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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统筹导向下的

海岸带空间管制探讨
￥

—以厦门市海岸带规划为例

林小如 王丽芸 文超祥

提 要海岸 带是 陆海交界的 生态敏感

特殊地域
，
其空 间规划 管制作为保护海岸

带生 态资源 的有效手段和政策工具 日 渐引

起学界的重视。 在 国 内 外海岸带空 间 管制

研究的借鉴基础上
，

结合厦 门海岸带空间

利 用现状问题的识别 ， 从陆域空 间 的 关键

要素 、 海域空 间的 利 用 方式 、 海洋环境的

陆源 污染控制以及海洋资源 的 生 态岸线保

育四个方 面进行了 厦门 海岸带洋性与 刚性

结合的 空间 管制探讨
，

以期为 沿海城市新

一轮总体规划编制改革提供陆海统筹 的科

学依据
，

同时为 其他沿海城市海岸 带空间

管制方法和准则提供参考 。

关键词陆海统筹 ； 海岸 带 ； 管制 ；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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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岸带位于海陆交界的特殊空间 区域 ，
是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 自 然系统的过波单

Ｗ元 ， 蕴含 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 近海资源 、 生产资源 。 近年来 ， 由 于沿海地区城

镇的快速发展和陆域空间的 日 益短缺
， 促使商业开发 、

工业 、 运输业等人类活动 向

海岸带集聚 。 围填海 、 海岸旅游项 目 ， 滨海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大ｓ：产生 ， 海岸带

的无序开发与建设导致 自然岸线减少 、 海水水动力减弱 、 水质恶化等诸多问题 ，
海

岸带的生态环境受到巨大影响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２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

会议》 强调 ：

“

要按照保护优先 、 适度开发 、 陆海统筹 、 节约利用的原则 ， 严格控制

围填海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 实现围填海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

益相统一
，，

，
海岸带这一特殊区域的空间利用逐渐引起重视 。

２０ １ ７年 ， 厦 门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改革的 １ ５个试点城市之一 ， 率先进行了基

于陆海统筹的海岸带空间利用与保护的专题研究 。 在坚持城乡规划学科公共政策视

角 的基础上 ， 考虑海洋的客观规律 ，
对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与海岸带空间的合理利

＊ 国 家 自 然科学青年基金 ：

“

反 脆性 大城市地 域结构的 测评体系 及 空 间组织范 型研究
”

（ ５ １ ７０ ８４７ １ ）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

大城市
‘

紧凑 ， 多核 ， 弹性
’

地域结构的理论模

式及其应用技术研究
”

（ ５ 丨４７ ８ 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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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行探索 。 本文希望通过总结课题的

成果和经验 ， 对沿海城市新
一

轮总体规

划 的海岸空间利用有所裨益。

１国 内外海岸带空间管制研究

国外对于海岸带空间管制研究 比较

成熟 ， 美国早在 １９ ７２年就颁布了 《海岸

带管理法》 ， 并进行了全国海岸带管理计

划 ， 施行联邦政府沿海区域行动与州规

划保持
“
一

致性
”

