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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报告编制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报告编制的总体要求,以及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报告的编制、评审、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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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６１０５　沿海渔港污染防治设施设备配备总体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渔港经济区　fishingporteconomiczone
在建设现代渔港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城镇建设和产业集聚,形成以渔港为龙头、城镇为依托、渔业为基

础,区域产业结构平衡、产业层次较高、辐射效应明显的现代渔业经济区.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报告的编制单位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渔业或农业相关领域乙级以上等级的设计资质或资信

证书.

４２　由若干单位协作承担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报告编制的,总负责单位应对报告编制的质量、科学性和

完整性负责.

４３　报告编制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应齐全、详实、可靠.

４４　报告编制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４５　报告的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编制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相关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５　建设规划报告编制要求

５１　内容要求

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由规划文本和附图等组成,应根据渔区现有设施基础,结合地方渔业产业优势、
交通区位条件、文旅资源禀赋等明确渔港经济区功能定位,提出渔港经济区产业布局,并与国土空间、海洋

经济、渔业产业、交通运输等规划相衔接.应结合实际提出规划期内渔港经济区在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
色渔港和产业渔港等方面的建设任务,满足指导渔港经济区建设的要求.编写格式见附录 A.

５２　总论

５２１　规划背景

简述渔港经济区建设的背景,包括国家、省(市)及地方相关政策条件和当地发展需求等.

５２２　规划意义

宜从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提升渔区基层治理能力、加快渔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综合论述建设渔港经

济区在推进渔港渔区振兴上的重要意义.

５２３　规划依据

简述规划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有关政策文件及规划、有关规范及技术标准、基础资料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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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规划任务

简述规划所需完成的工作内容.

５２５　规划范围

应简述渔港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规划的水域、陆域面积及范围.

５２６　规划期限

应明确规划的基准年和目标年.

５３　现状分析

５３１　区位条件

简述渔港经济区的地理位置,分析区位优势和对外交通条件等.

５３２　自然条件

简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的气象条件、海洋水文、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分析自然条件对建设渔港经

济区的适宜性.

５３３　资源条件

简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的海洋与渔业资源等条件,分析资源条件对渔港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支

撑性.

５３４　社会经济基础

简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经济概况,重点阐述渔业经济发展及渔业

村镇情况,分析渔港经济区建设的社会经济可行性.

５３５　渔业设施现状

应简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的渔港、渔船及综合管理设施等情况,重点介绍二级及以上等级渔港、主
要避风锚地现状情况,分析渔业设施建设成效,提出存在的问题.

５３６　规划符合性分析

应简述本规划与国家、省、市(县)渔港建设、国土空间、渔业产业和交通运输等相关规划的协调性.

５３７　综合评价

根据渔区现状条件论述渔港经济区发展的主要优势及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５４　总体思路

５４１　指导思想

阐述渔港经济区建设需要遵循的行动指南.

５４２　规划原则

阐述编制本规划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５４３　发展思路

结合渔港渔区发展需求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渔港经济区建设要求,阐述渔港经济区的发展思路.

５４４　发展定位

应结合渔港渔区自身条件和发展特色,提出渔港经济区的功能定位.

５４５　建设目标

应包括规划期内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总体目标阐述通过渔港经济区建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具体目标按照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渔港和产业渔港等方面确定近期和远期目标.

５５　产业发展

５５１　发展现状

阐述渔业一、二、三产业及龙头企业情况、渔业品牌创建情况和区域内特色渔业产业情况,充分分析渔

业产业结构,并提出存在的问题.

５５２　渔船发展水平预测及渔获物卸港量分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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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阐述当地渔船发展现状和相关管理政策,分析未来渔船发展趋势,预测规划期末到港渔船数量,并
分析渔船作业类型和大中小船型比例.应简述当地渔港渔获物卸港情况,结合行业发展政策,分析预测规

划期末渔获物卸港量.

５５３　发展环境

分析渔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政策等.

５５４　发展策略

分析渔业相关产业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明确渔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确定优先发展、转型升级和

培育扶持产业.

５５５　产业板块布局

阐述产业板块的布局思路,明确产业板块空间布局方案.

５６　空间布局规划

５６１　布局原则

简述渔港经济区空间布局的原则,并符合当地的发展基础和发展要求.

５６２　布局方案

应结合当地渔港布局、产业板块布局等,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渔港经济区空间布局思路,合理确定

渔港经济区总体空间布局和项目布局.

５７　建设任务

５７１　主要任务

应依据建设目标和布局方案,明确渔港经济区在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渔港、产业渔港等方面的建

设任务.

５７２　建设项目

应根据渔港经济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具体建设项目,明确项目的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
建设方案、实施期限等.

５７３　分期实施计划

提出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时序.

５８　交通运输

５８１　交通现状

概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分析其对渔港经济区发展的影响.

５８２　运输方案

应根据渔港经济区空间布局方案,结合当地交通规划,提出渔港经济区交通运输方案.

