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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发展对策研究
——以厦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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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岸带地区是陆海交互作用区，是陆海统筹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要坚持
陆海统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整合原环境保护部等部委的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执法及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组建生态环境部。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陆海统筹政策现
状系统梳理分析，厘清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的关键问题，总结出陆海统筹工作的对策建议，包
括构建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管理新模式、蓝色经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新模式、基于绿色发展的弹性
海岸新模式、“三个一”智慧海岸带大数据信息系统技术新体系等。这些对策对于我国海岸带城市区
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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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将建设生态文

明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提出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发展原则，开启了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

新阶段 [1]。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陆海统筹的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区域联动机制”，建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

相适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形成对生态系统从山

顶到海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一体化管理，维

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健康。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坚持建设海洋强

国”。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提出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环境保护和国

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执法职责、队伍，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2]。因此，

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将进一步聚焦陆海统筹工作，以此

为基础形成的这些决策将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陆海统筹

提供重要的保障。

海岸带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使得城

市化、工业化和人口集聚加快，陆源污染的压力威胁到

海洋环境容量 [3-5]，我国近海生态系统正经受着多重压力

考验，近海环境呈复合污染态势，陆源污染导致海洋富

营养化程度加重 [6]。受过度捕捞、气候变化、污染等因

素影响，近海生态系统大面积退化，海洋生态环境灾害

频发 [7,8]。因此，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的发展成为解

决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陆海统筹这一理论是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发展的。张

海峰等提出协调海洋与陆地的关联，统筹兼顾，使两者

融为一体，鼓励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合作，参与海洋开

发活动 [9]。栾维新认为海陆统筹是通过海陆产业的协调

发展，以陆域产业、技术为依托，强化海洋产业辐射和

带动作用，实现海陆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 [10]。叶向东和

陈国生从海陆资源环境生态系统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

活力和潜力的视角下，探讨了区域发展规划、计划的编

制及执行工作 [11]。韩增林等认为陆海统筹是在区域社会

发展过程中，将陆海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来分析，综合

考虑二者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实现资源的顺畅流

动，形成资源的互补优势，强化陆域与海域的互动性，

从而促进区域又好又快地发展 [12]。曹忠祥和高国力进一

步阐释了陆海统筹是从陆海兼备的国情出发，在优化提

升陆域国土开发的基础上，通过海陆资源开发、产业布

局、交通通道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统筹协调，

促进海陆两大系统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13]。

因而，统筹陆海资源、产业及生态环境是发展蓝色经济

和生态文明的关键，也是最终实现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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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福建省的重点支持下，厦门市充分发挥先

行先试作用，在生态环境建设的陆域、海域和陆海统筹

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2013 年，厦门获国家海洋

局批准成为全国首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2014 年，厦

门成为全国“多规合一”28 个试点市（区、县）之一。

2015 年，厦门顺利通过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本研究基

于生态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统筹陆海资源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视角，系统梳理分析了厦门市陆海统筹生态环境建

设政策现状，识别出其关键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建

议，为我国沿海其他地区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

发展提供借鉴。

1  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发展历程及实践

本研究通过调研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海洋与渔业局、

规划委员会、市政园林局、水利局等部门，对厦门生态

环境建设中陆域、海域和陆海统筹领域现有的 22 项政策

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见图 1）。

陆域政策上，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市政园林局、

水利局等部门为主的陆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有序

开展，出台政策主要包括环境功能区划、溪流流域水系

控制线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生态控制线管理实施规定、九大溪流污水

截流建设规划、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总体实施方案

等，其主要围绕水环境质量、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

体废弃物和生物资源等方面开展陆域生态环境工作。

在海域政策领域，以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为主的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持续开展，出台政策主要包

括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国家级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专项规

划、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同时整理了海岸带综

合管理汇报材料、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研究报告、海

洋与渔业规划系统建设项目成果报告等支撑政策的报告

材料。政策报告以海域为范围，主要开展海洋生态保护

与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维护、海水水质提升、海洋产业

布局、海洋经济集聚区建设等工作。

近年来，厦门市对生态环境陆海统筹工作进行初步

探索，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和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围绕生

态功能区划、海陆一体化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机制框架协

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泉厦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

制协议、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海域污染物排

海总量控制规划、九龙江—厦门湾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方面开展陆海统筹工作，跨陆海边

