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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探析
＊

陈凤桂，王金坑，蒋金龙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现代生态文明的系统研究始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而展开。而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由来已久，早在５　０００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人

类生态理论体系。文章在回顾西方生态文明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海

洋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本质。文章指出，海洋生态文明是以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为核心，以

海洋资源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为前提，以提升海洋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

力为主要目标，并进一步将海洋生态文明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两点：① 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②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任务是以提高海洋生态文明意识为基础，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核心，以建设海洋生

态安全屏障和有效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为保障，以海洋科技创新为依托，全面推进人与海

洋的和谐共生、健康发展。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文章以厦门市为例介绍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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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文 明 是 人 类 历 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２１
世纪被称 为 人 类 开 发 利 用 海 洋 的 世 纪，人 类 为

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危机，进军海洋、

开发海洋 已 成 不 可 逆 转 的 潮 流，以 多 种 形 式 进

入国际海域、海 底 区 域，是 世 界 各 发 达 国 家 抢

占海洋空 间 和 资 源、开 拓 与 发 展 其 综 合 国 力 的

战略图谋。中 国 是 海 洋 大 国，海 洋 在 国 家 经 济

社会发展 与 民 众 福 利 改 善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过

去的３０年，依托海洋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沿

海地区成 为 中 国 对 外 开 放 先 行 区 和 经 济 最 发 达

地区。随着科 学 和 技 术 的 发 展，人 类 对 海 洋 的

依赖程度 越 来 越 高，海 洋 与 人 类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也日益增大。兴建海洋海岸工程、海上运输、

海洋石油勘 探 开 发、海 岛 开 发、水 上 作 业 等 用

海行为日益 频 繁，人 们 对 海 洋 资 源 无 序、无 度

的开发和利用，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直接制约着海洋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 下，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得 到 广 泛 的 认

同与接受。

１　西方生态文明理念

现代生态 文 明 的 系 统 研 究 始 于 西 方 工 业 化

国家，是 伴 随 着 工 业 化 的 进 程 而 展 开。早 在

１８６４年，美国学 者 乔 治·马 奇 就 指 责 人 类 活 动

导致了环境 恶 化［１］。１９２３年，法 国 思 想 家 施 韦

泽在 《文 明 的 哲 学：文 化 与 伦 理 学》一 书 中，

提出了 “敬 畏 生 命”的 全 新 理 念，把 伦 理 的 范

围扩大到一切生命［２］。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林

学家莱 奥 波 德 在 《大 地 伦 理 学》一 书 中 指 出 当

把人类看 做 是 大 自 然 家 庭 中 的 平 等 一 员，而 不

应该以主 人 自 居，必 须 把 人 类 对 环 境 的 态 度、

价值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去［３］。１９８６年，

著名哲学 家 国 际 环 境 伦 理 学 学 会 前 主 席 罗 尔 斯

顿的伦理 学 著 作 《哲 学 走 向 荒 野》问 世，提 出

了全球 环 境 伦 理 学，它 被 誉 为 “生 态 伦 理 学 的

划时代文献之一”，他认为人类的作用是对生态

系统进行治 理，必 须 遵 循 自 然 规 律，把 遵 循 自

然规律作 为 人 类 的 道 德 义 务 是 生 态 伦 理 学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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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４］。他们的这 些 思 想 为 人 们 理 解 人 与 自 然 的

伦理关系 提 供 了 全 新 的 视 觉，也 为 生 态 文 明 时

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生态 文 明 发 展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事 件

是１９６２年 美 国 生 物 学 家 蕾 切 尔·卡 逊 女 士 的

《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５－７］。联合国于１９７２
年召开了 “人类环境大会”，各国签署了 “人类

环境 宣 言”，开 始 了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环 境 保 护 事

业，是 生 态 文 明 发 展 的 又 一 里 程 碑［８］。同 年，

由罗马俱 乐 部 的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麦 多 斯 等 人 提 出

了一份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增

长极限理论：我 们 只 有 一 个 地 球，适 合 人 类 生

存的条件 是 非 常 有 限 的。１９８７年，联 合 国 环 境

与发 展 委 员 会 的 研 究 报 告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亦称布伦特兰报告）深刻地指出，人类需要一

