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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域使用及海洋能开发利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3/SC1）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倩、曹英志、杨亮、沈佳纹、谭论、李晋、张慧、王厚军、张宇龙、王涛、

翟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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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后评估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后评估流程、评估内容及方法等相关技术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后评估工作，其他类型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后评估可参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01-2017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508-2014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HY/T 124  海籍调查规范 

HY/T 251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HY/T 0306-2021 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3.1  

围填海 sea reclaimation 

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并最终填成陆域的用海活动。 

3.2  

围填海项目后评估 Post-evaluation of sea reclamation project 

对建设、运营后围填海项目产生的海域使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以及海域开发利

用效率、和管理措施实施效率等进行的综合评估。 

3.3  

填海造地溢价 premiums of sea reclaimation 

围填海项目形成土地的估算价值与围填海项目投资成本之间的价值溢余。 

4 总则  

4.1评估目的 

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建设运营后围填海项目的海域使用综合效益进行系统、合理的评判，进

一步加强围填海项目的事后监管。原则上一个项目仅开展一次后评估。 

4.2评估对象 

一般针对单个围填海项目，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多个围填海项目组成连片较大规模围填海，应一并进

行综合评估。如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如海湾、河口）内有多个围填海项目，应在进行生态综合评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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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再对单个围填海项目进行评估。 

4.3评估流程 

围填海项目后评估具体流程参照图 1。 

  

图 1 围填海项目后评估流程 

5 资料收集 

5.1历史资料 

收集围填海项目批复文件及权属证书、海域使用权变更批复、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海域动态监视监测报告、围填海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围填海项目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相关数据统计

报表、围填海项目周边的遥感影像资料等，基础数据资料要求按照附录 A。 

5.2现场调查  

评估单位开展围填海项目的现场勘察、测量及影像拍摄；收集围填海项目的经济效益、就业人数、

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用海措施落实等情况，企业填报信息参照附录 B；评估单位需对围填海项目周边情

况进行走访调查，由公众填写调查问卷。 

勘察测量按照 GB1750 中 4.3 采用基准开展工作，选点、外业成果记录按照 GB/T18314 中相关规

定，填海造地用海的界址界定方法等符合 HY/T 124 中 5.3.1 规范要求操作。 

6 分析评估 

6.1 评估内容 

6.1.1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研判确定项目评估内容 

开展资料收集及处理 

注释 1：判定项目属于经营性或非经营性，非经营性项目不开展经

济效益评估。 

开展分项评估，进行结果

判定 

是否存在
是 

否 

开展综合评价，判定评估等

级，提供结论与建议 

编制评估报告，编绘成果图

件及数据集 

调整分项结果 
是否存在差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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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对建成运营后围填海项目的总投资、经济产值、填海造地溢价、经济驱动收益等量化指标进

行综合评估。 

6.1.2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主要是对建成运营后围填海项目新增的就业人数、从业人员收入、纳税、基础设施条件、公众亲海

空间以及公众认可等情况的评估。 

6.1.3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主要是对建成运营后围填海项目的海岸线占用、海域资源合法合规利用、海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

情况的评估： 

a) 采用定量赋值的方法对围填海项目实际的填海面积、范围和用途与批复文件中的填海面积、范

围、用途的符合性进行分析评估； 

b) 对比分析围填海项目内实际平面布局与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平面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c) 对比围填海项目形成的新海岸线长度与占用的原海岸线（包括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长度的变

化； 

d) 对比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 HY/T 0306-2021 的指标符合性。 

6.1.4 生态环境效益 

可参照《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对建成运营后围填海项目的海洋生态环

境影响开展评估。 

6.1.5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主要对建成运营后围填海项目在论证环节提出的用途管制、用海方式控制要求、保障生态保护重点

目标安全等对策措施执行情况的评估。采用现场踏勘、资料审核等方式。主要评估内容包括： 

a）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相关材料，评价项目竣工验收落实情况； 

b）分析评估围填海项目对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的执行情况； 

c）分析评估围填海项目是否按照要求配合开展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与现场监督管理； 

d）分析评估围填海项目用海应采取的风险防范对策措施落实情况； 

e）分析评估围填海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方案的落实情况，是否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和社会问题。 

6.2 评估方法 

6.2.1 综合评估方法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经济效益、海域使用社会效益、海域开发利用效率、生态环境效益、管理措施

实施效率的综合评估方法见式（1）： 

𝑍 =
（𝐸∙𝑊1∙3+𝑆∙𝑊2+𝑅∙𝑊3+𝑁∙𝑊4+𝑀∙𝑊5∙3）

3
× 100         ……………………（1） 

式中： 

𝑍——围填海项目后评估的综合评估值； 

𝐸——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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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𝑅——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𝑁——生态环境效益； 