界、跨部门、跨行政边界的陆海统筹工作初见成效，海

岸带综合管理机制初步形成。

2  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存在的关键问题

2.1  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厦门市从 1997 年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ICM）以

来，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措施，如海堤开口改

造、海域养殖清退、海域清淤、海漂垃圾清理、滨海湿

地修复、增殖放流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环境质量得

到有效改善 [14,15]。然而，从 2012 年起，厦门市成为蓝色

 

图 1　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现有政策梳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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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试验区，海洋休闲产业迅速发展，港口码头加快建

设。已提出并实施多年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环境管理政策

已经适应不了海岸带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伴随

着区域开发建设，厦门市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生

态系统趋于不稳定。受人类活动干扰，由河流及排污口

携带的大量陆源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物排入近海，导

致海水水质逐步下降，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2.2  陆海治理与海岸带管理统筹机制有待提升

厦门市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从陆域或海域部门

管理的视角分别制定了相应方案措施，而较少从陆海统

筹的角度出发进行协同管理，尽管已建立一些部门协调

机制，但开展的联合执法活动存在困难，对相关部门的

约束力有限。在国家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改革

背景下，厦门市相应管理机构的工作目标和机制如何整

合、陆海相联系的规划编制与执行等过程如何衔接统筹，

成为厦门及东部沿海城市适应新时代、应对具有高度复

杂性的跨陆海尺度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2.3  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相对滞后

厦门市在“多规合一”基础上，构建统一的空间规

划信息和业务协同平台，实现建设项目信息、规划信息、

国土资源管理信息的共享。但是，海域“多规合一”尚

未完成，未能实现陆—海空间信息平台的统筹，智慧化

建设亟待推进。同时，现有各项规划种类越来越多，规

划目标指标也越来越复杂，陆域与海域各项规划目标指

标间既有交叉重复又存在矛盾冲突，尚未形成跨陆域和

海域的“多规合一”目标指标体系。

2.4  海岸带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亟待统筹

厦门湿地受人为活动干扰历史长，各类湿地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由于厦门国土面积较

小，城市用地需求日益加剧，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土地资

源的制约，填海造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16]。围

填海活动导致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逐渐萎缩，水体污染、

工业区开发和围网养殖等也对湿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威

胁和干扰，海岸带生态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3  新时代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的对策
与建议

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

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的具体体现 [17]。上述生态环境

建设的陆海统筹四个方面的问题，说到底是陆海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是统筹生态环境治理质量和效

益不高的具体体现。因此，以平衡陆海发展、促进生态

环境治理和管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是更广泛、更具深

远意义的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本研究对新时代厦

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工作提出建议与战略对策

（见图 2）。

3.1  生态优先：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管理新模式

深化陆海统筹管理体制改革，依托将要新组建的厦

门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中陆海

统筹工作，在统筹陆海工作的基础上，统一制定生态环

境领域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及综

合执法工作，形成长效的陆海统筹管理新模式。在陆上

“河长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海岸带的“滩长制”以及

海上“海长制”等城市区域联动责任目标管理机制，加

快开展九龙江分段垃圾拦截设施论证和建设。同时，切

实落实生态补偿措施，推动九龙江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推进海岸带的健康发展。

由于绝大多数沿海生态系统的主要流向和人为扰动

是从陆地到海洋 [18]，建议建立厦门“流域—河口—近海”

一体化的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管理机制，如在泉州—厦门

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厦漳龙城市联席

 

图 2　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对策建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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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制度，有效推动九龙江流域—厦门湾生态环境建设

各项工作。严格控制陆源污染，提高海洋污染控制、综

合管理能力，加大对九龙江流域内城市污水、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的收集和处理力度，严格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和

数量，提高污水净化率，高度关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

安全屏障建设，切实减少九龙江流域入海污染物，提升

厦门湾近海水质，降低赤潮发生的频次，从而构筑陆海

生态屏障，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布局生态空间，加强海岸带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在对厦门市陆域

海域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加以充分理解的基

础上，制定适应性陆海一体化的管理策略，以恢复或维

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生态系统的陆海统

筹管理 [19]。基于加强陆域和海域联防、联控和联治，创

新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与海岸带管理体制，打造海

岸带综合管理（ICM）的升级版。

3.2  集约高效：蓝色经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新模式

布局生产空间，统筹陆海资源，以大厦门湾区生态

文明建设为目标，在强化港口航运、临海工业、滨海旅

游等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生物制药、节能环保、海洋高新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大厦门湾区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海岸带城市群经济结构与空间格局推动实施

