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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 南 省 财 政 厅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文件

琼自然资规〔2023〕2 号

印发《关于加强海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
和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海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和规范服务管理，促进海洋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加强海洋旅游业

用海要素保障和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在优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统筹海洋旅游业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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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保护，进一步加强海洋旅游用海监管。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2023 年 1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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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海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和
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加强海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和规范管理，促进海洋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法律法

规、政策规定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等要求，结合潜水、游艇、

海水浴场、海上娱乐活动等海洋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现就用海要

素保障和服务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管控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沿海市、县、自治县旅文部

门、交通部门应当会同资规部门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综合

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相关产业规划，科学确定潜水、游艇码头、

海水浴场、海上娱乐活动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用海用地的布局、功

能和规模。支持在海洋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区域或在风景名

胜区、旅游景区周边重点发展海洋旅游产业。支持建设海上污染

物接收设施、海上救援等配套服务设施和必要公共设施。

（二）严格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建设海洋旅游项目基础配套

设施并开展海洋旅游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综合保

护与利用规划和产业规划，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自然岸线保有率等管控要求。对项目选址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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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划和管控要求的，指导其另行选址。在公众亲海区域严格落

实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禁止在退缩线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

物和构筑物，为保障公共安全等确需建设的除外。在生态保护红

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允许根据资源环境调查、承载力

评价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合

理布局潜水区域及潜水平台和浮动栈桥，并允许建设及维护海洋

旅游、海上体育运动相关的旅游骑行道、步道、栈道、观景台、

生态停车场、公共厕所、休憩休息设施（含咖啡厅）等旅游配套

服务设施和必要公共设施。

二、规范旅游用海论证审批

（三）科学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沿海市、县、自治县资规部

门或海洋部门应当在规划范围内划定潜水区，潜水用海需求大的

市县，可以在划定的潜水区组织开展潜水点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工

作，科学论证潜水区用海面积的合理性及潜水用海对珊瑚礁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补偿措

施。对于潜水点中珊瑚覆盖率低于 10%的海域，不得设置海域使

用权用于经营潜水活动。潜水企业在已开展整体海域使用论证的

区域申请潜水用海时，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

（四）明确旅游用海审批范围。在固定海域开展水上摩托艇、

橡皮艇、香蕉船、皮划艇、帆船、帆板、冲浪、水上飞机、拖伞

等排他性海上旅游经营活动，以及开展游艇驾驶培训、帆船帆板

训练等连续超过三个月的，应当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海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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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游艇用海配套训练水域，应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开展砂

质岸滩和亲水岸线整治和修复可不办理用海手续（建设构筑物除

外）。因举办海上体育活动等需要建设浮动式码头等临时旅游设

施的，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按规定办理临时用海手续；临时用

海批复期限届满的，临时性浮动式码头应当予以拆除，并恢复海

域和岸线原状。

（五）规范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沿海市、县、自治县用海

审批部门应当科学设置并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潜水用海海

域使用权，根据海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海域使用权面积，

出让年限不得超过 3 年。市场主体建设经营的游艇码头应当对外

公共开放，收费标准按照政府定价方式制定并依法取得价格主管

部门批准。政府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水浴场可以申请批准的方式取

得海域使用权；经营性海水浴场应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海域使用

权。涉及自然保护地的，应征求林业部门或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意见，并达成一致。

（六）加强海域使用权续期管理。海域使用权期满，除因公

共利益或国家安全外，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续期手续。旅游用海在续期审批时，依法根据用海企业经营及

需求情况，重新核定旅游用海面积。因疫情、自然灾害等特殊原

因导致临时用海活动无法按时开展的，允许续期一次。

（七）降低旅游用海成本。以申请批准或招拍挂出让的方式

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旅游用海，涉及透水构筑物用海、港池、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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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和开放式用海的海域使用金按年度缴纳。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建设和管理公共海水浴场和游艇码头，经营性滨海旅游项目需要

建设海水浴场和游艇码头的，可通过市场化竞争方式取得海域使

用权，海域使用金可按年度缴纳。具体数额、方式、违约责任等

在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政府投资建设的非经营性配套服

务设施和必要公共设施用海可按规定免缴海域使用金。

（八）做好旅游用海服务保障。沿海市、县、自治县用海审

批部门应当积极为旅游用海意向人开展海域使用论证等用海前

期工作的指导，并做好用海申请的咨询、查询服务。加强旅游用

海确权登记管理，及时为符合确权登记条件的旅游项目用海办理

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潜水码头、潜水平台和浮动栈桥等潜水

配套设施一般应由政府统一建设管理，并保持公共属性。

三、加强旅游用海生态保护和监管

（九）严格自然岸线保护修复。旅游项目用海应当最大程度

避让和减少占用自然岸线。占用非严格保护自然岸线新建、改建、

扩建潜水、游艇、海上娱乐活动码头等配套服务设施和必要公共

设施，原则上以透水构筑物方式建设，最大限度保护岸线的自然

形态和生态功能。确需占用的，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并按规定

开展岸线整治修复，严格落实自然岸线占用生态补偿制度。

（十）加强潜水活动生态保护和修复。潜水企业应当在用海

范围内实行潜水点定期轮换制度和最大容量控制制度，主管部门

应当委托技术单位定期开展用海区域及周边的珊瑚礁资源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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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进行监测及评估。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

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潜水企业变更潜点或调减活动容量。禁止在潜

水活动中采挖、破坏珊瑚和水下文物以及捕捞水下动植物。造成

珊瑚礁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应当按规定开展生态修复并落实

生态补偿。鼓励潜水用海人在已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海域开展珊瑚

礁生态修复或人工培育，形成适宜潜水的珊瑚生境。海洋自然保

护区内的珊瑚礁资源按照保护区有关规定管理。

（十一）规范沙滩管理和生态保护。海岸线向陆及向海一侧

的沙滩应当保持公共属性，不得以私有名义圈围。在不破坏自然

形态和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建设必要的安全防护、停放救援

设施，可适当布设浴场和海上娱乐活动经营所需的沙滩凉亭、座

椅、水吧、婚纱摄影等相关配套设施。海洋旅游项目经营主体应

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标志。沙滩严禁擅自施工建设、乱搭乱建、

乱圈乱占等违法建设行为；严禁擅自取土、采石、挖砂非法采矿

行为；严禁非法占用沙滩进行养殖、停靠渔业船舶等。

（十二）切实加强旅游用海监管。沿海市、县、自治县资规

部门或海洋部门应当会同旅文部门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沿岸观监

测设备、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加强对旅游用海的监管，督促海域

使用权人严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要求开展旅游活动。定期对旅游

用海区域及周边的自然岸线和珊瑚礁等生态资源进行调查评估，

督促旅游用海人落实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对旅游用海人未经批

准或超出批准海域从事经营活动、因经营管理原因造成珊瑚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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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重大损失的，移送执法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 2023 年 1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