， 标志着世界海岸带综

合管理的开端 。 随后 ， 各 国家和地区 因

地制宜地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计划 ，
具

有很强灵活性 ， 如沙特阿拉伯重点在沿

海与海洋保护区 ， 斯里兰卡重点则在沿

海侵蚀灾害 （ 约翰 Ｒ ． 克拉克 ，
２０００ ） 。

或从不同层级部门开展管理计划 ， 如荷

兰从国家 、 区域 、 地方三个层级实行陆

海统一的管理 ， 具有 自 上而下的高度管

制性 ； 而 日 本实行海岸带分区管理 ， 各

部门管理权限清晰 ， 有效加强了海岸带

利用的协调与统筹 。 不可否认 ，
海岸带

综合管理已经成为沿海国家和地区实现

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管制理念和方

法。

相对于西方沿海发达国家海岸带空

间规划管制的广泛研究 ，
我国还处于起

步摸索阶段 ， 部分省份和地区率先进行

了海岸带空 间管制与陆海统筹的探索 。

２００４年 ，
山东省就开始进行省市层面的

海岸带规划管制实践 （王东宇 ，
２ ０ １ ４ ）

，

对产业 、 交通 、 环境污染控制 、 公众接

近等重要问题进行分岸段的政策管制规

划 ， 较早全面地进行海岸带的空间管制

研究 。 其他省市如辽宁省以资源承载力

为基础 ， 将沿海 国土空间实行功能分类

管制 ， 海南省则将海岸带保护 与开发纳

人全 省 的 多 规合 一 蓝 图 （ 林巧 娴 ，

２０ １ ６ ）
，

—

定程度上考虑了陆海的协调发

展 。

２厦门海岸带基本情况

２ ． １ 研究概况

厦门位处厦漳泉三角洲 的九龙江入

海处
， 背靠漳州 、 泉州平原 ，

海岸线约

长 ２２ ６ｋｍ ， 沿海滩涂面积约 ５２０６ｈｍ
２

，
主

要分布在大嶝岛 海域 、 东坑湾 、 杏林

湾 。 生态资源类型多样
，
分布 着红树

林 ，
河口 、 沙滩等重要资源 ， 其中沙滩

岸线 ３ ３ ．９ｋｍ ， 占总岸线 １ ５％ ；
海洋物种

丰富 ， 拥有白海豚 、 文昌鱼 、 白鹭 、 中

国鲎等国家级珍稀物种 。 但近年来 ， 城

市的 围填海建设与污染物的排放失控 ，

海岸侵蚀与淤积严重 ，
海岸带生态环境

恶化 ， 需要进行海岸带陆域开发与海域

空间利用 的统筹与协调 ， 以缓解海岸带

在未来城市发展中 面临 的压力和生态风

险 。

２ ．２ 研究范围

关于海岸带 的范 围 ，
不同研究视

角 、 甚至不同地区管理各有差异 ， 如美

国参与海岸带管理计划 的州有权进一步

定义本州的海岸带范 围 。 根据福建省公

布的海岸线为基准 ，
结合厦门市陆海矛

盾 区段发展保护需求 ， 本文研究的厦门

海岸带空间 ， 向陆
一侧以未来城市发展

关键区段 的主要道路为界 （ ２００
－

３００ｍ

不等 ）
，
向海一侧为 ３９０ｋｍ

２ 的整个厦门

海域范围 （图 １ ） 。

３海岸带空间利用现状问题识别

３ ． １ 海岸带陆域活动与海洋规律缺乏衔接

海岸带空间利用与管理涉及到不同

的主体
， 陆域开发活动主要 由规划部门

规划建设 ，
重点关注土地的便捷高效利

用和城市景观的观赏性
，
对于海洋规律

关注较少。 陆海之间设施建设往往缺乏

有效的衔接而导致各种矛盾 ， 如在厦门

１４个主要陆源排污 口 中 ，

１０个设置在水

动力较弱的西海域与同安湾海域 ，
污水

图 １ 厦门海岸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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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源 ： 作者 自绘 ．

