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令第九号公布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

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任何船

舶、平台、航空器、潜水器、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排放有害物质，倾倒废弃物，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

域污染损害的，也适用于本法。 

第三条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并有义

务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

要，划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海

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的确定，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

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负责船舶排污的监督和调查处理，以及港区水域的监视，并主管防

止船舶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船舶排污的监督和渔业港区水域的监视。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用船舶排污的监督和军港水域的监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

工作，并主管防止海岸工程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章 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六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必须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

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选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七条 建造港口、油码头，兴建入海河口水利和潮汐发电工程，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产

资源。在鱼蟹回游通道筑坝，要建造相应的过鱼设施。 

第八条 港口和油码头应当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水和废弃物的接收和处理设施，配备必

要的防污器材和监视、报警装置。 

第九条 海涂的开发利用应当全面规划，加强管理。对围海造地或其他围海工程，以及采挖

砂石，应当严格控制。确需进行的，必须在调查研究和经济效果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工程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大型围海工程并须报国务院环

境保护部门审批。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林、风景林、风景石和红树林、珊瑚礁。 

第三章 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条 开发海洋石油的企业或其主管单位，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应当提出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包括防止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有效措施，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海洋石油勘探和其他海上活动需要爆破作业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渔业资

源。 

第十二条 对勘探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油料，应当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漏油事故。残油、废油

应当予以回收，不准排放入海。 

第十三条 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含油污水和油性混合物，不得直接排放；

经回收处理后排放的，其含油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四条 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不得向海域处置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

他工业垃圾不得对渔业水域、航道造成污染损害。 

第十五条 海上试油时，油和油性混合物不得排放入海，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防止污

染海洋。 



第十六条 海上输油管线，储油设施，应当符合防渗、防漏、防腐蚀的要求，经常保持良好

状态，防止漏油事故。 

第十七条 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污设施和器材，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

止井喷和漏油事故的发生。 

发生井喷、漏油事故的，应当立即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

油污染，接受国家海洋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四章 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八条 沿海单位向海域排放有害物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颁布的排放标准和有关规定。 

在海上自然保护区、水产养殖场、海滨风景游览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本法公布前已有的

排污口排放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第十九条 含强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向海域排放。 

含弱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确需向海域排放的，必须执行国家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条 含传染病原体的医疗污水和工业废水，必须经过处理和严格消毒，消灭病原体后，

方能排入海域。 

第二十一条 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应当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

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放，防止海水富营养化。 

第二十二条 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邻近的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水

质标准，避免热污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二十三条 沿海农田施用化学农药，应当执行国家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不经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不得在岸滩弃置、

堆放尾矿、矿渣、煤灰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依法被批准在岸滩设置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

场的，应当建造防护堤，防止废弃物流失入海。 

第二十五条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和水系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入海河流的

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处的水质处于良好状态。 

第五章 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禁止任何船舶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类、油性混合

物、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 

第二十七条 １５０总吨以上的油轮和４００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设有相应的防污设备

和器材。 

不足１５０总吨的油轮和不足４００总吨的非油轮，应当设有专用容器，回收残油、废油。 

第二十八条 １５０总吨以上的油轮和４００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备有油类记录簿。 

载运２，０００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

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 

第二十九条 １５０总吨以上的油轮和４００总吨以上的非油轮，排放含油污水，必须按照

国家有关船舶污水的排放标准和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油类记录簿。 

第三十条 载运有毒、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排放洗仓水和其他残余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船舶污水排放的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航海日志。 

第三十一条 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排放放射性物质，必须遵守本法第十九

条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船舶进行加油和装卸油作业时，必须遵守操作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

止发生漏油事故。 

第三十三条 造船、修船、拆船和打捞船单位，均应备有防止污染器材和设备。进行作业时，

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废弃物污染海域。 

第三十四条 船舶非正常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害物质，或有毒、含腐蚀性货物落

水造成污染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接受调查

处理。 

第三十五条 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港务监督有权强制采取避免或减少这种污染损害的措施。 

第三十六条 所有船舶均有监视海上污染的义务，如发现违章行为和污染情事，应当立即向

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渔船也可以向就近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发生污染情事的，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登轮检查处理。经港务监督授权的政府有关机关的公务人员也可以登

轮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港务监督处理。 

第六章 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

何废弃物。 

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审批，发

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 

第三十九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按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

倾倒。废弃物装载之后，批准部门应予核实。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由驶出港的港务监督

核实。 

第四十条 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作出

书面报告。倾倒废弃物的船舶须向驶出港的港务监督作出书面报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

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

警告或者罚款。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

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三条 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

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赔偿责任： 

（１）战争行为； 

（２）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３）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 

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凡违反本法，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的，对

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

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坏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

等有害影响。 

（二）“渔业水域”是指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 

（三）“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四）“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 

（五）“排放”是指把污染物排入海洋的行为，包括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 

（六）“倾倒”是指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载运工具，向海洋处置废弃物或其他有害

物质的行为，包括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浮动工具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现行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凡与本法抵触的，均以本法为准。 

第四十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可根据本法制订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法，

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 本法自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