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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的指导下，2019、2021 年开展的两届广东省生态修复范例评选为基础，首先梳

理了国内外主要生态修复相关的文献和著述，分析其理论框架、关注角度与技术方法，接着对评选案例的区域

分布、类型覆盖、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案例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景观功能优化、经济效益增加、

社会效益加强等多维度成效，并针对案例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与国内外先进理念、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广

东目前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在覆盖面上存在空白领域，在项目的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平衡现象，在生态修复项目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以工程思维做修复工作、过度修复等问题，有些甚至演变成景观项目，不但没有达到生态修复

的目的，反而破坏了原有环境与生态。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在认识上缺乏对生态系统原真性、系统性、整

体性的把握与科学认识，二是在省域层面统筹的力度有待加强，三是在修复方法上没有对项目中生态、经济、

社会等多要素耦合、关联与协调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技术方法和全程管

控。据此，文章提出了做好省、市、县三级全域统筹规划、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使生态修复全覆盖可持续常

态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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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着人

类文明的兴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改革经济

增长模式、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动能的攻

关阶段，也正步入创造更好优美环境以适应人们美

好生活的攻坚期，已经进入有机会并且有可能克服

生态环境中突出困难的新窗口期，经济社会中存在

不平衡不健全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渴望与需求的冲突。因此，国家新一届领导集

体提出生态治国思想，在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背

景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作为传统生态修复学科的

新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传统的生态修复多聚焦于修复的方法与技术，

主要采取生物修复、物理与化学修复、植物修复等

手段对局部地段的受损生态进行修复。新时代山水

林田湖生命共同体背景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亟待

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思维，更加重视

生态修复的原真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从关注要素

转向关注要素间关系、从关注目标到关注过程、从

基于技术转变为基于自然。从近年来发表的生态修

复相关学术论文看，主要聚焦于概念思辨与理论认

知 （曹宇 等，2019；白中科，2021）、国土空间生

态保护修复分区、修复布局、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

域识别研究 （王晨旭 等，2021） 和范式研究等方

面，也有部分聚焦于某些特定类型区域的修复，如

矿区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等。出版的主要专著有郭书

海等 （2020） 的 《生态修复工程原理与实践》、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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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梅 （2020） 的 《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彭少麟

等 （2020） 的 《恢复生态学》。其中，《恢复生态

学》 系统总结了生态系统退化的机制与特征，建构

了生态恢复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方法；《生态修复工

程原理与实践》 从几个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了生态

恢复、生态整治、生态改建与重建设计、技术与工

程实施；《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 则主要对河流水

域、湿地、海洋和海岸带、土壤几种生态系统类型

的修复进行论述。一些翻译的国外著述如凯特·凯

能等 （2019） 的 《植物生态修复技术》 探讨了利用

植物修复土壤污染的技术，对植物修复技术的实施

细节、应用场合、植物选择等方面进行阐释，更多

地关注生态修复手段和各种技术细节。

中国的生态修复在实践上基本分为 2 个层面：

一是由政府牵头的从国家、省到市县的生态修复保

护规划，二是具体的生态修复项目。

从由政府牵头的生态修复保护规划看，2018 年

机构改革伊始，在国家层面制定了 《全国重点生态

环境保护和恢复重点建设工程总体方案 （2021—

2035）》  ①，启动了一系列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

保护与生态修复方面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并开

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及省

级重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广东省进一

步履行国家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能，率先启动了

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重点生态系统保护与

恢复重点工程规划的编制工作，构建了以南岭山

地、蓝色海岸带、粤港澳大湾区外围山地为屏障，

涵盖东、西、北、韩、鉴等五江干流的“三屏五江

多廊道”生态新格局②。叶玉瑶等 （2021） 对省级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总

结与思考 。

从具体的生态修复项目实践看，与广东的自然

生态特征相适应，开展了包括土地整治、历史遗留

矿山、森林、海洋海岸带等生态修复项目。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宣传先进、树立

典型，2019 和 2021 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先后组

织开展了首届和第二届“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十大范例”（以下简称“十大范例”） 评选工作。

评选总结了广东近年来生态修复工作的成绩和经

验，有效贯彻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的思想。评选工作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了生态

