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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强互花米草
等外来入侵物种灾害防治；重点提升长江口重要河口生态环境，维护海岸带重要生态廊道，保护生物多样性。

• “上海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实施方案”：健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体系，制定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

•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十四五”规划》《上海市海洋“十四五”规划》：加强陆海统筹和海洋生态修复；建
立完善海洋生态修复评估制度，编制出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

• 《加强本市长江河口海域重叠区域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长江河口海域、海岸线生态保护修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海洋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海洋
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海洋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2024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沪府办〔2024〕6号）

• 制定《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承办单位为市水务局（市海洋局）。

市 政 府
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

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建设上海
现代海洋城市

全面推进
美丽上海建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一、工作背景



到2030年，初步构建江海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保护治理格局，建设韧

性且可持续的生态海岸带。逐步实现“岸绿滩净、鱼翔鸟集、岛美物丰、人海和

谐”的美好愿景。
行动目标

上海市海域海岸带区域，重点聚焦长江口、杭州湾近岸海域。实施范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厦门实践”经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人民城市理念，

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准确把握上海超大城市、特大河口海域生

态资源特点，科学布局和组织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点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推

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构建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为构建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夯实

生态根基。

指导思想

· 坚持尊重自然，保护优先           · 坚持陆海统筹，系统修复

· 坚持科学治理、综合施策           · 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基本原则

二、行动方案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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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海洋生态空间管控，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实施岸线资源分类管控。

加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 健全自然保护地监测体系，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加强涉海自然保护地建设

二、行动方案 ——第二部分   四大“主要任务”

• 开展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保护珍稀濒危水生动物、“三场一通道”和本土滨海植物，持续开展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

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 实施互花米草综合防治，推进除治后生态修复，持续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监测预警等要求。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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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长江口、杭州湾北岸海岸带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提升滨海生态景观，塑造韧性生态海岸带。

实施海岸带生态修复

• 实施浦东南汇滨海生态空间修复和利用，营造滨江达海的蓝绿生态开放空间，推动生态廊道建设，提升河

口、浅海区域陆海生态网络连通性。

推动滨海空间和生态走廊建设

• 聚焦崇明岛、横沙岛、金山三岛、佘山岛领海基点等开展海洋生态修复，逐步恢复退化湿地，提升海

堤生态化水平.

推进重要海岛生态修复

• 加强入海排污口排查和整治，改善入海河流水质。强化船舶港口污染治理，加强航道治理和生态保护。

加强海洋垃圾清理，持续开展岸滩聚集垃圾清理整治等要求

推进海域综合治理

二、行动方案 ——第二部分   四大“主要任务”



• 聚焦重大用海项目，实施用

海生态跟踪监测和海洋生态

修复措施，降低因工程导致

的生态不利影响。

加强项目用海生态监管
和跟踪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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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

落实长效维养和日常巡护，

持续跟踪评估修复成效。

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监管
和成效评估

• 加大生态保护红线及周边海

域生态跟踪监测，定期开展

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加强重

点区域执法监管。

加大重点区域海洋生
态保护监管力度

二、行动方案 ——第二部分   四大“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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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近海生态趋势性监测、

典型生态系统调查和预警监

测、海洋生态灾害预警监测

强化海洋生态预
警监测

• 推动实现监测数据交互共享，

探索新技术应用场景等要求。

加强调查监测数据
共享应用

• 实施海洋资源底数调查，

开展野生鸟类资源调查监

测、海洋碳汇监测，实施

海湾精细化调查。

加强海洋生态
资源调查监测

二、行动方案 ——第二部分   四大“主要任务”



本市各级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各项任务，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纳入现代

海洋城市建设考核内容，强化各沿海区政府属地责任，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海洋生态修复规划。健全工作体系，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保

护修复协调制度，形成全过程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管理机制及相关配套制度。
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开展工程监管和成效评估，推动工

程技术经验和成果推广应用。加大与科研院校科技合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科技支撑

深入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各界力量，组织公众、社会组织等

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共同营造爱海护海亲海的良好社会氛围。
推动社会参与

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作为财政重点支持领域，支持对涉海区专项转移支付。

支持生态补偿等机制创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落实资金保障

二、行动方案 ——第三部分  五项“保障措施”


	幻灯片 1: 2024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幻灯片 2: 一、工作背景
	幻灯片 3: 二、行动方案
	幻灯片 4: 二、行动方案
	幻灯片 5: 二、行动方案
	幻灯片 6: 二、行动方案
	幻灯片 7: 二、行动方案
	幻灯片 8: 二、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