的排放与水动力规律的相互影响导致海

洋环境愈加恶化 。 此外 ，
历史上为 了解

决城市交通问题 ， 厦门先后建了 ７座海

±是 ，
相对封闭式的海堤建设削弱了 内湾

与外海 的联系 ， 大大减少了海水的纳潮

量 。 以赏笞海堤为例 ， 由 于西堤的建设

和大量的围海造 田使得约 １ ２ｋｍ
２

的赏筌

湾最终只剩下约 １ ．４ １ｃｍ
２

的狭长湖面 ， 陆

域规划与利用忽视了海洋水动力交换等

自 然规律 ， 使得赏笞湖基本丧失了原本

的环境 自净能力 ， 终年需高额的经济治

理成本进行人工净化。

３ ． ２ 海岸带空间利用模式粗放

在现有土地指标制度对城市建设用

地的控制约束和存量用地更新困境的背

景下
，
填海造地 、 占 用海岸带空间成为

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便捷方式 。 从

１９ ５６ 年至今 ，
厦门通过围 填海增加 了

１４９．６８ ｋｍ
２

的建设用地 ， 占陆域面积的

８ ．８％。 在低经济成本和增加填海空间的

利益驱动下 ， 填海方式一般采取简单粗

放的滩涂围垦或者近海推平围填 ，
海岸

线 曲率从 １９５ ０年代 的 ７％减少为 目前不

足 ５％
， 自然曲折的岸线形态趋于平滑 。

一

方面导致了海洋纳潮量的减少 ， 污染

物扩散净化能力减弱 ；
另一方面改变了

流场流态或沉积环境 ， 生物栖息环境减

少 。 如西海域 ，
围填海后海域面积从

１０ ８ｋｍ
２

减少 到 ４３ ｋｍ
２

， 围 填海 方式粗

放 ， 海水水质持续恶化 （图 ２ 、 图 ３ ） 。

此外 ，
目前厦门海岸带利用较少考

虑陆海空间兼容性
，
陆域土地使用忽视

海域空间功能 ， 如翔安南部通过围填海

工程规划建设了大面积的工业用地 ，
而

与大嶝岛北部之间湾道预留不足 ， 过往

船只的交通受阻 。

３ ． ３ 海岸带生态资源空间受侵占

海岸带生态资源是沿海城市发展的

重要保障 ，
为 城市发展提供 了深水岸

线 、 近海养殖等经济要素 ；
也是沿海区

域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
有效缓解海水

人侵 、 海浪冲击等 自然灾害 ， 同时为城

市旅游提供了近海景观与丰富的海洋生

物 。 然而
，
在过去厦门城市发展建设过

程 中 ，
由于缺乏陆海空间 的统筹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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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同安滨海历史围填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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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图 ３ 东渡港 区历史围填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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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图 ４２００ ９－２０１ ６ 年厦 门市滩涂分布格局对

比图
Ｆ ｉ

ｇ
． ４Ｃｏｍｐ ａｒｉｓｏｎ ｏ ｆ ｔｈ ｅ ｄ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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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给生态资源空间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

以滩涂资源为例 ， 近 １ ５年来 ， 由 于近海

各类 占滩建设 ，
厦门滩涂总量从 ８７ １ ０ ｈｍ

２

减少到 ５ ２０６ｈｍ
２

， 仅东坑湾 、 翔安九溪

河口 尚余一定的 自 然滩涂岸线 ，
且大多

被围圈养殖 （图 ４ ） 。 而滩涂作为海岸带

表 １ 测评要素及权重赋值汇总表
Ｔａｂ ． ｌ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

ｆ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ｏｎｅ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ｓａｎｄｗｅ ｉ