修复的理念和意义，提升了社会对生态修复工作的

认知，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得到自然资源

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评选中也发现广东目

前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还存在理论研究与生态修复实

践、规划指导与具体实施脱节，对生态的系统性、

原真性和整体性重视不够等问题。2019 年首届“十

大范例”评选后，吴家龙等 （2021） 对评选方法，

评选指标体系的拟定等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为了

更好地为今后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有

必要分析与总结这些案例在方法与技术应用方面的

得失，因此本文通过综合两届评选，在总结范例示

范意义的同时分析生态修复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找出实践领域覆盖的缺失及社会、资金支撑等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做好省、市、县三级全域统

筹、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生态修复可持续常态化

的建议，以期对广东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

提供一些借鉴。

1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格局 

广东省地处中国南部，陆海兼备，陆域 17.97 

万 km2，海域 6.47 万 km2。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光、热和水资源、物种资源丰富，地貌、气

候和生态类型多样。北部的南岭是广东省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和中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部多为冲积平原和台地；南部海岸线长，滩

涂广布，港湾、海岛众多，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

线，海洋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珊瑚礁、海草床、红

树林等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沿海岸线广泛

分布。在森林生态系统上自北而南形成具有中国特

点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带以及热带季雨林带。河流纵横、水网密布，

境内河流总长度超过 10 万 km，其中珠三角河网密

度达到 1.03 km/km2，是国内河网密度最大的地区之

一，也是人口、城市高密度聚集区。河流流域湿地

资源丰富，是多种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繁殖地

和越冬地。《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总结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特征为：山水林田湖海要

素完备、拥有全球同纬度独特森林生态系统、国际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国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

成以及人-地-海交互紧密、关系复杂 （图 1）。

正是由于广东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特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的通知 （发改农经

〔2020〕 837 号） .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12/content_5518982.htm

②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 年）》（专家评审稿），5~6。公众版：http://nr.gd.gov.cn/hdjlpt/yjzj/answer/1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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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复杂性，造就了广东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好的一面看，生态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为生态修复的实践与探索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与条件；从困难的一面看，特别是叠加行政区划等

因素，容易造成生态修复项目的孤立，难以兼顾整

体性与系统性。

2 申报项目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与评选方法　

评选采取地方自然资源及相关主管部门、省级

协 （学） 会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评审的方

式，分专家评价和公众参与 2 个模块。专家评价通

过内业审核初筛确定候选案例，组织专家进行实地

考察后，对候选案例终审。终审前在网上公布候选

案例，公众参与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与专家评审

同步进行。

2.1.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生态修复科

学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附加分 5

类一级指标和 21 个二级指标组成，总分为 103 分，

见表 1所示。

2.1.2　专家评价　在省资源厅和省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协会专家库中抽取生态、地理地质、城乡规划、

景观、金融投资等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组，全

面评估项目的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并通过实地考察、座谈和调研等方式，与项目

推荐单位、建设单位进行深入交流，从项目概况、

位置、规模、修复前面临的生态问题、立项依据、

资金来源数量与构成、公众参与情况、生态修复理

念、修复措施、修复成效、工作亮点、推广应用等

方面对候选案例进行评估。

2.1.3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通过网络评选的方式，

在南方+上线，为期 1个月，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热情参与。尽管民众评判更多依靠的是自己对个案

的分析和认识，对治理方法、措施、工作实施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认识较为粗浅，但这正体现民

众投票评选与专业评审环节的互补，如此才能最大

限度提高评选的广度和有效性。

2.1.4　多元协同多维评价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多元

主体分别为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等。评选前期

广泛咨询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相关协

会及多领域专家意见，并同步在省级单位和市级单

位开展推荐工作，形成由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

民和新闻媒体共同参与的“政府主导-合作参与-多

元化评价”的四位一体的合作评价模式。通过对项

目的理念科学性、措施有效性、方法规范性、修复

的系统性和示范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等多维度全方位综合评价，既突出生态修复案例

开展的科学规范有效，也关注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后

0   25   50    100 km

N

图 1　广东省生态格局

Fig.1　Ecological pattern of Guangdong Province

图片来源：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表 1 2019、2021 两届广东省生态修复