条新的发 展 道 路，这 是 一 条 直 到 遥 远 的 未 来 都

能支持 全 球 人 类 走 向 进 步 的 道 路，即 “可 持 续

发展道路”。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通 过 了 《２１世 纪 议

程》和 《里 约 环 境 与 发 展 宣 言》两 个 纲 领 性 文

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

更高 度 凝 结 了 当 代 人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论 的 认

识［８－９］。真正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一

种文 明 形 式 的，是 美 国 著 名 作 家、评 论 家 罗

伊·莫里森 （Ｒｏｙ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他在１９９５年出版

的 《生态 民 主》一 书 中 提 出 了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生

态文明概念。

２　中国生态文明思想

尽管近代生态文明研究较多的是西方学者，

但是我国 的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由 来 已 久。我 们 的 祖

先早在５０００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

人类生态理论体系［１０］。“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

先民在长期 的 生 产、生 活 实 践 中，对 自 然 万 物

运动变化 的 规 律 取 得 的 认 识 成 果，是 中 国 传 统

文化中和 谐 思 想 的 精 髓。儒 家 对 天 人 关 系 的 阐

释和追求，始于 《周 易》，经 孔 子、孟 子、荀 子

和董仲舒 等 人 的 挖 掘 和 拓 展，到 了 宋 明 理 学 时

代，形成了 具 有 自 身 特 色 的 比 较 完 整 的 理 论 体

系［１１］。“天人合一”思想中很多重要概念揭示了

我国 古 代 先 民 对 自 然 规 律 的 有 限 认 识，比 如

“常”“数”“道”“理”等［１１］。

到了现 代，国 内 学 术 界 在 努 力 引 进 国 外 学

术研究成果 的 同 时，立 足 中 国 国 情，纷 纷 提 出

弘扬生态文 化、建 设 生 态 文 明 的 问 题，并 作 了

一些有价 值 的 探 索。石 山［１２］认 为，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唯一 的 出 路 就 是 要 彻 底 改 变 过 去 愚 昧 野 蛮

的盲目的 掠 夺 性 经 营 思 想 和 短 视 行 为，培 养 与

树立生态 文 明 建 设、生 态 经 济 建 设 的 新 意 识 和

新思想”。该观点表明了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是构

建生态文 明 的 前 提。方 世 南 等［１３］认 为，要 解 决

生态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是对政府的制度设计

———政府制 度 设 计 成 败 与 否，对 于 生 态 环 境 问

题予以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生态

文明建设 必 须 以 坚 强 的 制 度 作 保 障。李 文 华 提

出生态文 明 的 内 涵 包 括：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的 文 化

价值观；生 态 系 统 可 持 续 前 提 下 的 生 产 观 和 满

足自身需 要 又 不 损 害 自 然 的 消 费 观［１４］。钱 俊 生

等［１５］认为，广义 的 生 态 文 明 是 人 类 社 会 继 原 始

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

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经济、

社会、自然环 境 的 可 持 续 发 展；狭 义 的 生 态 文

明是与物 质 文 明、政 治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并 列

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

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王如松等［１０］提出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

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涉及体制文明、

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具体表现在人

与环境关系的管理体制、政策法 规、价 值 观 念、

道德规范、生产方式及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体制合

理性、决策 科 学 性、资 源 节 约 性、环 境 友 好 性、

生活俭朴性、行为自觉性、公众参与性和系统和

谐性，展现一种竞生、共生、再生、自生合一的

生态风尚。白杨等［１６］认为尽管目前国内对生态文

明的解释和阐述数量众多且各有不同，但可以达

成共识的是：生态文明的核心是 “人与自然协调

发展”，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

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

—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党和国家 对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也 给 予 了 高 度 关