５９　环境保护

５９１　编制依据

列出环境保护规划执行的国家和地区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采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５９２　环境现状

阐述渔港经济区所在区域的环境现状和污染防治现状.

５９３　主要污染物、污染源

分析渔港经济区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及其来源.

５９４　环境保护措施

应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并符合SC/T６１０５的有关规定.

５１０　投资匡算及资金筹措

５１０１　投资匡算

简要说明投资匡算编制范围、编制依据、编制方法,应列出渔港经济区项目总投资匡算表,并明确每个

项目的投资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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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２　资金筹措

应提出项目资金筹措的初步方案.

５１１　效益分析

５１１１　经济效益分析

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等方面,就激发渔区产业要素活力、推进渔业全产业链发展等,进行行

业影响和区域经济影响分析.

５１１２　社会效益分析

阐述项目建设、运营可能产生的社会贡献度,主要从满足渔业安全生产需求、提升渔区基层治理能力、
促进渔区渔民共同富裕等方面进行分析.

５１１３　生态效益分析

阐述通过渔港经济区建设,从改善渔港经济区水陆域和海洋环境、促进渔区生态绿色发展等方面进行

生态效益分析.

５１２　保障措施

宜从组织领导、协同管理、政策扶持、绩效考评、宣传引导、科技支撑等方面进行阐述,确保渔港经济区

建设顺利开展.

５１３　附图

宜提供渔港经济区区位图、规划范围图、渔港现状分布图、产业布局图、空间总体布局图、重点项目布

局图、重点渔港总体规划图、重点项目效果图、交通规划图及其他相关必要图纸等.

６　实施方案报告编制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内容要求

应按照渔港经济区建设管理的有关要求,根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正式发布的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
制定渔港经济区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标.

６１２　编制内容

由项目实施方案文本、附件和附图３个部分组成.文本编制内容包括:概述、基础情况、总体思路、项
目布局、项目内容、投资估算、效益分析、运营管理、保障措施、绩效自评等.

６１３　格式要求

参见附录B.

６２　概述

６２１　渔港经济区申报概况

简述渔港经济区的名称、申报单位、建设领导小组等基本情况.

６２２　项目依据

列举实施方案编制依据的主要政策文件和技术经济资料,一般有:
———有关政策文件和规划;
———国家及行业有关的标准和规范;
———相关项目批复文件、核准或备案文件;
———项目建设的基础资料;
———其他有关依据资料.

６２３　项目背景

简述渔港经济区建设项目的建设背景,简述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用海预审等基本情况.

６２４　建设必要性

从项目所在渔港渔区振兴全局,综合阐述渔港经济区建设的必要性.重点分析渔业安全生产、激发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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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业要素活力、推进渔业全产业链发展、深化渔业管理服务改革、促进渔区生态绿色发展、展示渔区共同

富裕等方面对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的需求.

６２５　建设条件

从建设优势、前期工作准备等方面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条件.

６２６　建设目标

应符合５４５的规定.

６２７　建设方案概述

简述渔港经济区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建设内容.

６２８　投资估算及投融资方式

简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实施期总投资估算和各子项目的投资估算,并明确各子项目资金筹措方式.

６２９　项目建设期限

简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期限.

６２１０　项目效益分析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３个方面简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产生的效益.

６３　基础情况

６３１　区位条件

应符合５３１的规定.

６３２　自然条件

应符合５３２的规定.

６３３　资源状况

应符合５３３的规定.

６３４　社会经济基础

应符合５３４的规定.

６３５　渔业产业发展现状

应符合５５１的规定.

６３６　渔业设施现状

应符合５３５的规定.

６３７　基础评价

分析渔港经济区发展优势和不足,阐述拟通过建设渔港经济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６３８　规划符合性分析

应符合５３６的规定.

６４　总体思路

６４１　指导思想

应符合５４１的规定.

６４２　建设原则

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６４３　功能定位

应符合５４４的规定.

６４４　建设目标

根据５４５条阐述实施期建设目标.

６４５　建设思路

根据建设目标,明确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思路.

６５　项目布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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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　布局原则

应符合５６１的规定.

６５２　布局方案

应符合５６２的规定.

６６　项目内容

６６１　建设内容

根据６４４提出的建设目标,应按照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渔港、产业渔港等方面分类阐述渔港经

济区项目建设具体措施和内容.

６６２　建设项目

应简述各子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单位、当前进度等.

６６３　年度实施计划

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实施期各子项目的进度安排.

６７　投资估算

６７１　编制说明

简要说明投资估算编制范围、编制方法.

６７２　编制依据

列出渔港经济区项目投资估算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计价标准.

６７３　投资估算表

应根据各子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或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备案文件,列出单个项目投资估算,汇总形

成投资估算表.

６７４　资金筹措

应按照中央财政投资、地方投资、社会投资３个方面,提出渔港经济区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６７５　资金年度使用计划

简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实施期各子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和总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安排.