十大范例评选项目评价指标
Table.1　Indicators of the selection of Top 10 Exampl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9 and 2021

一级指标（分值）

1 生态修复

科学性

（35 分）

2 生态效益

（30 分）

3 社会效益

（20 分）

4 经济效益

（15 分）

小计

5 附加分（3 分）

合计

二级指标

1.1 生态修复项目规模

1.2 生态修复理念合理性

1.3 生态修复措施可行性

1.4 生态修复科学性和技术先进性

1.5 生态修复系统性

1.6 项目管理规范性

1.7 项目运营维护方案的可行性

2.1 生态安全情况

2.2 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提升情况

2.3 生态系统稳定性情况

2.4 生态质量综合改善程度

2.5 生态环境典型性、独特性

2.6 生态景观提升情况

3.1 科技推广度

3.2 社会认可度

3.3 公众参与度

3.4 宣传报道

4.1 单位面积经济效益

4.2 培育新业态

4.3 节约运行成本

5.1 项目获奖

分值

3

5

5

6

6

5

5

6

6

6

5

4

3

5

5

5

5

5

5

5

100

3

103

注：评选总分 100 分，附加分 3 分，最高得分 1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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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2.2　申报项目分析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发文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及省相关职能部门、相关学会、协会，征

集省内三大生态系统 （陆地、湿地、海洋） 中的典

型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矿山、森

林、草地、湿地、海洋 （海岸带、海岛）、农田、

城市、乡村、绿道碧道古驿道、地质灾害隐患等各

类型整治 （治理） 的生态修复专项或综合项目。2

届评选共收到各地市报送的案例 94项。

2.2.1　申报项目的类型　2 届评选对项目类型划分

存在差异，统一按第二届的划分方式划分后，“矿

山及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综合整治及其他”数

量最多，同为 26 项；其次为“河湖湿地生态修复”

19项、“海洋、海岸带、海岛生态修复”13项、“林

地生态修复”最少，为 19项，基本覆盖省内所有的

生态类型并有所突破。如第一届单独划分的古驿道

生态修复 （古驿道并不是一种生态类型，而是串联

起多种生态类型、要素的文化纽带和物质实在） 在

第二届评选中被纳入土地综合整治及其他类；矿山

及地质环境治理数量较多与国家近年来对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的大力投入分不开；河湖湿地、海

