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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CM and Its Scientific Support 

-------Studies and Practices 

 

This Ph.D paper was designed to focus on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 a key role in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CM). Two main part, 

study and practice, are included in the paper.  

 

In the study part, some theories and concepts regarding ICM and its 

scientific support, which are used to guide ICM in most coastal countries, 

ar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model of Xiamen ICM,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the initiating, the developing, the implement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s  drawn out; Some experiences from Xiamen ICM, 

especially how scientists play a key role and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 a good backstopping, are introduced. 

 

In the practice part, four integrated research project oriented to the need 

of Xiamen ICM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main contents of the introduction 

for each project include project objectives, management problem oriented, 

methodologies/procedures for researching, guideline/tools for solving the 

management problem, and etc. The four projects are:  

 

 The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amen Coastal Zone. This project is a part of  

"Xiamen Demonstration Site Project", one of the subproject of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Pollution in East Asian Seas 

Project", whose organizes are the UNDP and GEF, implemented by 

the IMO. Through the project practice, a integrated impact assessment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can be used not only for marine 

ecological impacts assessment of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evaluate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effects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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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ome ecological 

indicators suitable to cumulative marine environment impacts in 

Xiamen are identified and applied. As a resul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revealed; Main 

coast management problems which may block Xiamen coas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identified, and meanwhile, some 

realizable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ideline are given. 

 

 Waste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in Xiamen Coastal Zone. This is a 

part of "Xiamen Demonstration Site Project" too.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improve the existe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Xiamen 

coastal zone.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present 

status of waste management and the trend of waste generation in 

Xiamen,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the generation, 

collection,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legislation of both solid and 

liquid wastes are analyz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ubproject, the 

field survey and investig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the impact 

assessment of waste treatment pattern on ecology and socioeconomic 

is made. The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present problems 

and point out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data and tactics for the wast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Xiamen coast. 

 

 Maritime space resource evaluation setup and applic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using sea area on a fee basis in Xiamen. This project 

was entrusted by Xiamen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aimed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management of using sea area on a 

fee basis. From the project practice,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maritime 

space economic value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is established with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economic principle. As a result, a 

charging standard for using Xiamen sea area was given. 

 

 Contingent Valuation Survey for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n 

Xiamen. This is another subproject of GEF/UNDP/IMO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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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pollution in East Asian Seas Project. In 

the project, CV survey which can be used to place monetary values on 

non-market goods and services such as cost and benefit from ICM, 

was first time conducted in Xiamen for assessment of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effect on socioeconomy. The survey result will 

be helpful to policy-makers for understanding people's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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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的研究着重探讨科学技术如何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的支撑作用 论文

分研究篇与实践篇两部分 研究篇主要内容有二个 一是研究国际上海岸带综合

管理及其科学支撑的一些相关理论 概念 原则等等 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实践

回答了什么是海岸带综合管理 为什么需要海岸带综合管理 科学技术该如何在

海岸带综合管理中起支撑作用等问题 二是研究海岸带综合管理在厦门的实施

包括 ICM 启动的背景 形成的模式 主要特色与成效 科学家的参与及科学技

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 较为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成

功经验 尤其在科学技术为管理服务方面  

论文的实践篇包括四项为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支撑的科研项目成果总

结 主要内容包括各项科研活动开展的目的 所针对的管理问题 研究所采用或

创立的方法 步骤 根据研究结果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南等 四项研究项

目分别为  

 厦门海岸带经济发展的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该项目是

GEF/UNDP/IMO 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厦门示范计划的子项目之一 项

目的开展创立了对经济发展引起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以及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变

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模式 初步建立了厦门海域环境的累积性效应的生

态评价指标 并应用这些方法进行评价 揭示厦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

用 帮助管理决策者找准影响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 提出合理而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法  

 厦门海岸带废弃物污染的预防与管理研究 该项目也是 GEF/UNDP/IMO

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厦门示范区计划的子项目之一 项目的开展紧紧围

绕加强厦门海岸带废弃物管理体系的目的进行 首次对厦门地区废弃物的来源

种类 数量及其变化趋势 收集与处置系统 相关法律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与

总结 应用综合评价方法对废弃物管理模式进行生态与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预测

近 中期废弃物产生量与产生类型随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加而变化的趋势可能产生

的影响 从而提出改进厦门废弃物管理的策略与建议 并用于指导污染物综合管

理行动计划的制定  

 厦门海域资源的量化评估体系及其在收费标准制定上的应用 该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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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政府委托的科研课题 旨在为海域有偿管理的收费标准制订提供科学依

据 项目的开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建立了海域资源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评估方

法 并具体应用于厦门海域有偿使用收费标准的制定上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或然价值调查 该项目是 GEF/UNDP/IMO 东亚海域海

洋污染预防与管理区域项目的子项目 项目的开展首次应用或然价值调查法建立

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效应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方法 用来将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产

生的所有成本和效益转化为货币价值 以帮助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规划者更好地了

解所实施或拟实施政策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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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论文分研究篇和实践篇两部分 整篇论文试图阐述这样一个主题 世

界海岸带因其独特的地学与生态系结构 因其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开发价值 以

及因其面临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不断加重 迫切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 在海岸带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行海岸带综合管理

