 

1. 公众参与激励政策—（4）舆论宣传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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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和规程 

• 继续全面落实《威海市中美海洋垃圾防治“伙伴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 修订、完善现行海洋垃圾监测技术规程 

• 深入开展沿海各省、直辖市海洋垃圾污染调查工作 

• 建立海洋垃圾重点监控区域，制定海洋垃圾长期监测制度。 

 源头治理 

• 进一步加强工业和建筑垃圾、农业面源污染、渔业生产垃圾、商业船舶及港口、

生活垃圾的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入海的数量，并加大垃圾的无害化处置和资

源化利用力度。 

• 4项主要任务： 

          ① 进行河口生态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② 实施河口区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 

   ③ 因地制宜地建设河口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 ④ 建设河口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威海河口计划 

2. 污染防治工作—（1）强化海洋垃圾防治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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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投入 

• 研发海洋垃圾收集、处置专业技术设备； 

• 开展海洋垃圾回收资源化技术筛选； 

• 选取若干典型的海滩，建立海洋垃圾回收资源化示范点； 

• 分析海洋垃圾回收资源化的可行性，并分析其经济投入、收益及环境效益和生态

效益等； 

• 引进国外海洋垃圾防治先进技术，开展技术和管理制度的交流合作。 

 联络机制 

• 完善海洋垃圾防治联络机制，加强双方沟通互访与成果共享； 

• 开展定期互访交流，每年一到两次访问交流； 

• 建立双边学术交流及民间环保企业间的沟通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 

2. 污染防治工作—（2）加强科技投入并拓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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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点海湾设置监测站位，对海滩、海面、海底垃圾开展调查监测，加强

对海洋工程及周边海域海洋环境和海域资源影响的跟踪监测，预防海洋生

态风险。 

• 逐步健全海洋垃圾监测体系，组织开展基础调查与评估，研究制定监测技

术标准，逐步实现海面垃圾、岸滩垃圾实时监测和分析评价。 

• 完善规范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发布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加大

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力度。 

2. 污染防治工作—（3）完善海洋垃圾监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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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居民、游客的宣传教育 

• 确保志愿者行动常态化开展，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形成人人

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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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防治工作—（4）加大海洋垃圾防治宣传力度 

• 媒体渠道：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微信、微博等 

• 相关工作：增加告示、加强管理、制定节假日海滩环境卫生应急预案等方式，逐

渐形成公众广泛参与海洋垃圾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加强海洋垃圾分类管理理念的宣传 

• 编制海洋垃圾分类手册，通过宣讲不同类型垃圾对海洋环境的危害，增强公众的

垃圾分类理念。 

 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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