ｇ
ｈ
ｔ ａｓ ｓ

ｉ

ｇｎｍｅｎ ｔｓ

测评系统 二级测评要素 具体测评因子及其权重 赋值依据

海洋生态
资源

海洋珍稀

物种资源

中华白海豚 文昌鱼 白鹭
珍惜程度

２ １ １

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以上
离岸距离 （ ｍ

）

２ １ ０

湿地

保护资源

河 口 红树林 沙滩

单位面积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高低

１４ ３ ２

原始 自然岸线 山海通廊 岩石岸线

５ １ ４ １

海洋生态

空间

围填海

管控区域

禁止 控制 协调
围填海管控程度

５ ３
１

海洋生态
环境

水域污染

管控区域

优先控制 （中度污染以上）

—般控制 （轻度污染及 以下 ）

水域污染程度
２ ０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

生物资源生活的主要场所 ， 这无疑严重

影响了生物多样性 。

４海岸带生态敏感度测评

海岸带生态敏感度高低是空间规划

管制的基础依据 ，
通过对厦门全域岸段

生态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 ，
识别 出不同

岸段涉及到的生态要素 ，
为下

一步海岸

带空间规划管制构建合理的关系链 。

４ ． １ 测评要素

根据厦门海岸带现状资源条件和保

护要求 ， 结合空 间管制陆海统筹的 目

的
，
选取了海洋生态系 统的生态空间 、

生态资源 、
生态环境三个方面作为测评

要素 ， 包括珍稀物种资源 、 湿地保护资

源 、 围填海管控 、 水域污染管控 ４个方

面的二级测评要素 ，
１ ４个具体测评因子

（表
１ ） 。

４ ．２ 要素评价分析

根据各个因子 的空间特征以及对海

岸带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
结合海洋物

种的珍惜程度 、 保护区离岸距离 、 各类

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高低 、 围

填海管控程度 、 水域污染程度等因素对

各个因子进行权重 的赋予 ， 采用综合叠

加评价分析的方法 ， 得到每个岸段的敏

感值 。 在此基础上 ， 将不同敏感值区间

划分为低 、 中 、 较髙 、 高 ４ 个敏感度 ，

得出 了厦门市海岸带 ５６个岸段及其敏感

级别 （ 图 ５ ） 。

５弹性与 刚性 结合的海岸带规

划管制

海岸带空间规划管制是保护海岸带

生态资源和引导陆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有

效手段和政策工具 。 通过厦门海岸带生

态敏感度测评 ， 结合海岸带空间利用现

存问题 ， 对高敏感度岸段采取强制性管

控来保护海岸带生态敏感资源 ，
而低敏

感岸段则采用弹性指标控制 ， 来引导城

市发展合理有序地利用海岸带空间 ，
以

构建陆海统筹的厦门海岸带空间利用模

式 。 大体来说 ，
主要从以下 ４个方面探

讨 。

５ ． １ 管控陆域空间的关键要素

５ ． １ ． １土地利用兼容性管制

为促进城市规划建设与海岸带空 间

的有效衔接 ， 应将岸段生态敏感度纳人

规划考虑范畴 ， 从而加强陆海利用的合

理性 。 根据城市规划八大用地性质特点

与厦 门海岸带敏感级别对比分析 ，
可划

分为可兼容用地 、 不可兼容用地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 以兼容三种管制类型 。 居

住 、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商业服务设施

用地人流量大 、 产生较多的生活污染 、

人为活动干扰相对多 ， 为兼容性一般用

地类型 ；
工业 、 仓储用地 由于可能产生

的工业污染多 、 人为活动复杂 ， 为兼容

性最弱用地 ；
道路与公共设施用地由 于

等级类别不
一样影响程度差距比较大 。

如近海风电场对生物活动影响比较大 ，

７７



林小如 王丽芸 文超祥 陆海统筹导向下的 海岸带空 间 管制探讨
——以厦门 市海岸 带规划 为例

图 ７ 生命防 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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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源 ： 参考 文献 ５ ．

城市次干道与支路作为次枝连接主要道

路和海岸线 。

（ ２ ） 防灾设施

海岸带是 自 然灾害多发区 ， 城市防

灾设施是沿海地区的安全防线 。 在设施

建设中 ， 采用适应海岸带特点的防灾工

程
，
以滨海防护海堤为例 ， 传统的海堤

往往由单一的护堤组成 ， 常年禁受海浪

的冲刷 ， 安全系数要求较高 。 结合海洋

运动特点 ，
对海岸带防灾设施的合理引

导设置
，

一

方面可 以增强设施的应对能

力 ，

一

方面最大程度保护海岸带生态资

源
，
达到互利的效果 （ 图 ６ ） 。 如美国纽

约斯塔藤岛飓风灾后重建的
“

生命防波

堤
”

