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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江华代表：

您《关于建立海洋生态环境鉴定资质鉴定机构的建议》（第

0011号）收悉。我局作为分办单位，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我局高度重视该建议的办理，一方面积极收集整理与您所提

出的建议的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加强与您的联系沟通，当面了解

提出建议的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存在的困难，同时介绍了我

局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主要职责和我市海洋生态环境领域鉴定机

构的基本情况。您的建议将对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二、措施与成效

（一）全力协助科研院所成立司法鉴定中心

我局与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等涉

海科研单位较早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是在厦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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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持交流合作，大力支持科研单位成立司法鉴定中心。

2006年 4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经福建省司法厅核准，依托其

科研人才、技术和设备在我市注册成立福建海洋与渔业司法鉴定

中心，是福建省第一家专门以海洋与渔业为对象开展鉴定业务的

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污染物性质鉴定、近岸海洋与

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近岸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污染致海洋植物、

海洋动物损害鉴定）等海洋生态环境鉴定。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部省市共建单位，2022 年我局

与该所签订共建厦门海洋生物基因库框架协议，并积极推动共建

工作。2023 年 9月，该所司法鉴定中心在我市揭牌成立，获准登

记的司法鉴定人 41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6 人、副高级职称 18

人、中级职称7人。核准的业务范围包括污染物性质鉴定、近岸

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和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三大领域等

13个分领域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技术规范成果方面，该中心

的司法鉴定人先后参与编写并颁布《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1部分：总则》（GB/T34546.1-2017）和海洋行业标准《海洋保

护区生态保护补偿评估技术导则》（HY/T0322-2021），支撑原国家

海洋局出台的《海洋生态损害国家损失索赔办法》和《海洋生态

损害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等国家和行业标准。该司法鉴定中心

的成立，为我市乃至全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的损害调查、

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修复效果评估、赔偿制度制定、公益

诉讼和行政执法等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和支撑。

此外，我市还有集美大学海事技术司法鉴定中心、福建历思

司法鉴定所等一批在海事物证、环境物证领域具有鉴定资质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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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机构，长期服务于司法实践，为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

积极贡献。

（二）推动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

我局立足厦门沿海的区位特色和海湾型城市建设的总目标，

推动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2023年6月我局联合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海事法院、厦门市司法局等14家单位

共同签署了《关于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的协议》。通

过“平台+工作组”联席会议等形式，研究讨论执法、司法过程中

有关生态保护的复杂问题。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将海陆生态

执法、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新法规等共享至

平台。平台的设立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海陆生态保护一体化的整体

效能，也是我市海洋生态治理行政司法联动机制的重要实践，有

效推动我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推动计划

目前，我市虽已建立一批具有海洋生态环境鉴定资质的鉴定

机构，但也存在着海洋生态环境领域鉴定业务需求偏少、个性化

鉴定需求与鉴定机构鉴定项目不匹配等问题。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的交流

合作，在海洋生态环保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挖掘深层次业务需求，

不断提升鉴定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全力支持有关单位司

法鉴定中心的建设。同时，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涉海单位申请

设立司法鉴定机构，逐步扩大鉴定项目和鉴定范围，不断提升我

市在海洋生态环境鉴定领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促进厦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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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领导署名：曾东生

联 系 人：韦 伟

联系电话：0592-2853903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4年 4月 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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