注。在１９９２年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大 会 上 通 过 了

《２１世纪 议 程》后，中 国 政 府 亦 在１９９４年 审 议

通过了 《中国２１世 纪 议 程》，履 行 了 中 国 政 府

对 《２１世 纪 议 程》等 文 件 做 出 的 庄 严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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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９月，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四 届 五 中 全 会 将

可持续 发 展 战 略 纳 入 国 家 “九 五”发 展 规 划 和

２０１０年中长 期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明 确

提出了 “必 须 把 社 会 全 面 发 展 放 在 重 要 战 略 地

位，实现经 济 与 社 会 相 互 协 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 “坚 持

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 “统筹城

乡发 展、统 筹 区 域 发 展、统 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统筹人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统 筹 国 内 发 展 和 对 外

开放的要求”，其中，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指的是发展 经 济 的 同 时，充 分 考 虑 环 境、资 源

和生态承 受 能 力，保 持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发 展，

实现自然 资 源 的 永 续 利 用，实 现 社 会 的 永 续 发

展。党的十 六 届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了 “构 建 和 谐 社

会”的新命题，“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和谐 相 处”

体现了 “生 态 文 明”理 念 的 进 一 步 发 展。党 的

十七大 报 告 首 次 把 “生 态 文 明”写 进 党 的 代 表

大会整治报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

能源资源 和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产 业 结 构、增 长 方

式、消费模式”，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

民族生存 的 重 要 意 义。十 七 届 五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 划 的 建 议》，把 加 快 建 设 资 源 节 约 型、

环境友好型 社 会，提 高 生 态 文 明 水 平，作 为 重

要一章，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 十 二 个 五 年 规 划 纲 要》指 出 要 “加 快 建

设资源节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提 高 生 态 文

明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 要 意 义 和 紧 迫 性。党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明

确提出 “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放 在 突 出 地 位，融 入

经济 建 设、政 治 建 设、文 化 建 设、社 会 建 设 各

方面和全过程”，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

布局的高度来论述。

３　海洋生态文明本质与内涵

３．１　海洋生态文明研究

海洋生态 文 明 是 生 态 文 明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分，海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是 海 洋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的重要保障，也是 “人海和谐”的必然选择。

陈建华［１７］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总 体 需 要 出 发，阐

述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科学、

协调、可持续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他 认 为 海 洋 生

态文明建 设 主 要 包 括 海 洋 生 态 意 识 文 明、海 洋

生态行为文 明、海 洋 生 态 道 德 文 明、海 洋 生 态

制度文明 和 海 洋 生 态 产 业 文 明 等 主 要 方 面。孙

云潭和于晓［１８］总 结 和 分 析 了 青 岛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设的做法，并 对 未 来 一 个 时 期 城 市 发 展，特

别是实施 “环 湾 保 护，拥 湾 发 展”城 市 战 略 过

程中，如何处 理 好 海 洋 资 源 开 发 与 保 护、管 理

和利用的关 系，实 现 优 化 海 洋 资 源 利 用、保 护

海洋生态 环 境 相 统 一，不 断 推 进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设提出了 建 议 和 思 路。伍 善 庆 和 伍 锦 姑［１９］认

为海洋生 态 文 明 可 从 两 个 方 面 理 解：一 是 人 类

遵循人、海洋、社 会 和 谐 发 展 这 一 客 观 规 律 而

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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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树 彪［２０］认 为 海 洋 生 态

文明是以人 与 海 洋 和 谐 共 生、良 性 循 环、可 持

续发展为 主 题，以 海 洋 资 源 综 合 开 发 和 海 洋 经

济科学发 展 为 核 心，以 强 化 海 洋 国 土 意 识 和 建

设海洋生 态 文 化 为 先 导，以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为基础，以 海 洋 生 态 科 技 和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制 度

创新为动 力，整 体 推 进 海 岛 和 海 洋 生 产 与 生 活

方式转变的一种生态文明形态。

３．２　海洋生态文明的本质与内涵

基于以 上 分 析，笔 者 认 为，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是以人与海洋的 和 谐 共 生 为 核 心 （图１），以 海