（翟俊 ，
２０ １ ６ ）

，
通过一些列低堰的

防波堤减少海浪的冲击
，
并且提供了生

物多样性的生境 （图 ７ ） 。

５ ． １ ． ３ 海岸建设后退 足巨离

海岸线建设后退Ｅ巨离指毗连海岸 的

陆地建筑物至海岸线 的距离 。 其主要作

用是 ： ①保证海岸带开发建设免受海岸

侵蚀等 自然灾害 ； ②减少人类活动对海

岸带生态系统的干扰 。 对于海岸线具体

建设后退距离
， 各个国家和地区标准有

所差异 。 综合来看 ， 多以海岸线蚀退速

率与一定年 限的 乘积来确定 （王东宇
，

等 ，
２ ００５ ） 。 笔者在参考国 内外划定标准

的基础上
，
结合厦门的岩石 、

砂质 、 浓

泥质 、 三角洲 ／河 口 ４种不同海岸 的 自然

侵蚀速率 （图 ８ ）
， 并根据不同岸段的敏

感级别进行建设后退距离的建议 ， 具体

如表 ３ 。

岩石海岸 ： 岩石海岸是以岩石为主

体的海岸 ，
海水水动力强的海域往往易

形成岩石岸段 。 厦门 的岩石海岸主要分

布在海沧码头 、 东渡码头 、 高崎机场 、

杏林片区 ， 平均侵蚀速率为 ６ｍｍ／ａ 。

图 ５ 厦门市海岸带敏感级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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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护 岸

海域
防波堤 陆 地

图 ６ 防波堤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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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

表 ２ 规划用地与岸段生态敏感度兼容性建议表
Ｔ ａｂ ．２Ｓｕ

ｇｇ
ｅ
ｓ
ｔｉｏｎ 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

ａｔｉｂｉ ｌｉ ｔ

ｙｏ
ｆ ｌａｎｄ ｕｓ ｅｓ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ｏ ｆｅｃｏ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 ｉ ｔ

ｙ 
ｏ ｎｔｈｅ ｓｈｏ ｒｅ

用地性质／岸

段敏感度

居住

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工业

用地

物流仓储

用地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
公用设

施用地

绿地与广

场用地

低

中 ■ ■ ■ ★ ★ ■ ■ ■

较高 ★ ★ ★ ▲ ▲ ★ ★ ■

高 ▲ ★ ▲ ▲ ▲ ★ ★ ★

注 ： ■可以兼容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兼容

而维修监测等设施影响相对较小 ；
绿地

与广场用地可利用海岸带景观资源提供

公众休闲场所为兼容性最强用地 ， 具体

兼容性如表 ２。

５ ． １ ．２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考虑到海岸 带陆海交界的特殊性 ，

近海基础设施建设应具有
“

海岸带适用

性
”

，
以较为常见的道路交通建设和防灾

设施为例 。

（ １ ） 道路交通建设

由于现代旅游业的兴起 ， 临海地区

借助海岸带景观打造各类滨海大道 ， 为

了有更好的沿海景观吸引游客 ，
道路规

划建设往往沿近岸布线 。 这种做法忽视

了不同岸段的生态敏感性 ， 从而导致近

海生态资源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影

响 。 均衡考虑景观道路交通需求与保护

▲ 不可兼容

海洋生物多样性 ， 应从城市不同道路等

级进行规划管制 。

中级以下敏感岸段 ： 海岸线建设后

退范围内禁止新建城市道路和大型交通

设施 。

较高级敏感岸段 ： 海岸带 ３ ００ｍ 内不

得新建道路 ，
道路布局以枝状为主 。 新

建与海岸线平行的高速公路与城市主干

道原则上距海岸线不小于 ２ｋｍ
， 新建道

路断面 、 形式结合岸线形态特点布置 ，

在环境敏感性最低的地区布置城市次干

道和支路 ， 禁止穿越红树林 、 生物栖息

地等海洋资源环境 。

高级敏感岸段 ： 海岸带 ５ ００ｍ 内不得

新建道路 ， 道路布局 以枝状为主 。 新建

与海岸线平行 的高速公路 、 城市主干道

作为主枝原则上距海岸 线不小于 ２ｋｍ
，

低

中

较

高

度

度

度

度

感

感

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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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水道分割
、
多块式填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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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来源 ： 作者 自 绘 ．

