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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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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 人类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资源。然而由于人类无节制地

开发海岸、海洋资源和无管制的经济行为, 海岸和海洋的生态功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

构建海洋生态文明,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最终保证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将

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文章从海洋生态文明的视角回顾分析了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十多年的成效, 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了改善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促进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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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ion on X iamen I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arine Ecological C 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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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ean is an mi portant space for hum an ex istence and developmen .t Human developm en twill be increasingly de2
penden t onmarine resources. H owever, the ecosystem functions of both the coasts and the oceans are serious ly th reaten du ring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due to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coastal and ocean resources and un regu lated hum an econom ic activities. It is
very mi portan t for hum an to constructmarine ecological civ ilization to ensure the harmony between marine ecology and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arine ecological civ ilization, achievements of coastalm anagement in Xiamen during the past years are re2

v iewed, and then suggestions on prom 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resu lt of mi proving integrated
coastalmanagement in Xiamen are d 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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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工业文明以来,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

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

力,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这其实是大自

然对人类管理系统中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失败所做出

的反应
[ 1]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

展中大国, 积极应对改善环境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纲。这

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 也是中华民族面

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做出的庄严承诺,

用来敦促每个公民以可持续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共同

管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1 生态文明

1. 1 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

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

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

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

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其内涵具体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二

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三是满足自身

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
[ 2]
。

1. 2 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

海洋生态文明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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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

精神成果的总和;二是人与海洋、人与人、人与社会

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文化伦理形态。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力改善

环境,而应该是以海洋经济开发的繁荣来维护海洋

环境的生态平衡, 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

海洋经济开发的更大发展, 两者相互独立又相互支

撑,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荣的海洋生态文明局面
[ 3]
。

1. 3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必要性

海洋是地球上位能最低的储圈, 人类的活动最

终都将影响海洋,所有污染物最终都将影响到海洋。

有限且脆弱的海洋资源正应付着人类没有节制的利

用。根据中国这几年的环境质量公报, 由于海滩围

垦破坏生物资源,主要海湾、河口及濒海湿地生态系

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主要表现在水体富营

养化及营养盐失衡、河口产卵场退化、生境丧失或改

变、生物群落结构异常等
[ 3]
。

不断地从海洋索取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海洋抛弃

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累积效应将毁掉海洋生态系统继

续为人类经济服务的能力, 因此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有着重大意义。海洋生态文明作为原生态文明的起

源,是建立自然生态系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只有建设好了海洋生态文明才能以海洋经济开发的

繁荣来维护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 以海洋生态环境

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开发的更大发展, 最终实

现和谐共荣的海洋生态文明局面。

2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与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

2. 1 厦门市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 )

2. 1. 1 实施简介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 )始于 1994年, 当时

海洋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厦门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于是在国家海洋局的支持下, 1994年

- 1998年, 由全球环境基金 (GEF)、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 ( IMO)资助, 厦门市

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厦

门示范计划, 进行了厦门第一轮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 )的实践和探索, 有效地保护了厦门海域的海

洋生态环境, 促进了海湾型生态城市建设和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 4]
。 2001年 7月厦门市政府与国

际海事组织签定了 /中国厦门第二轮海岸带综合管

理项目协议备忘录 0, 标志着厦门第二轮海岸带综

合管理示范项目的开始。该项目于 2005年结束, 厦

门政府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开始了第三轮海岸带管理

项目的商谈。

2. 1. 2 实施绩效

海岸带综合管理是保证厦门市海洋经济持续、

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 5]
, 十几年的

实践表明 ICM示范项目不仅在厦门得到了有效的

实施,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厦门特色的海岸带

综合管理模式正逐步得到完善。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ICM在厦门实施取得的主要成效 [ 6]

机制构建 法制完善 科技支持 执法规范 教育普及 环保加强

/厦门市海洋管理
协调领导小组 0及
其代表机构 /厦门
市人民政府海洋

管理办公室 0 充
分行使 5厦门市海
域使用管理规定 6
赋予的职责; 明确
涉海管理部门的

职能分工各注重
各部门的协调, 推
行海域使用权证

和有偿使用制度

市人大、市政府先后制定出

台 5厦门市海域使用管理规
定 6、5厦门市海域环境保护
规定 6、5厦门市浅海滩涂水
产养殖管理规定 6、5厦门市
白鹭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6、
5厦门市中华白海豚管理规
定 6、5厦门市文昌鱼自然保
护区管理办法 6、5厦门市员
当湖管理办法 6、5厦门市港
口管理条例 6、5厦门市无居
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办