洋资源综 合 开 发 与 可 持 续 利 用 为 前 提，以 提 升

海洋对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保 障 能 力 为

主要目标。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人、自然、

社会 的 方 方 面 面，相 互 交 错，互 为 影 响，围 绕

人与海洋 和 谐 共 生，可 以 将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两点：①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可

持续发展。体 现 在 海 洋 资 源 的 可 持 续 供 给 和 海

洋生态系 统 的 良 性 循 环。一 是 根 据 海 洋 自 然 生

态承载能 力 和 资 源 环 境 现 状，开 展 适 宜 的 用 海

活动；二是维 护 海 洋 生 态 平 衡，通 过 海 洋 环 境

整治、海洋生 态 保 护 及 修 复 等 措 施，确 保 生 态

良好、环境优化、协 调 持 续。② 人 类 社 会 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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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与海洋共生关系

持续发展。体 现 在 社 会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人

的海洋生 态 文 明 意 识 的 提 高。一 是 形 成 节 约 能

源资源和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产 业 结 构、增 长

方式和消 费 模 式，实 现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不断提升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活 品 质 和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生活方式；二 是 提 高 社 会 公 众 的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意识，强 化 公 众 对 海 洋 自 然 规 律、资 源 禀 赋、

生态价值、生 态 责 任 等 的 认 识，自 觉 地 关 爱 海

洋、保护 海 洋、善 待 海 洋，为 促 进 海 洋 事 业 又

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３．３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任务

随 着 全 球 海 洋 经 济 的 崛 起，建 设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的 意 识 也 逐 步 得 到 加 强。我 国 正 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海 洋 开 发 与 生 态 保 护 的

矛 盾 是 当 前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面 临 的 重 大

问 题，因 此，今 后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之 路 任

重 道 远。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任 务 以 提 高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为 基 础，以 构 建 现 代 海 洋 产 业

体 系 为 核 心，以 建 设 海 洋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和 有

效 控 制 入 海 污 染 物 总 量 为 保 障，以 海 洋 科 技

创 新 为 依 托，全 面 推 进 人 与 海 洋 的 和 谐 共 生、

健 康 发 展 （图２）。

图２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任务

３．３．１　提高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在生态 文 明 建 设 中，人 们 的 文 明 意 识 是 最

基本，也 是 最 根 本 的，因 此，建 设 海 洋 生 态 文

明首先要 培 育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意 识，树 立 海 洋 生

态文明理 念。深 入 开 展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活动，建设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科 普 教 育 基 地，发 挥

新闻媒介的舆论宣传作用，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鼓励社会 各 界 参 与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营 造 全

社会共同 参 与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 建 设 的 良 好

氛围，牢固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３．３．２　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推进海 洋 产 业 转 型 升 级，积 极 发 展 海 洋 生

态工业，培育和发展海洋生物医药、邮轮游艇、

海水综合利 用、海 洋 可 再 生 能 源、海 洋 工 程 装

备制造业 等 海 洋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壮 大 提 升 海

洋传统优势 产 业，积 极 推 广 生 态 养 殖 业，用 生

态文明理 念 指 导 和 促 进 滨 海 旅 游 业、海 洋 文 化

产业等服务 产 业 的 发 展，构 建 优 势 突 出、特 色

鲜明、核心竞争力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３．３．３　陆海联动，建设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贯彻海 洋 保 护 与 开 发 并 举、保 护 优 先 的 方