表 ３ 不同岸线建设后退距离 划定汇总表

Ｔａｂ ． ３Ｓｕｍｍａ ｒ
ｙ 

ｏ ｆ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ｓ ｅ ｔｂ ａｃｋｓｏｆ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ｃｏａｓ
ｔ ｌ ｉ

ｎ ｅｓ

岸线敏 海岸线建设后退距离

感级别 岩石岸线 （影响较小 ） 淤泥质／砂质岸线 三角洲／河口岸线

低 海岸侵蚀速率的４０倍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４０倍 （
８０ｍ

）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５ ０倍 （
１００ｍ

）

中 海岸侵蚀速率的６０倍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６０倍
（

１ ２０ｍ
）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７ ０倍 （
１４０ｍ ）

较高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６０
－

８０倍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６０
－

８０倍
（

１６ ０ｍ
）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７０－９０倍 （ １ ８０ｍ ）

高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８０－
１
００倍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８０

－

１ ００倍
（
２００ｍ

）
海岸侵蚀速率的 ９０

－

丨 丨 ０倍 （ ２ ２０ｍ ）

注 ： 淤泥质 ／砂质海岸实 际计算取平均值２ｍ／ａ
； 侵蚀速率倍数取上限倍数 ．

资料来源 ： 作 者 自 绘 ．

图 ８ 厦 门海岸线分类 图
Ｆ 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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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

沙质海岸 ： 陆地风化或河流输入的

沙砾堆积在海边形成了沙质海岸 ，
主要

由 砾石 、 沙组成 ， 海水水动力 中等 的海

域易形成沙质海岸 。 厦门的沙质海岸主

要分布在ｆｆｉ门岛五通码头一沙坡尾沿

线 ， 海岸平均侵蚀速率为 ｌ

－

３ｍ／ａ。

淤泥质海岸 ： 淤泥质海岸是由淤泥

或杂以粉沙的淤泥组成 ， 大多数淤土质

肥沃
，
是滩涂养殖 、 海洋生物资源栖息

的 良好场所 ， 海水水动力较差的地方易

形成游泥质岸段 。 厦门 的淤泥质海岸主

要分布在大嶝岛 、 刘五店 、 东坑湾 、 集

美 、 马銮湾 、 海沧嵩屿片 区 ， 平均速率

为
１ 

—

３ｍ／ａ。

三角洲／

？

河 口 海岸 ： 在平原河口 区 ，

有大的河流人海 ， 物质来源充足 ， 大量

泥沙沉积物堆积 ， 是重要的生态敏感区

域
， 后退距离应考虑更严格的管控 。 度

门 的三角洲海岸主要分布在岛外九条溪

流 。

５ ．２ 优化海域空 间的利用方式

５ ．２ ． １ 围填海方式

围填海工程规划管制包括 面积大

小 、 填海位置 、 形状轮廓三个方面 。 目

前围填海位置 、 面积大小都有较为严格

评估 ， 但是对生态环境有着重大影响的

平面设计却未得到重视 。 参考 日 本 、 美

国等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 ， 围填海平面

应遵循
“

设计结合 自然
”