“九龙江—厦门湾”从流域到海岸带的产业整体空间布局

的调整和优化，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搭建起上下游

企业发展的循环链条，加快产业的绿色转型，推动蓝色

经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3.3  弹性修复：基于绿色发展的弹性海岸新模式

未来厦门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从构建弹性海岸带

目标出发，在海岸带“陆地—水—生物多样性”系统联

结上推进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

的弹性海岸新模式。“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构建海岸带绿色基础设施的有效途径，

利用海岸带绿色基础设施，如红树林等滨海湿地，减缓

海岸带地区受洪水灾害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20]。加强对

现有滨海湿地资源，特别是自然湿地资源的抢救性保护，

全面开展厦门滨海湿地资源现状调查，明确滨海湿地保

有率，划定海岸带“两线”：围填海控制线和湿地保护

红线，严格控制围填海项目对滨海湿地的侵占，并严格

论证围填海对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

响及其驱动机制。确定不同区域滨海湿地生态主导功能、

环境质量目标和生态保护措施，作为海洋产业布局、海

洋污染防治与海洋生态保护的主要依据，实现以环境容

量和生态功能为基础构建滨海湿地生态安全新格局。推

进厦门“海绵城市”试点建设，构建弹性海岸（resilient 
coast），协同其他绿色基础设施，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

然灾害 [21]。以保护生态系统为基础，推进基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滨海湿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示范，实施自然岸线恢复与海岸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3.4  智慧协同：“三个一”智慧海岸带大数据信息
系统技术新体系

建议厦门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建立陆海统筹

“三个一”海岸带功能管控总体格局，即“多规合一陆海

一张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陆海统筹一个数，陆海边界

明确一个标准”，将“三个一”作为生态环境陆海统筹发

展的关键支撑技术体系，推进空间规划融合、生态环境

质量现状测算、陆海边界划分工作，进而形成陆海统筹

生态环境大数据信息系统平台。建立陆海统一的空间规

划体系，统一调查陆海全域的自然资源资产，以海岸线

为轴，统筹规划岸线两侧功能和需求，衔接厦门市主体

功能区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结合陆海功能特征，从功

能相容性出发，优化调整陆域、海域功能布局，实现陆

域海域“两域融合”。充分分析厦门陆域与海域各项规划

目标指标间的矛盾冲突及关联性，从加强厦门“多规合

一”目标指标衔接性的角度出发，建立统一的“多规合

一”目标指标体系，指导城市发展，实现厦门陆海一体

化管理，加强海岸带科技研发及能力建设的同时，依托

相关科研机构，开展大数据信息系统建设，着力在海岸

带信息、海岸带生态、海岸带产业等领域进行科研攻关，

以推进厦门市“智慧海岸带”建设。

3.5  试验创新：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试点
工作

建议厦门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协同各相关部

门，开展厦门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试点工作，建

议在九龙江流域生态补偿考核机制、围填海全周期生态

化管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先行先试：在九龙江厦门段内及河口近海海域实行

严格的地表水和海水水质考核，将水质改善情况作为厦

门财政支持九龙江中上游市县的基本依据。实行围填海

全周期生态化管理，根据厦门生态保护红线及海洋功能

区划，结合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厦门海域划分

为禁止填海区、限制填海区和适度围填区，细化各个区

的管理机制，建立围填海产业负面清单。根据厦门海岸

带区域内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进行生态基础设施的布局，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且

上升或者维持稳定的区域，可将其设为保护区以维持现

状；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大的区域，应该严格限

制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并辅以生态基础设施，开展生态修

复重点工程并评估修复效果，如开展厦门湾整治修复评

估，下潭尾典型湿地公园生态修复评估，从而促进海岸

带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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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生态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统筹陆海资源

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通过对厦门市陆海统筹政策现

状系统梳理分析，厘清生态环境建设中陆海统筹存在的

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陆海治理与海岸带管理

统筹机制有待提升、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相对滞后、海

岸带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亟待统筹等关键问题，进而提出

陆海统筹工作的对策建议，包括构建生态环境陆海统筹

管理新模式、蓝色经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新模式、基

于绿色发展的弹性海岸新模式、“三个一”智慧海岸带大

数据信息系统技术新体系等。厦门作为我国典型的海岸

带城市，其发展和改革与我国其他同类型的海岸带城市

具有共性，本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将为我国海岸带城市

区域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的陆海统筹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2018-05-19).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
content_5292116.htm.