洋、海岸带、海岛生态修复则体现了广东水系纵

横、海岸带绵长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不少项目

涉及多种生态类型，评选中通过专家评价，以其主

要生态类型划分到相应的评选类型中。

2.2.2　申报项目的时空分布特征　94 项申报项目

中珠三角 53 项，粤东地区 6 项，粤西 16 项，粤北

19 项，总体呈现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特点 （图

2）。较特殊的是作为粤北非珠三角核心区的韶关，

在两届评选中共提交申报项目 11 项 （其中矿山及地

质环境治理 5项），这与近年来国家在矿山及地质环

境治理方面的重点投资以及韶关是广东较少的老工

矿城市的特点契合。

不同类型项目在省域空间上的分布与国土空间

生态系统特征密切相关，同时呈现集中于珠三角的

特征 （图 3）。海洋、海岸带、海岛生态修复类项目

沿海、沿珠江口分布；河湖湿地生态修复在珠三角

河网密集区汇集；矿山及地质环境治理看似在珠三

角和粤西北较均匀分布，但实际上历史遗留矿山主

要分布在粤西北如韶关、云浮等地，珠三角更多的

是小型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一些在产矿山如顺兴石

场的生态修复治理则说明珠三角地区已不再止步于

历史遗留问题，开始将生态修复工作纳入生产过

程，边生产边治理，重视生态的可持续性；土地综

合整治类项目以农田垦造为主，也是珠三角水网地

区较多，阳江以西为空白。

对比前述广东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格局中重要的

动物资源、珊瑚礁资源、海藻海草床等的保护修复

未见相关申报案例，经了解这些领域的生态修复工

作起步较晚且投入较少。

2.2.3　申报项目的投资特征　生态修复资金以各地

市自筹为主，总体上，大多数项目的投资金额与单

位投资额均较低。按地市叠加项目面积与投资金

额，韶关项目的投资额甚至超过深圳 （图 4），据分

析，有些项目如位于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的一个土

壤修复与光伏发电项目，大部分资金是光伏板等设

备投资，真正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占比很小。剔除

部分不合理项后，各地市的投资金额集中于经济发

达地区的特点较明显，深圳申报项目以接近 38亿元

的投资总额位居全省第一 （图 5）。

2.3　范例项目的示范意义　

2.3.1　促进了参选项目自身的提升　与修复前对

比，大多数申报案例生态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效

益显著。典型的如作为首届“十大范例”获奖项目

的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在继承万亩果园的基础

上挖掘潜力，采取水系清疏、古树保护、生态浮岛

鸟类栖息生境修复等举措，恢复了自然生态体系，

实现了净化水体、维育生态多样性、保持垛基果林

湿地生态等多功能、多层次生态系统的融合 （图

6）。第二届的茅洲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通过生态补

水等措施，采用生态护岸、柔性生态护底、生态工

法等手段，将被污染破坏的河段修复成溪流、草

泽、洼塘、花海等多样化的水岸空间，“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的水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渚清沙白、白

申
报

项
目

数
量

/个

图 2　申报项目数量与地域分布

Fig.2　Quantity of item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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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翔集的美丽景象得以重现。各参评项目的申报过

程是对前期工作的总结，在评选过程中，专家参照

评选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各申报案例进行多维度

考察、梳理和检验，在此过程中指出项目存在的问

题，不少申报项目立即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开展优

化与提升工作。

土地综合整治及其他

图 3　各类型项目空间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in space

注：该图基于广东省标准地图服务子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粤S（2019） 07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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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为生态修复项目提供了参考的范例　评选出

的优秀范例对今后开展的生态修复工作具有示范作

用和启示意义。如跨越莞深两地的茅洲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区域协调、珠海淇澳岛多年来对

红树林湿地保护的不断投入与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

和培育、从化顺兴石场作为在产矿山将生态修复融

入生产全过程的可持续模式等。评选结束后，拟将

部分优秀范例建设成自然学校和生态修复教育基

地，使之成为同类项目、大中小学生及社会人士了

解、认识和学习生态修复的场所。

2.3.3　提高了公众对生态修复的认识与了解　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工作不仅是偿还生态破坏历史欠账的有力举

措，还是惠民亲民工程。评选工作加强了公众参与

力度，通过南方+、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公众号等多渠道开展

宣传工作，保障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有

效性，加深了公众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带动了

人们参与生态修复工作的热情，加强了生态修复工

作的群众基础，扩大了生态修复工作的影响力。

2.4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在项目的申报、考察和评审过程中也发现了一

些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引起重视，并

在今后的评选工作中优化与完善。

2.4.1　量化指标与评价标准化尚不足　当前对生态

保护与修复尚无完整统一的标准，对怎样保护和修

复、是否达到修复成效、修复的科学性、系统性等

也缺乏判断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尺。由于部门职责的

碎片化和数据共享机制不畅等原因，对项目实施前

后量化的数据掌握不足，无法对项目成效进行科学

的、量化的评价与比对，大多停留在定性评价上。

针对这些问题，首要是建立标准，必须根据山水林

田湖草等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类型，建立统一

的、分类的修复标准与评价体系，并对项目前期的

调查、规划、投资概算，修复过程中的设计方案、

工程监督监测，后期验收与评价评估考核等全过程

进行评价，以此增强生态修复项目评价的可信度和

公信力。

2.4.2　仍存在较严重的为修复而修复甚至过度修

复倾向　生态贵在原真，原真性一方面强调健康生

态系统的自我更新功能，是生态修复的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也为退化受损的生态系统恢复提供了参照