针，以海洋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为 约 束 条 件，加

强海岸带 生 态 保 护 工 作，强 化 对 海 岸 带 开 发 利

用活动的引 导。通 过 岸 线 资 源 的 规 划，保 护 岸

线生态，建立海岸生态隔离带，形成以林为主，

林、灌、草 有 机 结 合 的 海 岸 绿 色 生 态 屏 障。对

海岸侵蚀 地 带 加 强 海 岸 防 护，开 展 海 岸 侵 蚀 监

测，强化海洋和滨海湿地生态保护。

３．３．４　河海统筹，有效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

坚持河 海 兼 顾，积 极 推 进 重 点 海 域 近 岸 海

域排污总 量 控 制。提 出 重 点 海 域 污 染 物 总 量 控

制目标，加 强 河 流 跨 界 断 面 和 入 海 断 面 监 测，

建立完善 流 域 综 合 污 染 防 控 机 制，减 少 流 域 入

海污染负荷 量。实 施 流 域 综 合 整 治，严 格 控 制

面源污染，强 化 流 域 和 河 口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与保护。

３．３．５　推进海洋科技创新

建设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必 须 依 靠 科 技 进 步。把

科技创 新 作 为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根 本 动 力，

用科技创 新 来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平 衡。提 高 从 业 人

员的科学 文 化 素 质 和 业 务 技 能 水 平，培 养 一 批

海洋生态 建 设 方 面 的 专 业 人 才 和 领 军 人 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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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４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４．１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当前，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已 经 从 理 论 研 究

进入实践 应 用 阶 段。２０１２年２月，国 家 海 洋 局

下发 《关 于 开 展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建 设

工作的意见》，就推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建 设 提 出 了 明 确 意 见 和 目 标，力 争 到 “十

二五”末建成１０～１５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２０１２年４月，广 东 省 创 建 全 国 海 洋 生 态

文明示范 区 启 动 仪 式 在 珠 海 举 行［２１］。广 东 省 作

为我国海 洋 经 济 大 省，在 建 设 海 洋 经 济 综 合 试

验区的同时，创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政府部门 已 经 意 识 到 在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海 洋 产 业

的同时，应当 切 实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弘 扬 海

洋文化，全 力 推 进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 建 设。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出 版 的 《人 民 日 报》刊 登 国 家

海洋局 党 组 书 记、局 长 刘 赐 贵 的 署 名 文 章 《加

强海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促 进 海 洋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他指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

路是：深入贯 彻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以 提 升 海 洋

对我国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保 障 能 力 为 主 要

目标，以提高 海 洋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改 善 海

洋环境质 量 为 主 攻 方 向，推 动 形 成 节 约 集 约 利

用海洋资 源 和 有 效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产 业 结

构、增长方式 和 消 费 模 式，在 全 社 会 牢 固 树 立

海洋生态 文 明 意 识，力 争 在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建设上 取 得 新 进 展，在 转 变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方

式上取得 新 突 破，在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上 取 得

新成效。２０１２年１０－１１月，国家海洋局派专家

组对拟 申 报 “国 家 级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的

威海市、日 照 市、长 岛 县、象 山 县、玉 环 县、

洞头县、厦 门 市、晋 江 市、东 山 县、珠 海 横 琴

新区、徐闻县、南澳县１２个申报地进行评估考

察，对各申报 地 的 海 洋 经 济 发 展、海 洋 资 源 利

用、海洋生态 保 护、海 洋 文 化 建 设 以 及 海 洋 管

理保障等５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２０１３年２月，

１２个申 报 地 获 批 “国 家 级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

４．２　厦门市的建设实践

厦 门 市 地 处 我 国 东 南 沿 海，陆 地 面 积

１　５７３．１６ｋｍ２，海域面积３９０ｋｍ２。厦门是一个

海洋孕育的 城 市， “城 在 海 上，海 在 城 中”，海

洋是厦门的 优 势 和 生 命 线，厦 门 因 海 而 生、凭

海而兴、与海共 荣。２０１１年，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２　５３５．８０亿 元，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突 破１　１００亿

元，财政总收入突破６００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居副省级城市前列，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保持全