𝑀——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𝑊𝑖——分项评估权重，i=1，2，……5，权重赋值建议按照附录 C。 

6.2.2 分项评估方法 

6.2.2.1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评估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经济效益的计算方法见式（2）： 

E=
（𝐺𝑍−𝑇𝑆−𝑇𝐶）+∑ 𝐴𝑖

𝑛
𝑖=1 +∑ 𝐼𝑖

𝑚
𝑖=1 /𝛿−∑ 𝐾𝑖

𝑚
𝑖=1

（𝐺𝑍−𝑇𝑆−𝑇𝐶）+∑ 𝐴𝑖
𝑛
𝑖=1 +∑ 𝐼𝑖

𝑚
𝑖=1 /𝛿

          ……………………（2） 

式中： 

GZ——形成土地的估算价值，由围填海项目形成有效土地面积与市场化出让相邻宗地地面价均值的乘积计算； 

TS——海域使用金金额； 

TC——填海成本； 

Ai——第 i 年的产值，∑ 𝐴𝑖
𝑛
𝑖=1 为围填海项目经济产值； 

𝐼𝑖——第i 年固定资产投资； 

Ki——第 i 年的投资，∑ 𝐾𝑖
𝑚
𝑖=1 围填海项目总投资； 

n——已生产运营的年数； 

m——已投资年数； 

𝛿——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为固定资产投资占区域 GDP 增量的比重。 

TS 按国家颁布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计算，GZ 估算方法建议按照 GB/T18508-2014 中“6 主要评

估方法”。  

6.2.2.2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评估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社会效益的计算方法见式（3）： 

𝑆 = 𝑊𝑆1 × 𝐽𝐺 +𝑊𝑆2 × 𝑆𝐺 +𝑊𝑆3 × 𝐺𝑅     …………………………（3） 

式中： 

𝑊𝑆𝑖——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评估的分项权重； 

𝐽𝐺——就业贡献； 

𝑆𝐺——社会收益贡献指数； 

GR——公众认可度。 

当评估经营性项目时，建议 WS1、WS2、WS3 分别为 0.30、0.30 和 0.40；当评估非经营性项目时，社

会收益贡献指数不可获得，建议 WS1、WS3分别为 0.4 和 0.6。𝐽𝐺、𝑆𝐺赋值建议按照附录 D.1。 

其中，就业贡献的计算方法见式（4）： 

𝐽𝐺 = 𝑊𝑇𝐽/∑ 𝐾𝑖
𝑚
𝑖=1 ÷ 𝑄𝐺/𝑄𝐽      ……………………………（4） 

式中： 

𝑊𝑇𝐽——围填海项目就业人数； 

𝑄𝐽——区域就业总人数； 

𝑄𝐺——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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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第 i 年的投资，∑ 𝐾𝑖
𝑚
𝑖=1 围填海项目总投资； 

m——已投资年数。 

社会收益贡献指数的计算方法见式（5）： 

𝑆𝐺 =（𝑊𝑇𝑆 +𝑊𝑇𝐺𝑍）/∑ 𝐴𝑖
𝑛
𝑖=1 ÷（𝑄𝑆 +𝑄𝐺𝑍）/𝑄𝐺𝐷𝑃 × 100%    ………………………（5） 

式中： 

𝑊𝑇𝑆——围填海项目增值税及附加总额； 

𝑊𝑇𝐺𝑍——围填海项目职工工资总额； 

Ai——第 i 年的产值，∑ 𝐴𝑖
𝑛
𝑖=1 为围填海项目经济产值； 

n——已生产运营的年数； 

𝑄𝑆——同期的区域税收总额； 

𝑄𝐺𝑍——同期的区域工资总额； 

𝑄𝐺𝐷𝑃——同期的区域 GDP。  

公众认可度的计算方法见式（6）： 

GR=∑ 𝐺𝐷𝑖
5
𝑖=1 /5            ……………………………………（6） 

式中： 

𝐺𝐷𝑖——为公众认可度调查问卷第 i 项的评分。 

公众认可度评估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评估项目周边不同职业的人群对围填海项目的满意度，