法 6等涉海法规规章,初步形
成了海洋管理的法律框架

a)建立为海岸带综合
管理服务的持续性科

学研究机制, 如建立和
支持海洋专家组的运

作,开展探讨和攻关;
开发应用 3S技术进行
海域使用现状调查和

海洋环境监测促进厦
门市的海域使用管理;
b )建立针对海域开发
的科学审议论证制度;
c)建立起服务于海岸
带综合管理的培训机
制

a)成立厦门市海
上综合执法协调

小组, 制定 5厦门
市海上综合执法

制度 6,进行不定
期的综合执法行

动;
b)建立海上综合
执法队伍组织、协

调、指导、监督海
域资源开发和环

境保护治理,强化
对海岸工程、陆上
污染源等的监控

利用电视、报纸、

电台等媒体宣传

海洋管理工作,
通过宣传教育,
公众参与海洋环
保与管理的意识

得到不断提高和

增强; 市民通过
积极有效的方式

对厦门海洋环境
管理献计献策的

同时广泛监督政

府的行为

a)加强海洋环境排污
和海洋工程的监测,
积极开展厦门市海洋
污染基线调查, 建立
海洋污染源数据库与
信息管理系统;
b )加强海洋资源的环
境保护与治理, 2002年
开始西海域禁止水产

养殖综合整治行动;
c)加强海域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工作特别

是对中华白海豚等珍
稀物种的保护

2. 2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 ( ICM )与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系

厦门早在十多年前就明确了近期乃至更长的一

段时间,海洋生态环境工作要以生态安全为根本核

心宗旨,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基本扭转了海域开发

利用的盲目性, 改变了以往海域使用的无度、无序、

无偿的局面,形成了较为良好的海洋开发和管理秩

序;通过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逐步调整海域使用布

局、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在协调海域开发利用与环境

保护关系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西海域水产

养殖从限制到全部退出, 使西海域的海洋环境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还制定了无居民海岛的保护

与管理规定,加强了无居民海岛的管理。

回顾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十多年的历程,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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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海域环境管理区域项目组织主任拉斐尔 #洛提

拉教授所说:在成功主动追求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

的这么多年中, 厦门已经建立了海洋生态文明的基

石。 ICM对于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贡献显而易

见。它其实已经内在地诠释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基本理念和内容:遵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

客观规律,以制定政策和管理战略的方式,持续的动

态的控制人类活动对海岸带环境影响,解决海岸带

资源利用冲突, 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

洋经济开发的更大发展。

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不仅包含了对海洋环境

综合整治、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以及制定海洋

污染预防和管理战略计划, 而且还包括对生态观念、

生态环境规律、海岸带综合管理理念的科学认识和

对各种海洋产业协调有序地发展的促进,加快发展

循环经济,根本解决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保证科学

合理地开发和可持续地利用厦门海岸带的各种资

源,使各海域功能区的功能得到正常发挥。同时促

进了地方性海洋管理立法和海洋综合执法队伍建设

以及海岸带管理科学支撑体系的建立和促进公众参

与制度的建立, 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标志和本

质体现。

在西海域综合整治中, 通过对水产养殖整治, 调

整了用海结构,确保了港口航运主导功能的发挥, 改

善了海洋环境和生态景观;马銮湾海堤开口改造工

程和马銮湾清淤护岸工程实施后将增加西海域纳潮

量 3 400万立方米,明显改善西海域水动力条件, 减

少港口航道淤积,改善马銮湾内外水质;禁止水产养

殖后,政府以多种方式补偿水产养殖户及周边以讨

海为生的人,加快西海域周边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步

伐,为转移、消化西海域禁养后富余劳动力就业创造

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让养殖户能够在西

海域水产养殖综合整治中结合产业调整,走上致富

之路
[ 7]
。对西海域进行综合整治与开发利用是确保

厦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和选择, 对充

分发挥西海域港口航运的主导功能, 促进滨海旅游

业和临海工业的发展,保护海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合分析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历程, 不难发