的方式 ， 在满

足城市空间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
减少海

洋环境的影响 ， 为厦门正在围填海的区

域提供参考 。 对于不 同敏感度的岸线主

要采取的管制措施如下 ：

低级敏感岸段 ： 优化围填海工程的

平面设计方式 ， 增加岸线资源 ， 营造丰

富的亲水环境空间增加海岸景观资源 ，

避免截弯取直大面积连片 的填海方式 ，

减少围填海工程对海洋水动力环境的影

响 。

中级敏感岸段 ： 填海方式以人工岛

为主
，
遵循原岸线走向 、

“

设计结合 自 然

岸线
”

的方式 。 建议采用水道分割 、 多

块式的方式 ， 培育海洋生物柄息地环境

（图 ９ ） 。 禁止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 ， 禁止

沙滩岸线的围填海域及 占滩建设 。

较高级以上敏感岸段 ： 禁止围填海

工程 ， 避免破坏海洋生态资源 。

５ ．３ 保证海洋环境的陆源污染控制

５ ．３ ． １ 人海排污口 的设置

人海排污口 排放的污染物是影响１

门海域水质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年

来 ， 由 于人 口规模剧增
，
经济飞速跃

进 ， 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

失控 ， 通过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对海洋

环境的影响愈加重要 。 低环境冲击排污

口设置有以下三个关键点 ： ①排污 口环

境 ： 水动力 条件较强的海域 ， 能快速稀

释污染物 ；
②排污 口位置 ： 出水 口位置

应在低潮线以下 ， 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

响 ；
③远期发展 ： 深海排放 ， 避免对厦

门湾的环境影响 ， 工程成本较高 。

针对不同敏感岸段 ， 结合厦门海域

环境现状 ， 采取的管制措施如下 ：

低敏感岸段 ： 新排污 口设置在海水

交换 良好处 ， 如大嶝海域的岸线 、 出水

管口 设置在低潮线下 ； 有条件情况下建

议离岸深海排放。

中敏感岸段 ： 建议排污 口设置在海

水交换 良好处 ， 如 东部海域 ， 同安湾海

域 。 出水管口应该设置在低潮线下 ； 有

条件情况下建议离岸深海排放 。

较高敏感岸段 ： 禁止新建排污 口 ，

如五缘大桥－

浦 口 ， 嵩屿码头
－海沧信息

公园岸段。

高敏感岸段 ： 禁止人海排污 口的设

置 ， 如西海域的海沧东部岸线 、 东坑

湾 、 下潭尾片区岸线 。 污染严重的排污

口应进行搬迁或 者提高排放的污水 水

质
，
如埭辽排污 口 。

５ ．４ 保育海洋资源的生态岸线

５ ．４ ． １ 海洋珍稀物种

２００４年 ，
国务院审定了厦 门市珍稀

物种 自然保护区
，
包括中华 白海豚 、 白

鹭 、 文 昌鱼 。 为保育珍惜物 种的生态岸

线 ， 近期 以 管控 自 然保护 区岸线为主

（ 图 １ ０ ） ， 远期逐步进行珍稀物种生境恢

复 ， 其具体生存环境要求如下 ：

（ １ ） 中华 白海豚 ： 人类海上活动 、

７９



林小如 王丽芸 文超祥 陆海统筹导向下的海岸带 空间 管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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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０ 适 宜培养海洋资源的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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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水下工程爆破 、 噪声污染 、 陆源污染排