系③。生态修复是帮助退化或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

过程，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 （Ruiz-

Jaen et al., 2005），这是保障生态系统原真性的关

键。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生态

修复要以自然恢复为主，采用以自然修复为基础的

科学性与系统性的修复方法。自然修复作为一种与

人工修复相对应的生态修复手段，通过降低或消除

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区的扰动，利用生态系统内生

演化规律以促进生态系统的自生性恢复和改善 （陆

燕元 等，2016）。自然演替会在长的时间尺度上进

行且会形成更为丰富和自然的植被覆盖 （Hodaco‐

va et al., 2003）。理论上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抵消

或减少外部影响，退化的植物根系就能自动恢复；

相比人工造林，自然恢复能形成更高的植被多样性 

③ 美国生态恢复专家 Andre F.Clewell 的观点——自然原真性指生态系统回到健康状态，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历史原真性指生态系统恢

复到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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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Project investment amount (excluding some unreasonabl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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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et al., 2022）。虽然自然修复周期一般较长 

（Bradshaw, 1997），但具有投入少、形成的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更稳定可靠的特点 （Crouzeilles et al., 

2017；张绍良 等，2018）。而且，即便是完全人工

重建的生态系统也离不开环境要素与生态系统长期

的自然变化演替 （卞正富 等，2018）。

笔者认为人工修复的作用是辅助和加强自然修

复的能力及速度，而不是替代。一些稳定的岩石基

山体无土壤堆积和扬灰，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负面

影响，基岩裸露的工程完工后，几年的自然积尘即

可在岩石缝隙长出自适应的草木本植物，本来就不

需要人工修复。岩石面也是自然面貌的一种，“对

于采石裸岩等区域，土壤堆积是影响植被重建和和

恢复的关键因素”（Jiao, 2009）。受到自然条件的限

制，或由于时间的紧迫，须加快修复进程，自然修

复难以满足需求时，通过人工措施对被破坏的生态

系统进行干预而不是任其完全自然恢复也是必要的

（白中科 等，2020）。可以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

相结合的方式 （张新时，2010），提前引入生物演

替较后期阶段物种，达到缩短植物群落自然演替周

期，加速植被恢复速度和进程的目的，促进生态系

统正向演进。如选择微凹地形 （全威 等，2013）、

岩石裂隙 （贾致荣 等，2008） 等利于存留土壤、水

分和根系延展的位置进行植物种植。而当前一些修

复项目却在工作理念上出现偏差与错误，缺乏对生

态的系统性把握与科学的认识，以工程思维做修复

工作，往往投入资金人为钻孔植树、挂网喷播。又

由于没有自然堆积的土壤，须铺设供水管道等维持

植物生长所需水分，成了“为修复而修复”的过度

修复 （图 7）；部分项目没有意识到生态修复以及后

期维护的长期性，缺乏耐心，急功近利；有的项目

将景观效果置于生态功能上，花大力气挖山修路，

演变成耗资巨大的景观项目；有些红树林生态“修

复”项目实际上只是修建栈道，而且修建栈道还砍

伐了大量红树林，不但没有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

反而严重破坏原有环境与生态 （图 8）。

2.4.3　统筹力度较弱，缺乏系统性与项目全过程

管理　生态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从被动

图 8　某红树林栈道

Fig.8　Restoration of a mangrove boardwalk

图 6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垛基果林

Fig.6　Guangzhou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 Duo Ji Fruit Forest

图 7　某山体修复

Fig.7　Restoration of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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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转为顶层建设，从末端治理转为综合治理、全