国、全省领先水平。海洋产业增加值为２８４．３７亿

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１１．２％。其中临海工

业８３．９亿元、占海洋经济２９．５％，海 洋 交 通 运

输业２９．２亿 元、占１０．３％，海 洋 工 程 建 筑 业

２９．５亿元、占１０．３％，滨海旅游１８．１亿元、占

６．３％，海洋高 新 产 业３０亿 元、占１０．４％。海

洋经济已成为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所在、

潜力所在。

４．２．１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有利条件

（１）资源 环 境 禀 赋 优 越，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深

厚。蓝天、碧 海、金 沙、白 浪，琴 岛 听 涛，普

陀观光，构成了厦门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古往今来 以 海 洋 为 题 材，创 作 了 大 量 的 文 艺 作

品，形成了异 彩 纷 呈 的 海 洋 文 化 艺 术。还 有 海

洋商 贸 文 化、海 洋 军 事 文 化、海 洋 民 俗 文 化、

海洋体育 文 化 和 海 洋 生 态 文 化 等 共 同 构 成 了 厦

门灿烂而辉煌的海洋文化。

（２）长期 着 力 生 态 建 设，民 众 海 洋 生 态 文

明意识强。作 为 经 济 特 区 之 一 的 厦 门 市，着 力

于通过建设 生 态 文 明，切 实 转 变 发 展 模 式，促

进社会的全 面、协 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取 得 了 相

当成功的经验。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在每年的１１月

第一周举办 “厦门国际海洋周”，已经成功举办

了９届，得 到 了 社 会 的 肯 定，受 到 了 新 闻 传 媒

的热情关注，获 得 了 较 强 的 社 会 反 响。全 市 上

下形成了关 心、爱 护、监 督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浓

厚氛围，生态文明建设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

（３）经济 发 展 逐 步 转 型，新 兴 产 业 迅 速 发

展。在海洋科 技 的 引 领 和 支 撑 下，厦 门 市 的 海

洋生物医药 业、游 艇 业、海 水 利 用 业 和 海 洋 信

息服务业 等 海 洋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获 得 突 破 性 发

展。厦门市大 力 推 进 海 洋 生 物 医 药、海 洋 功 能

保健食品 的 科 技 攻 关，一 大 批 海 洋 生 物 高 新 技

术的转化 应 用 项 目 也 进 入 国 家 科 技 兴 海 战 略 体

系；游 艇 经 济 发 展 迅 速，已 拥 有 一 批 产 能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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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响、外 向 度 高 的 游 艇 制 造 企 业 及 相 关 配 套

企业；海 水 利 用 业 取 得 初 步 成 效，海 岛、船 舶

专用小型 海 水 淡 化 整 装 设 备 通 过 设 计 定 型，已

投入批量生 产；海 洋 信 息 服 务 业 快 速 兴 起，已

进行 “数字 海 洋”一、二 期 建 设，启 动 了 “海

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建设。

（４）海洋 环 保 工 作 基 础 好，生 态 建 设 成 效

显著。厦门 市 大 力 开 展 生 态 建 设 与 环 境 保 护，

海洋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深 入 开 展，相 继 获 得 “国 家

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十佳人居

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全国

文明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全国节水城

市”和 “中国十大宜居城市”等殊荣。

（５）海洋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广 泛。国 际 性 组 织

东亚海岸带可持 续 发 展 地 方 政 府 网 络 （ＰＮＬＧ）

秘书处设 在 厦 门，为 厦 门 市 开 展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设提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４．２．２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限制条件

（１）资源 约 束 越 来 越 不 可 回 避。特 别 是 海

域空 间 利 用 矛 盾 突 出。厦 门 市 海 域 面 积 仅 为

３９０ｋｍ２，狭小有限的空间对于围绕 “海”做文

章的厦 门 海 洋 产 业 来 说 无 疑 是 个 巨 大 的 制 约，

如何在发 展 海 洋 经 济 时 做 好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工作，实现海洋资源的科学化、集约化利用，