调查问卷内容及赋值建议按照附录 D.2。 

6.2.2.3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评估 

围填海项目海域开发利用效率的计算方法见式（7）： 

𝑅 = ∑ 𝑅𝑖
𝑛
𝑖 /𝑛                …………………………………（7） 

式中：  

𝑅𝑖——海域开发利用效率第 i 项评估值，赋值参见附录 D.3，n=1，2，……，6。 

6.2.2.4 生态环境效益评估 

按照《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完成评估后，获得的评估结论建议按照附录

D.4 定量赋值。 

6.2.2.5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评估 

围填海项目管理措施实施效率的计算方法见式（8）： 

M=∑ 𝑀𝑖
𝑛
𝑖=1 /5，（𝑛=5）        …………………………………（8） 

式中： 

𝑀𝑖——管理措施实施效率第 i 项评估值，赋值建议按照附录 D.5。 

6.3 评估等级 

6.3.1 分项评估等级 

建议各项评估等级按照表 1 确定。归一化评估值需将结果乘 3 后对照表 1 确定等级。 

表 1 各项评估等级表 

评估等级 好 较好 一般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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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2.7, 3] [2.4, 2.7） [1.2, 2.4） [0, 1.2）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2.4, 3] [1.8, 2.4） [0.9, 1.8） [0, 0.9）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2.5, 3] [2.1, 2.4） [1.2, 2.1） [0, 1.2） 

生态环境效益 3 2 1 0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2.7, 3] [2.1, 2.7） [1.2, 2.1） [0, 1.2） 

6.3.2 分项评估结果调整 

围填海后评估分项指标中若存在以下情况需调整： 

a)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评估中，若公众认可度为“差”，则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评价结果为“0”； 

b)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评估中，若面积节约度、面积偏移率、用途符合度、平面符合度、岸线变化

率、产业用海指标符合度五项指标任一评价等别为“差”，则海域开发利用评价结果为“0”； 

c)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评估中，若竣工验收要求、区划管理要求任一指标评价结论为“0”时，则管

理措施实施效率评价结果为“0”。 

6.3.3 综合评估等级 

一般情况下，综合评估结果可对照表 2 确定等级。但如果生态环境效益和海域开发利用效率评估值

为“差”，则综合评估结论为“差”。 

表 2 综合评估等级表 

评估等级 优 良 一般 差 

评估分值 𝑍 ≥ 85 80 ≤ 𝑍＜85  𝑍＜80 

若生态环境效益、海

域开发利用效率评估

值为“差” 

7 评估成果 

7.1评估报告 

海域使用后评估报告编写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尽量详细阐述项目的用海情况、

经营情况，重点按照评估过程，针对评估内容开展分析论述，详细分析项目建设产生较好效益或带来不

良影响的具体原因，并对海域使用管理政策措施提出建议。报告编写格式参照附录 E。 

7.2评估图件与表格 

海域使用后评估图件包括海域使用项目宗海图、围填海项目遥感影像对比图、围填海项目功能布局

图、围填海项目生态用海分析示意图等。宗海图的编绘应按 HY/T 251 的规定执行。 

海域使用后评估过程中各项指标的评估结果汇集成表，作为报告附件。参照附录 F。 

海域使用后评估过程中收集的原始统计数据汇集成册，编制项目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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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基础数据资料分类表 

表A.1规定了基础数据资料收集的具体要求。 

表 A.1 基础数据资料分类表 

评估内容 数据资料 来源 要求 

海域使用经济效

益 

建设投资、流动资金投资、建设期利息、项目

年度纯收益、征收海域使用金、填海成本、围

填海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资料收集表见附

录 E） 

截至评估年度之前的各

年度数据。 

相邻土地地面价的市场出让价格均值、区域固

定资产投资、区域 GDP 

年鉴或经济公报、土地

价格发布平台 
评估期邻近 2-3 年数据 

海域使用社会效

益 

项目就业人数、上缴税收、职工工资 企业 
截至评估年度之前的各

年度数据。 

区域就业人数、税收总额、就业总人数、平均

工资 
年鉴或经济公报 评估期邻近 2-3 年数据 

社会公众认可度 调查问卷 

在项目周边发放，至少

30 份，公众、管理人员

比例应满足 8：2 

海域空间开发利

用 

项目批复文件、海域使用权变更批复、权属数

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项目竣工验收报告、海岸线整治修复方

案等 

企业、现场调研资料。 
所有材料应为审批后的

最终版本。 

管理措施实施效

率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企业、现场调研资料。  

注：以上数据未特殊指明，均为评估年份上一自然年度年终数据。应编制成表，作为报告成果的基础支撑材料。区

域是按照县级行政管理区域或可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统计的区域为基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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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企业填报信息表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后评估需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运营情况、就业情况、补偿情况等，填报