面治理、源头管理，由单个环境要素的恢复转为整

体的全领域、全方位修复。以河流流域为例，河流

是开放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传统流域生态恢复的

目标通常指水体改良，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的

提高等 （董哲仁 等，2009）。赵彦伟等 （2006） 认

为恢复受损流域生态系统的核心目标是重建一个让

流域自然过程得以再生的新状态，从而使河流生态

系统返回自然演替的轨道。美国国际河道恢复理事

会提出河道恢复即调整受损河道物理、生物及化学

生态状况的流程，并使恢复后的河道更为健康与平

衡 （ASCE River Restoration Subcommittee on Ur‐

ban Stream Restoration, 2003）。Hobbs等 （2001） 指

出因为河流系统的动态性，在提出目标时不能仅顾

及流域的静息状况，更要从总体上掌握其未来发展

的态势。但以上论述仍局限于河流本体，没有关注

到作为“流域”与其串联起来的山水林田湖、城

市、乡村等各要素而形成的网状结构，以及河流在

其中所起的枢纽作用。河流流域修复的第一个重点

应该从单纯的结构性修复扩展到系统整体的结构、

功能与动力学的综合修复 （Clarke et al., 2003），第

二个重点是河流流域跨越的地区乃至不同国家之间

的协调。在这 2 个方面荷兰和比利时对马士河的修

复是很好的范例 （Nienhuis et al., 2001）。生态修复

工作要从生态的系统性出发，加强相关行政区域间

的交流与合作，强化项目涉及的各生态、经济、社

会要素的耦合与关联，协调互动，把握生态系统演

变的趋势与驱动机制。

生态修复项目需要全过程的管理生态修复项目需要全过程的管理。。目前多数修

复项目仍缺乏全过程管理，尚未建立从立项设计实

施到验收乃至后期运营维护的监管监督机制与全程

留痕制度，生态资源调查体系和生态状况监测评价

体系也尚未建立。确定生态修复项目的必要性与实

施的迫切性，需要进行前期调查；为确保项目开展

过程的科学合理，要进行实时监测；项目完成后要

进行评估和持续的维护。在制度上应建立规划编

制、审批、修改和实施生态修复项目的监管机制与

监督全程留痕制度，建立生态资源调查体系和生态

状况监测评价体系，建立生态数字化监管新机制，

借助大数据平台，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生态数字监管

平台，确保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过程可回溯、可查

询。通过全过程管理，避免“为修复而修复”甚至

过度修复的问题。

2.4.4　全省生态修复工作存在地域不均衡的问题　

市、县是落实生态恢复与修复工作的基础，但由于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市、县之间的经济能力差异

巨大，生态修复工作也存在严重的地域不均衡的问

题。从申报项目看，主要体现在项目投入的地域不

均衡和项目分布的地域不均衡。集中评审环节中专

家打分分值高，排名靠前的案例虽然在珠三角、粤

东、粤西及粤北都有分布，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珠三

角一带。这说明各地对生态修复重视程度存在差

异，也体现地域经济的不均衡。图 9 显示两届评选

中各市申报项目投资金额与该市 GDP有一定的正相

关性，但一些城市如广州对生态修复的投入有待加

强，韶关作为老工业城市生态修复任务重，需要加

大扶持力度。

一些欠发达但生态修复历史欠账较多的地区，

如韶关等地，在生态修复上的投入占 GDP 比重较

大，这主要是由于申报项目数量和面积具有随机

性，韶关的生态修复项目面积较大导致的，因此统

计各市申报项目的单位面积投资额与地市 GDP的关

系更具意义。排除汕头阳江 2 个面积极小项目后，

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额较高的地区集中于珠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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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投资金额与地市 GDP

Fig.9　Project investment amount and the GDP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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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进一步分析项目投资金额与单位投资额情况，

面积最大的江门市鹤山市沙坪河综合整治项目，单

位面积投资金额 1.55 万元/hm2；单位面积投资金额

最小的项目是广东罗定金银湖国家湿地公园修复、

绿化项目，0.27 万元/hm2；阳江海陵岛国家级海洋

公园建设与生态修复工程总投资额 4 000 万，但上

报面积仅 0.33 hm2，因此单位面积投资金额最大，

约 1.23 亿元/hm2。整体来看，修复项目的投资金额

大多在 4 亿以内，单位投资额大多在 2 000 万以内

（图 11），以小型项目为主，且多分布在欠发达地

区，呈较明显的地域不平衡。为应对这种地域的不

平衡，迫切需要建立规划引领的全省项目库时空系

统，从资金到技术扶持上对欠发达地区倾斜。

2.4.5　从申报案例看仍存在空白领域　从申报案例

看，广东的生态修复仍存在空白领域。在生物保护

方面，对植物的保护特别是滨海红树林保护投入较

大的精力与资金，也取得可喜的效果。但某些领域

如动物保护与栖息地生态修复，珊瑚礁、海藻海草

床等的保护修复等缺失。以动物整体保护与栖息地

生态修复为例，广东省特有的、知名度高的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如中华白海豚，绿海龟等的生物本体、