现厦门已经具备持续发展海洋生态文明的基本条

件。在政府方面,厦门成立了高层的海洋管理协调

小组和海洋管理办公室, 对厦门海域实施了综合管

理;在科研方面,成立了海洋专家组, 以科学研究为

手段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在法律方面, 基本形

成了管理海洋的法规制度, 制定和实施了海域功能

区划,为海洋利用提供了规范性文件。但是就目前

的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来说, 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模

式来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

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明确海岸带综合管理范围, 加强与周边地

区的协调

由于厦门市的海岸带应当包括厦门市所辖海域

和毗连的相关陆域、岛屿,因此厦门市的海岸带的综

合管理往往超出行政区域范围。以往厦门海岸带综

合管理的实践主要侧重于海岸线及其向海一侧, 海

岸带相关陆域部分和内陆河流的管理如何纳入综合

管理的范围尚需在法律制定和体制构建上进一步探

索和实践,比如在海岸带的综合管理协调机制中必

须建立起与周边地区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主动参

与九龙江流域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加强厦金海

域的保护和管理等。

( 2)健全和完善海岸带综合管理和协调的组织

机构

厦门市政府海洋管理办公室从一个代表政府统

一协调管理海域使用的实体变成了挂靠于厦门市海

洋与渔业局的编外机构, 其职能和协调能力是否有

所变化这需要实践加以定论。由于协调机制是海岸

带综合管理的重要核心机制之一,因此,有必要通过

立法方式明确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海岸带综合管

理和协调职能, 并在更高层面上设立市长一级的海

岸带管理协调委员会, 同时建立由专家组成的海岸

带综合管理咨询机构、实行海陆一体化管理。加强

海洋主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对海洋环境

和生态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价。

( 3)努力推进海岸带管理法制建设, 建立海岸

带执法的协调机制

从法律制度上看中国尚缺乏海洋基本法和综合

管理法, 而地方更是没有类似的法律法规, 现有的法

规不足以满足海洋开发强度日益增大的需求。所以

应当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6、5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6以及国家和地方的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厦门市实际的海岸带管理

办法,形成较完整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特别

是要完善有关公众参与的制度, 明确公众参与的具

体权利、行使方式及公众参与的效力等,引导和保障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确保厦门市的各种涉及到

海岸带开发利用的规划的一致性和科学性。

( 4)建立可持续的资金和科技支持

至今为止,厦门 ICM资金主要来源于市财政拨

款,并以行政方式运作,存在资金渠道单一、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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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多方

筹资,建立一种能自我持续发展集中高效使用资金

的财政机制。同时构筑可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加强

科学技术研发, 建设立体监测系统、数据信息系统、

环境和灾害预警系统等科技手段, 搭建资源共享机

制和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管理计划和措施为

厦门市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发展提供服务。

3 结论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从厦门

的实践与经验来看, 它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系统的

社会经济与文化工程,随着城市和周边区域经济的

快速发展,向海要地带来的积累性效应将逐步显现,

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厦门海岸

带综合管理需要利用文化系统创新、制度系统创新

和科技系统创新为动力
[ 8]
,改善和完善运作机制,进

一步提高海洋经济意识, 坚持走海洋环境与海洋经

济和谐发展的道路,才能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推进和

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为海洋资源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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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静态的说明会、研讨会和观摩会于动

态视觉相结合的宣传策略共同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在

政府机构、学校、医院、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

司等相关能耗较大领域的认知度。

3. 2. 2 制定相关政策和节能标准推动合同能源管

理的发展

纵观美国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发展始终离不开

政策的大力支持,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期待政

府的具有强制和稳定性的政策, 辅助以不同行业的

市场化指标,制定相应的节能标准。在制定节能标

准和节能量的验证核算时可考虑由企业和行业协会

来共同参与,同时包括银行人员和相关的政府部门

人员,力求制定出的标准有最广泛的接受程度,参考

国际通用的 IPMV的方法, 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修正,减少节能服务产业不必要的纠纷,建立易于

普遍推广的能耗信息统计、监测和管理系统。采取

第三方用独立,权威的能源审计机构确定节能量, 解

决合同能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同时,考虑到本国的

具体情况,政府从政策上如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

定,设定成熟的行业规范,招投标程序, 扶持本土化

的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节能减

排,控制污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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