的信息可参照表B.1的内容收集。为了解围填海项目生态修复情况，可参照表B.2填报相关信息。 

表 B.1 基础信息表 

项目名称  审批时间  

海域使用权人  海域使用年限  

围填海施工起始时间  围填海完成时间  

项目建设开工年份 

（围填海完成后） 
 项目运营时间  

是否通过填海项目竣工

海域使用验收 
   

用海面积（公顷） 填海面积（公顷） 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万元） 

   

建设期贷款利息（万元） 总收入（万元） 净收益（万元） 

   

职工薪酬（万元） 就业人数（人） 增值税及附加（万元） 

   

形成有效土地面积（公顷） 相邻土地地价（元/平方米）  

   

占用岸线（km） 占用自然岸线（km） 新增岸线（km) 

   

生态修复投入资金（万元） 利益相关者补偿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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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生态修复调查表 

项目名称  审批时间  

海域使用权人  海域使用年限  

生态修复投入资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生态修复内容（可结合项目实际调整内容） 是否异地 是否验收达标 

整治岸线长度（千米）    

生态海堤建设（千米）    

生态化岸滩 如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   

滨海湿地修复面积（公顷）  -  

公众亲海空间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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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分项权重表 

表C.1给出了海域使用经济效益、海域使用社会效益、海域开发利用效率、生态环境效益、管理措

施实施效率五项的权重。当评估项目为非经营性的，海域使用经济效益无法获得评估分值，其他四项的

权重见表C.2： 

表 C.1 分项评估指标权重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生态环境效益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权重（Wi） 0.2 0.2 0.2 0.3 0.1 

表C.2 分项评估指标权重（不含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生态环境效益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权重（Wi） - 0.35 0.2 0.3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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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指标赋值表 

D.1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赋值 

根据就业贡献和社会收益贡献指数评价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表D.1给出了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赋值情

况。 

表 D.1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赋值表 

赋分 

指标 
3 2 1 0 

就业贡献 ≥1 0.8～1 0.6～0.8 ≤0.6 

社会收益贡献指数 ≥1 0.8～1 0.6～0.8 ≤0.6 

D.2 公众认可度调查事项及赋值 

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评估项目周边不同职业的人群对围填海项目的满意度，表D.2给出了公

众认可度调查问卷内容及赋值情况。 

表 D.2 公众认可度调查事项及赋值表 
       赋分 

内容 3 2 1 0 

GD1对亲海空间的影响 
效益相当明显，能起

到示范作用 

效益明显，对社会能

产生有利影响 

具有一定效益，但有

待进一步改善 

效益不明显，产生一

定负面影响 

GD2 对正常生产生活环境

的影响 

废水、废气与废物排

放未造成直观影响，

不易察觉，排放区域

的土壤、排污口的水

域等无可见变化 

废气与废物排放可

见，废水排放未见，

均无异味，排放区域

的土壤、排污口的水

域等有轻微变化 

废气、废水与废物排

放可见，且有异味，

排放区域的土壤、排

污口的水域等发生明

显颜色气味变化，河

流或入海口处生物减

少 

废气、废水与废物排

放明显可见，且有异

味，并感有不适，排

放区域的土壤、排污

口的水域等发生明显

颜色气味变化，河流

或入海口处生物消失 

GD3对生活基础设施改善 
生活基础设施改善，

促使生活更加便利 

生活基础设施有明显

改善 

生活便利条件未见明

显改善 

生活便利条件恶化 

GD4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与利益相关者签订协

议并履行补偿措施，

不存在不可调节的用

海矛盾。 

与利益相关者签订协

议，部分履行补偿措

施，不存在不可调节

的用海矛盾。 

与利益相关者签订协

议，部分履行补偿措

施，仍存在不可调节

的用海矛盾。 

与利益相关者签订协

议，未履行补偿措施，

仍存在不可调节的用

海矛盾。 

GD5是否接受项目的实施 接受为3，不接受为0 

D.3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赋值 

根据面积节约度、面积偏移率、用途符合度等指标评价海域开发利用效率，表D.3给出了海域开发

利用效率评估及赋值情况。 

表D.3 公众认可度调查事项及赋值表 

          赋分 

指标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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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节约度（𝐹1） 