方法 而建立科技支撑体系是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基础  

世界海岸地区是地球上环境问题最明显的地区之一 除台风和风暴潮之类

的自然灾害外 几乎所有其它环境问题也都存在着 油轮沉没 大量石油溢出到

沿岸水域 多种化学物质积蓄在沉积物里 它们直接被沿岸水域的沉积物吸收或

由富含污染物的沉积物输送至近岸水域 此外 水的流入和大气沉降也可能是沿

岸水域受陆源污染的重要机制 盐份的侵入损害了地下水和地面水资源 居住

工业 商业 娱乐以及农业活动吞噬着世界上许多最后一些未被破坏的海岸 由

于过度捕捞 鱼产卵栖地的丧失和水体质量的下降使得渔业资源在枯竭 由于上

游水库的建造 永久工程引起的海岸线沉积物收支平衡的破坏 以及沿海沙砾开

采造成沿海沉积物的输入减少 从而使得海岸侵蚀加剧等等 等等 要减少直至

制止上述环境问题的继续出现 需要对海岸带实施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综

合管理  

生命和海岸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变化 地球上很少有现象可以被认为是

稳定的 海岸 和陆地 系统由于人类和自然的过程而不停地变化 有些自然过

程 如下沉 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尺度上起作用 而其他的一些过程则可以在短

的时间尺度内观察到 例如植被的演替 沉积过程等 人类活动对海岸系统影响

的时间跨度可以从瞬间 如溢油 到几十年 如有毒物质在沉积物中的积蓄 气

候变化的影响跨越几十年到几世纪 对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预计和正确

应付不同种类和时间跨度的变化 海岸综合管理正是为此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

管理方式  

由于生态和社会系统的规律在很长时间内都将不可能被人们完全掌握 也

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作用的结果导致这些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故决策制订的

不确定性问题是难于回避的 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一种系统工程设计与实施 它的

目的决定了其同样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包括 一般不确定性 因信息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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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系统不确定性 因理解不当而不是知识不足而产生 结构性不确定

性 是所研究的现象本身所固有的 这就要求海岸带综合管理必须与科学技术

紧密结合 要求科学家要把参与决策制定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来承担 尽管科学家

无法消除不确定性 但却能够减少不确定性 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决策错误所造

成的各种危害 当然 海岸带综合管理体系的建立并非只要科学家的参与就可以

获得成功 它需要建立政府决策 经济开发 科学研究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协调机

制 而在这个机制建立的动态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贡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体现其重要作用  用科学的知识来提高人们对海岸带管理的意识 转变观

念 提高行动的自觉性  提供科学信息 帮助管理者科学 民主地决策  提

供科学管理的手段和方法 以达到有效的综合管理  

海岸带综合管理尽管已有十几年的历史 一些沿海国家也不乏成功的经验

[注] 但由于国情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海岸带结构不同等

诸多因素 各个国家 甚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沿海区域 其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目标

实施方法和成效的可借鉴性也各不相同 厦门也不例外 因此有必要对厦门的海

岸带综合管理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 以总结经验 发掘特色 探索规律 使之真

正发挥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的示范作用 发挥在我国及国际上的示范作

用 这正是本论文研究篇的主要内容之所系  

本论文的实践篇部分汇集了本人在博士生期间主持或协助主持开展的四个

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科学支撑服务的项目工作研究成果 这些实践活动包含了

对研究篇中所叙的对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理解 也为研究篇中得出的一些关于海岸

带综合管理科学支撑的原则 作用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实践篇中各项成果所包

含的技术方法上的创新和应用 如 海岸带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旨在

确定管理问题的废弃物管理效应评价模式 为海域使用有偿管理提供收费依据的

价值评估公式 以及或然价值法在海岸带资源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等 是本论文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背景的科学工作者尝试探索科学与管

理结合之路的重要实践 本人当初在选择海岸带环境与资源管理做为博士研究方

向时 就把自己定位在当好能把相关科学知识/成果转化为决策管理行动的 接

口 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努力方向是否正确 如今 当本论文最终脱稿并付之

评审时 我觉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 海岸带综合管理需要这样的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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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世界一些沿海国家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情况 有不少文献介绍 囿于论文

篇幅及主题 论文中无法将其内容一一介绍 现仅将一些主要的相关文献列出

以便进行相关研究时参考 若有本论文加以引用的观点 方法 数据则分别列入

相关篇章的后面 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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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概念 原则与特点 

 

1.4 相关概念 

 

1.4.1 什么是海岸带综合管理 ICM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海岸带综合管理 部分章节简称为 ICM 是一个用以制定政策和管理战略

以解决海岸带资源利用冲突 控制人类活动对海岸带环境影响的一个持续的 动

态的过程 Cicin-Sain 1993 这个定义文字虽少 却有着多层含义  

首先 它强调的是对海岸带这一特定区域的管理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海

岸带独特性质 宝贵资源以及必须为后世今代而加以保全的重要性的逐步认识  

其次 强调这种管理过程的持续性与动态性 持续性是由管理的目的 即

促进海岸带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所决定的 动态性则是由管理对象自身的

动态特点决定的 海岸带的动态特点源于 a 不断变化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条件

包括社会倾向和对海岸带资源需求的变化 b 不断变化的海岸带自然系统 如

自然地貌和水文过程 自然条件的随机变化 如季节天气以及形势等 c 由于

气候变化的长期过程带来的可能不断变化的条件  

第三 强调海岸带管理综合性 即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各独立单

位工作的同步 这些单位因要服从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方向的要求 至少要失去部

分独立性 经常包括体制上的改组  

第四 海岸带综合管理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和管理战略来实现的 因而是一

种政府行为 这就要求必须加强机构和法律框架建设 强调环境规划和管理 而

最关键的是利益相关各方充分参与海岸带综合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和综合协调

机制的建立 使各独立单位在更高层组织制定的一系列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方向的

指导下 采取必要的行动使他们的工作保持同步  

关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 综合 一词包含了如下 5个方面的内容 Cicin-Sain

1998  

一是部门间的综合 不同部门间的综合既包括各沿岸与海洋部门 如油气

业 渔业 海岸旅游业 海岸动物保护 港口发展业等 之间的综合协调 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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