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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决策部

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要求，我部组织

编制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一是贯彻落实相关法律要求和“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举措。2023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提出“对污染海

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

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

求”；《“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研究制定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规制度”。因此，制定《办法》是落实法

律要求和相关规划部署，切实履行生态环境部门职责的重要举措。

二是加强陆海统筹，健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迫切需

求。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职责发

生调整，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程序需进一步规范。与此同时，

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持续推进过程中又未将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纳入，明确“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海洋环境

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规定”，缺少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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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因此，制定《办法》是健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

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陆海统筹、促进与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衔接协同的迫切需要。

二、编制过程

在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福建、广东、海南、浙江、辽宁等地

有关部门调研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相关规定，参考国际公约、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深改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要求，结合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实践，形成《办法》草案。先后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国务院相关部门和机构，生态环境部内相关司局、直属

机构，沿海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局）的意见，对各方意见

和建议充分研究吸纳后，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在遵

循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兼

顾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实际，尽可能将工作程序等内容和陆

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衔接一致。

三、主要内容

《办法》拟作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出台，共 7 章 27 条，分别为总

则、索赔启动、损害调查、磋商与诉讼、生态环境修复、其他、附

则，具体如下：

（一）总则

共 7 条，包括：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启动情形、赔偿范围、

索赔部门、工作职责、责任承担方式。一是适用范围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保持一致，明确“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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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海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开展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的，适用本办法。”二是明确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

定义，并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重大损失”索

赔启动标准，参考工作实际中已有的认定标准，规定了 5 种需要启

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情形。三是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一致。四是依据“谁受损，谁索赔”的原则，

分别明确了国家管辖海域及地方管理海域的索赔部门，并规定了其职

责。五是责任承担方式中突出修复优先理念，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无法

修复的部分可以采用替代修复或资金赔偿等方式履行赔偿责任。

（二）索赔启动

共 2 条，包括：索赔启动、索赔终止。对于能够直接判断是否

启动索赔的，明确应当及时启动索赔。对于需要通过初步核查才能

确定是否启动索赔的，明确了初步核查的内容及工作时限。此外，

为避免重复索赔，规定了赔偿义务已完全履行、司法已裁决、原状

已恢复等 5 种索赔终止的情形。

（三）损害调查

共 3 条，包括：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评估要求。明确了开展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资质要求，同时明确了鉴定评估

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鉴定评估标准和技术规范。

（四）磋商与诉讼

共 5 条，包括：磋商启动、磋商告知、磋商内容、赔偿协议、

提起诉讼。磋商有利于降低索赔成本、提高索赔效率，但考虑《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未将磋商规定为提起海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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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因此，《办法》提出“索赔部门和赔偿

义务人有意愿磋商的，索赔部门可以启动磋商，无意愿磋商或磋商

不成的，索赔部门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同时参考《关于深入推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环法规〔2025〕

6 号）、《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

（高检发办字〔2024〕237 号），增设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检察

公益诉讼衔接的相关规定。

（五）生态环境修复

共 3 条，包括：修复启动、修复要求、恢复效果评估。《办法》

明确了不同情形的修复目标和要求，同时明确了先行修复的要求。

关于修复完成后的恢复效果评估要求，《办法》参考了《关于深入

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环法规

〔2025〕6号）有关规定，明确可利用修复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监测报

告、验收报告、调查报告等材料开展恢复效果评估。

（六）其他

共 5 条，包括：资金管理、定期报送、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违法违纪处理、表扬表彰。《办法》提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资金的管理，按照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即按照《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财资环〔2020〕6 号）等文件执行，

对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或者无法完全修复的案件，赔偿义务人不

开展替代修复的，其赔偿资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管理，缴入同级国库。此外，《办法》规定了定期报送的时间、对

象；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方式和内容。



— 15 —

（七）附则

共 2 条，包括：用语含义、实施效力。用语含义主要针对总则

中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启动情形中涉及的“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

事件”“重大及以上生态破坏事件”“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进行了

规定，同时明确涉及工作时限条款中的“日”为“工作日”。解释

权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对本《办法》具有最终解释的权利。实施效力

规定了《办法》施行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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