[2]  新华社．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EB/
OL]．(2018-03-21).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
tent_5276191.htm#1.

[3]  ÁLVAREZ-ROMERO J G, PRESSEY R L, BAN N C, et al. Inte-
grated land-sea conservation planning: the missing link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2011, 42: 381-409.

[4]  PITTMAN J, ARMITAGE D. Governance across the land-sea inter-
face: A systematic review[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6, 
64: 9-17.

[5]  SAJJAD M, LI Y F, TANG Z H, et al. Assessing hazard vulnerability, 
habitat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mainland 
China’s coastal resilience[J]. Earth’s future, 2018, 6(3): 326-338.

[6]  李干杰．坚持陆海统筹，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 [J]．环境保护，

2011，(10): 24.

[7]  杨羽頔，孙才志．环渤海地区陆海统筹度评价与时空差异分析

[J]．资源科学，2014, 36(4): 691-701.
[8]  吕晓君，杜蕴慧，宋鹭，等．基于“陆海统筹”理念的海岸带

环境管理思考 [J]．环境保护，2015, 43(22): 59-61.
[9]  张海峰，杨金森．到 2010 年把我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论建

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J]．海洋开发与管理，1998, 
(1): 20-21.

[10]  栾维新．海陆一体化建设研究 [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11]  叶向东，陈国生．构建“数字海洋”实施海陆统筹 [J]．太平

洋学报，2007, (4): 77-86.
[12]  韩增林，狄乾斌，周乐萍．陆海统筹的内涵与目标解析 [J]．

海洋经济，2012, 2(1): 10-15.
[13]  曹忠祥，高国力．我国陆海统筹发展的战略内涵、思路与对

策 [J]．中国软科学，2015(2): 1-12.
[14]  XUE X Z, HONG H S, CHARLES A T.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the case of Xiamen, Chi-
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71(3): 271-283.

[15]  PENG B R, HONG H S, XUE X Z, et al. On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economic benefits of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CM): 
Application to Xiamen, China[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6, 49(3-4): 93-109.

[16]  田海燕，李杨帆，薛雄志．填海造地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

境影响及对策建议 [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 33(10): 21-25.
[17]  郑欣璐，包存宽．生存和生态不是“单选题”[N]．解放日报，

2018-01-02.
[18]  STOMS D M, DAVIS F W, ANDELMAN S J, et al. Integrated 

coastal reserve planning: making the land-sea connection[J]. Fron-
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5, 3(8): 429-436.

[19]  BARBIER E B, KOCH E W, SILLIMAN B R, et al. Coastal eco-
system-based management with nonlinear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values[J]. Science, 2008, 319(5861): 321-323.

[20]  COHEN-SHACHAM E, JANZEN C, MAGINNIS S, et al. Na-
ture-Based Solutions to Address Global Societal Challenges[R]. 
Gland: IUCN, 2016: 7-9.

[21]  SUTTON-GRIER A E, WOWK K, BAMFORD H. Future of our 
coasts: The potential for natural and hybrid infrastructure to en-
hance the resilience of our coastal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eco-
system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5, 51: 137-148.

（下转第106页）



中国环境管理丨2018年第6期丨Vol.10  No.6

·106·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n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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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of advanced level of Nanjing in 2001-2016, 
describ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ex, and studi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advanced leve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index. The result showed that: ① the overall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had undergone one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advanced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②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industries output value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2 emissions, NOx emissions and the average annual concentration of SO2,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was negatively related; ③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longed to the medium. The 
trac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ffect caused b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ing tre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 lagged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improved.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ffects;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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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Land-Marine Management for the Eco-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Xiamen, China

WANG Quanli1, LI Yangfan1,2*

(1. Colleg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2. Coastal and Ocean Management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The coastal zones are the typical interfaces of land and sea. 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necessary of land-marine integration. “Government’s Institutional Reform Plan” proposed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ties among relevant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land and marine policies in Xiamen to summarize the potential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points of land-marine inte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environment. Moreover, a few suggestions would 
be helpful in future coastal city management,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enhancing the eco-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land-
marine integration, integrating blue econom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esilient coast 
and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oastal zone” large data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 an example for 
land-marine integ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environment as well as integrating coastal management in coastal cities.
Keywords: eco-environment; land-marine integration; resilient coastl zone;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