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个较大的挑战。

（２）厦门 市 位 于 九 龙 江 入 海 口，九 龙 江 入

海污染物 是 厦 门 湾 的 主 要 污 染 物 来 源。九 龙 江

流域的水 环 境 污 染 状 况 不 改 变，大 幅 提 高 厦 门

海域水质的目标将很难达到。

４．２．３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重点任务

（１）针对 资 源 约 束，厦 门 市 要 实 现 人 海 和

谐，首先必须 优 化 岸 线 资 源 配 置，加 快 构 筑 现

代海 洋 产 业 体 系，立 足 资 源 共 享、优 势 互 补、

错位发展、合 理 分 工 的 发 展 要 求，强 化 集 聚 经

济效益，提升城市功能与品味。具体做法包括：

改造升级 传 统 产 业；积 极 发 展 滨 海 特 色 休 闲 业

和航运物 流 等 海 洋 服 务 业；培 育 壮 大 游 艇 及 其

装备业和海水利用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２）扎实推进九龙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有效控制 九 龙 江 入 海 污 染 物 总 量。落 实 厦 门 市

支持九 龙 江 流 域 综 合 整 治 和 生 态 建 设 的 资 金，

建立九 龙 江 流 域 厦 漳 龙 三 市 的 全 面 合 作 机 制，

积极推进 九 龙 江 流 域 水 环 境 保 护 立 法，配 合 开

展九龙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和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政策，探索 建 立 以 流 域 交 接 断 面 排 污 总 量 控 制

责任制为 基 础 的 流 域 上 下 游 水 质 达 标 的 补 偿 和

激励机制。加 强 近 岸 海 域 与 流 域 污 染 防 治 的 衔

接，加强河流 跨 界 断 面 和 入 海 断 面 监 测，建 立

完善九龙 江－厦 门 湾 综 合 污 染 防 控 机 制，减 少

流域入海污染负荷量。

（３）加强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宣 传 教 育，提 高 全

社会文明 意 识。编 制 乡 土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教 材，

把海洋生 态 文 明 有 关 知 识 和 课 程 纳 入 国 民 教 育

体系，将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教 育 提 升 为 厦 门 市 文 教

的亮点 与 特 色。构 建 互 联 网、报 刊、电 视、广

播、户外广告 多 重 覆 盖 的 立 体 宣 传 网 络，开 展

多层次、多 形 式 的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科 普 宣 传 和 媒

体传 播，创 新 宣 传 手 法、丰 富 宣 传 内 容，拓 展

宣传广度 和 深 度，使 公 众 充 分 了 解 海 洋 生 态 文

明建设的 政 策 法 规 和 相 关 知 识，充 分 认 识 到 保

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５　结论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

自然资源严 重 短 缺、生 态 环 境 严 重 破 坏、环 境

污染越来越 严 重，直 接 威 胁 着 人 类 的 生 存。为

此，人们不 得 不 反 思 和 总 结 传 统 的 经 济 发 展 理

论，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逐 渐 受 到 重 视。从１９６２年

《寂静 的 春 天》一 书 问 世，到１９７２年 召 开 了

“人类环境大会”，到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举行的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２０１２年６月召

开的 “里约＋２０峰会”，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环境

问题日趋重 视，经 济 发 展 的 同 时，保 护 生 态 环

境的诉求更加明显。

随着全 球 海 洋 经 济 的 崛 起，建 设 海 洋 生 态

文明的意 识 也 逐 步 得 到 加 强。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是

以人与海 洋 的 和 谐 共 生 为 核 心，以 海 洋 资 源 综

合开发与 可 持 续 利 用 为 前 提，以 提 升 海 洋 对 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为主要目标。

我国海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已 经 从 理 论 研 究 进 入 实

践应用阶段，也 取 得 了 相 应 的 成 果。今 后 的 发

展方向 应 当 以 提 高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意 识 为 基 础，

以构建现 代 海 洋 产 业 体 系 为 核 心，以 建 设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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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 屏 障 和 有 效 控 制 入 海 污 染 物 总 量 为 保

障，以海洋科 技 创 新 为 依 托，全 面 推 进 人 与 海

洋的和谐共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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