放对中华 白海豚活动有较大影响 ，
应针

对性采取措施 ， 保证珍稀物种生境安全 。

（ ２） 文 昌鱼 ： 文昌鱼生存对海洋沙

质要求甚高 ， 禁止任何的 占滩建设 ， 附

近海域空 间上的采砂行为应维持良好的

沙质环境 ， 避免围填海工程造成水动力

条件减弱 ， 造成其生存海域淤泥沉积 。

（３ ） 白鹭 ： 白鹭生活条件对灯光 、

噪声比较敏感 ， 禁止 自然保护区岸线附

近的海沧码头进
一

步扩张 ， 同时优化码

头运作环境 ， 降低灯光 、 噪声对白鹭 的

影响 ，
远期应集 约用地 ， 减少码头岸

线 。 同 时培育 白 鹭觅食地 ， 禁止大屿

岛 、 鸡屿岛进行围填海活动 。

５ ．４ ．２ 生物群落

生物群落是维持海岸带生态系统的

关键部分 ， 是海岸带空间合理利用的重

要考量因素 ，
应根据生物生活习性对岸

线利用进行预留和优化 。 以红树林生物

群落为例 ，
红树林适宜生长岸线环境为

不低于 １ ０丈的水温 ， 以及盐度较低的水

域 （

一般为 ０ ．３％ ）
，
多生长在各河 口处

的湾顶处 。 在厦门现状红树林分布岸线

的基础上 ，
规划应预 留海沧湾公园海

域 、 东坑湾湾顶片 区等红树林适宜岸

线 ， 为远期培育红树林生物群落备用岸

线 。 此外 ， 在恢复造林过程中 ，
结合海

域整治 ， 创建适宜红树林生长的生态环

境 ，
亦可提高宜林地的潮滩高程 。

５ ．４． ３ 海岸带重要界面

十大山海通廊与河口是厦门市构建
“

山海城相融
”

格局的重要界面 。 对于山

海通廊界面 ，
避免建设压迫 ， 禁止界面

岸线开发建设 ， 现状建筑应逐步拆除 ；

对于九条溪流河 口界面
，
在城市开发建

表 ４ 弹性与刚性管控建议
Ｔ ａｂ ． ４Ｒ ｅｃｏ ｒｒｕｎｄｎ ａｒｉｏｎｓｏｎｅ ｌ ａｓ

ｔ
ｉ ｃ ａｎｄｒｉ

ｇ
ｉ ｄ ｃｏｎ

ｔ
ｒｏｌ

岸段敏 陆域空间 海域空间 海洋环境

感度 土地利用兼容 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后退距离 围填海工程 排污 口设置

低 ■ ■ ▲ ■ ■

中 ■ ■ ▲ ■ ■

较高 ▲ ▲ ▲ ▲ ▲

高 ▲ ▲ ▲ ▲ ▲

岸线
海洋资源保护

海洋珍稀物种 生物群落 重要界面

保育岸线 ■ ■ ▲

注 ： ▲ 建议强制性 内容■建议引 导性 内容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设 中 ， 缓坡式护岸河 口岸线建设后退

５０ｍ ， 垂直式护岸建设后退 １００ｍ。 未进

行 护坡建设的河 口 ， 应采用缓坡式护

坡 ， 加强河 口界面的景观丰富性 、 生态

多样性建设 ， 禁止采用垂直形式压迫河

口界面 。

考虑到近期城市空间发展需求与重

要海洋生态资源保护的迫切性 ， 建议基

于不 同敏感度对不 同管控要素进行引

导
， 弹性与刚性结合 ，

提高管控的可实

施性
，
具体管控要求如表 ４。

６结语

一直以来 ， 城市涉海的规划建设由

于缺乏正确的海洋规律认识及有效的管

制 引 导 ，
导致海岸带资源空间 受到侵

占 、 空 间利用粗放等诸多问题 ， 陆海空

间的协调利用 问题亟待解决 。 近年来
，

城市规划发展进人了改革转型新时期 ，

厦门作为新一轮总体规划改革的试点城

市之
一

， 海岸带空间是其陆海交界的重

要生态敏感地区 ，
也是凸显沿海城市规

划发展特色的关键要素 ， 因而是
一个较

好的改革契合点 。 据此 ， 本文基于陆海

统筹的 目标导向下
，

对海岸带陆海空 间

进行管制探讨 ， 为厦门海岸带空间的合

理利用有
一

定指导意义 ，
也为其他沿海

城市在总体规划编制 时处理陆海空间关

系提供经验借鉴 ，
起到新时期试点城市

的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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