𝐹1 = 1−
𝑋𝑆
𝑋𝑃𝐹

× 100% 
≥5% 3%～5% 1%～3% ≤1% 

面积偏移率（𝐹2） 

𝐹2 =
𝑋𝑃𝑌
𝑋𝑃𝐹

× 100% 
≤1% 1%～3% 3%～5% ≥5% 

用途符合度（𝐹3） 

𝐹3 =
𝐹𝐿𝑋
𝑋𝑃𝐹

× 100% 
≥70% 60～70% 50～60% ≤50% 

平面符合度（𝐹4） 

𝐹4 =
𝐹𝑆𝐽
𝑋𝑃𝐹

× 100% 
≥90% 70～90% 50～70% ≤50% 

岸线变化率（𝐹5） 

𝐹5 =
𝐿𝑁
𝐿𝑂

 
≥1.3 1～1.3 0.7～1 ≤0.7 

产业用海指标符合度（𝐹6） 
各项指标均符合或

纳入指标 
- - 存在不符合指标项 

注：1）面积节约度是指项目实际填海面积比实际批复面积节约程度。 

2）面积偏移率是指项目实际界址点坐标与批复界址点坐标对比，对产生偏移面积进行评估。偏移面积指项目实

际填海范围与批复文件中填海范围叠加后，所有与批复范围不一致的斑块面积之和。 

3）用海符合度是指围填海项目实际运营后符合批复用海类型的面积占项目批复填海面积的比例。 

4）平面符合度是对比分析围填海项目内实际平面布局与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填海平面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5）岸线变化率计算围填海项目形成的新海岸线长度与占用的原海岸线（包括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长度的变化。 

6）产业用海指标符合度是对照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判定均符合或存在不符合项。 

7）表公式中字母分别表示：𝑋𝑃𝐹——项目批复填海面积；𝑋𝑆——项目实际填海面积；𝑋𝑃𝑌——项目偏移面积；𝐹𝐿𝑋
——符合批复类型用海面积；𝐹𝑆𝐽——符合平面设计方案的填海面积；𝐿𝑁——项目新生成海岸线长度；𝐿𝑂——项目占用原

海岸线长度。 

D.4 生态环境效益赋值表 

采用对比分析法综合判定项目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表D.4给出了评估结论采用定量赋值方法

及情况。 

表 D.4 生态环境效益赋值表 

         赋分 

评估结论 
3 2 1 0 

生态环境影响 
改善了区域海洋生

态环境与泥沙冲淤 

无明显生态环境与

泥沙冲淤影响  

局部出现生态环境

或泥沙冲淤影响 

出现明显生态环境

或泥沙冲淤影响 

 

D.5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赋值 

根据竣工验收要求、区划管理要求、利益相关者协调要求等评估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表D.5给出了

评估值及赋分情况。 

表D.5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赋值表 

     赋分 

内容 
1 0 

竣工验收要求 通过竣工验收 未开展或未通过 

区划管理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利益相关者协调要求 完全协调 

其他情况 
风险防范要求 制定风险预案并执行 

动态监管要求 落实运营期的监督管理措施，配合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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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后评估报告大纲 

1 评估依据 

2 项目基本情况 

2.1 项目概况（详细阐述项目就业人数、项目收益等） 

2.2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概况 

2.3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与海域使用论证要点 

3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评估 

3.1 围填海项目投资总额 

3.2 填海造地溢价 

3.3 围填海项目经济产值 

3.4 围填海项目总收益 

3.5 评估小结 

4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评估 

4.1 就业贡献 

4.2 收益贡献 

4.3 社会公众认可度 

4.4 评估小结 

5 海域开发利用评估 

5.1 面积、位置与用途符合性 

5.2 平面布局符合性 

5.3 岸线变化率 

5.4 用海节约度 

5.5 评估小结 

6 生态环境效益评估 

6.1 生态环境影响 

6.2 污染物排放水平 

6.3 生态空间实现率 

6.4 生态修复措施落实 

6.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6.6 评估小结 

7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评估 

7.1 竣工验收要求 

7.2 区划管理要求 

7.3 开发协调要求 

7.4 风险防范要求 

7.5 动态监管要求 

7.6 评估小结 

8 综合评估及结论建议 

8.1 综合评估结论 

8.2 管理措施建议（包括存在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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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9.1 企业填报信息表 

9.2 评估指标结果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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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评估指标结果信息汇总（样表） 

海域使用后评估过程中各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可参照表F.1进行梳理汇总，详细记录各评估指标的评

判等级及依据。 

表 F.1 评估指标结果信息汇总（样表） 

序号 评估指标 计算结果 评判等级 

1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   

2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   

3 就业贡献  

4 社会收益贡献指数  

5 公众认可度  

6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7 面积节约度  

8 面积偏移率  

9 用途符合度  

10 平面符合度  

11 岸线变化率  

12 产业用海指标符合度  

13 生态环境效益   

14 管理措施实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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