６８　效益分析

６８１　经济效益分析

从渔区渔业产值总量增长、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条延展等角度,利用经济费用效益或效果分析

等方法,评价渔港经济区建设项目投资的经济价值,评价项目投资的经济合理性.

６８２　社会效益分析

从渔业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渔区基层治理水平提高、渔区渔民共同富裕等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角度,
评价渔港经济区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

６８３　生态效益分析

从渔港经济区水陆域环境、海洋环境等方面,就促进渔区生态绿色发展进行生态效益分析.

６９　运营管理

６９１　组织管理架构

从项目实施期和中远期两个阶段,分别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的组织管理架构.

６９２　管理机制

从项目实施期和中远期两个阶段,分别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管理机制和运营管理机制.

６１０　保障措施

从组织领导、协同管理、政策扶持、绩效考评、宣传引导、科技支撑等方面阐述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保

障措施.

６１１　绩效自评

６１１１　评价依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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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绩效自评依据的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一般政策性文件等.

６１１２　评价方法

６１１２１　宜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６１１２２　定量指标得分宜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规划目标年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

全部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６１１２３　定性指标得分宜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３个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１００％~８０％(含)、

８０％~６０％(含)、６０％~０％确定分值.

６１１３　评价指标

绩效自评宜包括项目预算、总体目标和项目绩效指标.项目预算为年度投资计划;总体目标为项目实

施方案提出的总体建设目标;项目绩效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投入使用、资金项目管理、资金实际产出、政
策实施效果等.

６１２　附件

实施方案报告宜包括下列附件:

a)　渔港经济区申报主体关于上报渔港经济区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文件;

b) 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印发或批复文件;

c) 渔港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文件;

d) 资金配套承诺函;

e) 实施方案子项目相关文件,主要有渔港经济区项目实施方案中所有子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或核

准、备案文件,项目涉及的规划选址、用海、用地、环评、水利防洪评价等前期预审意见或正式批复

文件等;

f) 渔港管理相关文件,主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布的港章和港界,渔港、渔船管理相关文件等;

g) 其他有关文件、报告.

６１３　附图

实施方案报告宜包括下列附图:

a)　渔港经济区地理位置图;

b) 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总体布局图;

c) 项目布局图;

d) 各子项目平面图、主要渔港效果图等;

e) 其他相关图纸.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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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报告章节目录

　
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报告章节目录的内容如下所示,并列出页码.
第一章　总论

１１　规划背景

１２　规划意义

１３　规划依据

１４　规划任务

１５　规划范围

１６　规划期限

第二章　现状分析

２１　区位条件

２２　自然条件

２３　资源条件

２４　社会经济基础

２５　渔业设施现状

２６　规划符合性分析

２７　综合评价

第三章　总体思路

３１　指导思想

３２　规划原则

３３　发展思路

３４　发展定位

３５　建设目标

第四章　产业发展

４１　发展现状

４２　渔船发展水平预测及渔获物卸港量分析

４３　发展环境

４４　发展策略

４５　板块布局

第五章　空间布局规划

５１　布局原则

５２　布局方案

第六章　建设任务

６１　主要任务

６２　建设项目

６３　分期实施计划

第七章　交通运输

７１　交通现状

７２　运输方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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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境保护

８１　编制依据

８２　环境现状

８３　主要污染物、污染源

８４　环境保护措施

第九章　投资匡算及资金筹措

９１　投资匡算

９２　资金筹措

第十章　效益分析

１０１　经济效益分析

１０２　社会效益分析

１０３　生态效益分析

第十一章　保障措施

附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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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渔港经济区实施方案报告章节目录

　
渔港经济区实施方案报告章节目录的内容如下所示,并列出页码.
第一章　概述

１１　渔港经济区申报概况

１２　项目依据

１３　项目背景

１４　建设必要性

１５　建设条件

１６　建设目标

１７　建设方案概述

１８　投资估算及投融资方式

１９　项目建设期限

１１０　项目效益分析

第二章　基础情况

２１　区位条件

２２　自然条件

２３　资源状况

２４　社会经济基础

２５　渔业产业发展现状

２６　渔业设施现状

２７　基础评价

２８　规划符合性分析

第三章　总体思路

３１　指导思想

３２　建设原则

３３　功能定位

３４　建设目标

３５　建设思路

第四章　项目布局

４１　布局原则

４２　布局方案

第五章　项目内容

５１　建设内容

５２　建设项目

５３　年度实施计划

第六章　投资估算

６１　编制说明

６２　编制依据

６３　投资估算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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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资金筹措

６５　资金年度实施计划

第七章　效益分析

７１　经济效益分析

７２　社会效益分析

７３　生态效益分析

第八章　运营管理

８１　组织管理架构

８２　管理机制

第九章　保障措施

第十章　绩效自评

１０１　评价依据

１０２　评价方法

１０３　评价指标

附件

附图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