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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 

合同任务书 

合同名称：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海漂垃圾整治 

合同编号：CPAR4-CWD-2022-007 

合同期限：4 个月 

预计开始时间：2022 年 8月 

一、 项目概要 

“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

生物多样性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的中国保护地体系改革（C-

PAR）项目下属六个子项目中的第四个子项目（C-PAR4，以下简称项目）。

项目由国家林草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开发和实施，国家林草

局自然保护地司执行管理，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具体实施。 

项目的设计实施期为 5 年，于 2019 年 10 月 3 日正式启动。 

项目旨在通过整合海洋景观规划和管控威胁，完善海洋保护地政策法

规，扩大海洋保护地网络，加强海洋保护地运行，开展海洋保护地和生态敏

感区管理示范，推动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信息共享等活动，提升我国东南沿海

海洋保护地管理能力，从而有效保护中华白海豚等重要海洋生物的关键生态

环境，保护中国东南沿海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 

为实现项目目标，项目将沿海生态系统中标志性的中华白海豚作为项

目成果指标和旗舰物种，采用新的基于生态系统途径，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

的办法，制定并完成以下三个项目组分。



这三个项目组分分别是： 

组分 1：加强海洋保护地法律框架，扩大海洋保护地网络并推进其主流

化进程。 

组分 2：进行改善海洋保护地和生态敏感区管理的示范。 

组分 3：沿海栖息地和物种的监测、评估及知识和信息共享。 

项目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五个

市（厦门，珠海，江门，北海，钦州）选定了 5 个自然保护地以及一个拟建

的保护地作为项目示范点，包括 

⚫ 广西三娘湾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拟建，广西钦州）

⚫ 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二、 合同任务背景 

厦门市地处台湾海峡西岸中部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海滨城市。厦门市

海洋自然条件优越，拥有厦门岛、鼓浪屿、火烧屿等众多岛屿，以及厦门

岛东南的优质沙滩岸线。厦门海域还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 

2000 年，经国务院审定（国办发〔2000〕30 号），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原厦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厦门大屿岛白鹭省

级自然保护区和厦门文昌鱼市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组建而成。 

但是由于近几年海洋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保护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

影响，其中海漂垃圾问题尤为突出。海漂垃圾是指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持

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固体物质，包括故意弃置于海洋和海滩已使用

过的物体，由河流、污水、暴雨或大风直接携带入海的物体，恶劣天气条



件下意外遗失的渔具、货物等。海漂垃圾不仅对海洋景观造成严重污染，

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船舶航行安全，进而对海洋经

济产生负面效应。 

三、合同目标 

本分包合同贡献于项目的组分 2 之产出 2.1（加强试点地区海洋保护

地的能力和管理有效性）和组分 3之产出 3.4（开发监测和评估系统，并

与利益相关方共享相关知识和经验教训）。通过改进现有的海漂物数学模

型，在厦门市大屿岛和鸡屿岛附近海域进行海上漂浮物溯源，再现垃圾入

海后的浮标轨迹运动以及洋流场的变化以进行垃圾带预报、分析海漂垃圾

对生态的污染影响，并为判断垃圾源头地理位置和漂移扩散垃圾的整体的

打捞提供技术支持，对今后保护区内的垃圾治理工作提出建议。 

四、合同任务主要内容 

本合同承包方将在项目办的指导和示范点相关管理人员的参与下，在

与项目有关专家密切合作，开展自然保护区内海漂垃圾溯源和清理工作。 

应完成的具体工作包括： 

1. 在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区域内的海漂垃圾

溯源工作,分析保护区内鸡屿岛及大屿岛海漂垃圾来源；

2. 清理长年堆积在大屿岛和鸡屿岛的垃圾；

3. 对今后保护区内的垃圾治理工作提出建议。

五、预期的产出及进度要求 

本分包合同的预期产出包括： 

1） 工作计划；

2） 海上漂浮物溯源数学模型；



3） 海漂垃圾治理培训（一次）；

4） 工作报告（含照片、视频等资料）

注： 

本合同的所有产出均需由各利益相关方认可； 

本合同的所有产出归项目办所有，分包商应按照产出时间进度要求，及

时向项目办提交。 

进度安排： 

产       出 完成时间 文  本 备  注 

a 工作计划 第一个月 中文 

b海上漂浮物溯源数学模型 第二个月 

c大屿岛、鸡屿岛海漂垃圾分析和处置报告 第三个月 中文 

d工作报告（含照片、视频等资料） 第四个月 中文附英文摘要 

六、任务团队资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

2. 近五年内具有完成类似项目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技术方面具有相应

的专业能力；

3. 具有漂浮物溯源模型建设经验者优先；

4. 团队主要成员的专业技能与工作背景应能完好覆盖合同任务要求的各个

方面,至少 1人具备与多个项目相关方协调工作和沟通的能力;

5. 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令和条例，最近 3 年内无重大涉诉或仲裁。

七、实施分包合同依据的主要文件 

“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保护地管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沿海生

物多样性”项目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