栖息地、生存与洄游环境的保护都还是空白。在 2

届生态修复范例评选和目前全省生态修复工作中也

都没有专门的生物保护网络方面的案例。这也是由

于缺乏省级层面的统筹和规划导致的：由于动物生

存成长的过程、栖息地的分布以及迁徙、洄游等特

点，需在更高层面构建保护网络。虽然 《广东省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 年）》（专家评审

稿） 提及中华白海豚和绿海龟，但规划只是将动物

保护分散于各市，没有建构统一的保护体系和保护

网络。参考云南对滇金丝猴的保护工作④，该项工

作从全境保护网络的构建、调查监测与保护区监

管、栖息地修复、社会组织保障、社会知名度提高

及科学研究与保护区管理工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

作，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进展和成效卓著，值得

广东借鉴。重要动物整体保护工作应该由省级单位

牵头尽快开展，建立物质空间上的栖息地、迁徙及

洄游通道保护修复以及非物质的保护监测管理体系

和网络。

3 结论与建议 

从广东省两届范例评选看，生态面貌有了较大

的改观，多功能、多层次生态系统融合的生态修复

方法也得以推广，城乡整体面貌和生态质量不断优

④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18 个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之一 .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29_2700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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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提升。但也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理论对实

践指导不足，修复手段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方

法。在生态修复覆盖面上存在空白领域，在项目分

布上存在地域不平衡现象，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注

重景观化和工程性甚至为修复而修复，缺乏全过程

管理等问题。我们要立足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原生性，做好顶层设计，从末端治理转为综合治

理、由对单个环境要素的恢复转向整体的全领域、

全方位修复。当务之急是要做好省、市、县全域统

筹：在省域上，重点是确定方向，确定以目标为导

向的修复战略，评价增补市县上报的入库项目，合

理设置重点工程，形成全覆盖的分级嵌套的项目

库，不漏项缺项；在市县层面，应基于自然地理单

元和生态系统连续性、完整性，编制生态本底评估

报告，谋划基于具体保护修复单元的入库修复项

目。在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阶段进行全过程管理体

系：前期在对生态资源本底的调查基础上设计生态

修复方案，中期持续进行生态状况监测，在项目竣

工验收时及时开展后期维护、项目评价工作，确保

全过程可回溯、可查询。此外，必须认识到生态修

复不只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的修复，还应将生态

修复评估与规划纳入国土空间的方方面面、规划的

各个层级和所有建设项目中，拓展生态修复内涵外

延，使生态修复管控持续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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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however, this has inevitably dama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a better ecological and living environment is increasing. Therefor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s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and lakes, providing a good ecological 

an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eople,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has become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nature while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theory an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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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is a new discipline.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proposed 

various theories,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ecology, 

geography, planning, and other discipline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actices are supported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moted by the people's needs, and numerou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hese include the practice, verif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ies. 

However, because these projects are scattered across different departments, provinces, cities, or regions, they are 

difficult to summarize and evaluate uniform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wo rounds of selec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xamples were conducted in Guangdong in 

2019 and 2021, wherei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different cities and departm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nearly 

100 typ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conducted in the two rounds of sele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summarize experience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main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iterature were reviewed and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cerns, and technical methods were analyzed. 

Subsequently, we analyze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type coverage, funds used,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elected 

cases, and evaluate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such as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ptimization of landscape function, increase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benefits. Some 

typical problems were analyzed in greater detail by comparing the advanced ideas and method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ur study also improves public knowledge and raise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available data regarding, and disclosed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measur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These include the presence 

of unrestored regions selected fo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the disorganiz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the failure to incorporate engineering approach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toration measures, overexploit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toration-designated regions into landscape 

projects. These activities have not only failed to achie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ut have also destroyed the 

original environment and its ecology. The following reason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existing 

restoration measures: firstly, a lack of authentic scientific principles that could be systematically applied to the 

varied ecosystems; secondly, inefficient overall planning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finally, a lack of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s to perform in-depth analysis to combine, relate,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multiple factors. 

This study aim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by providing suggestions 

regarding overall planning at the provincial, city, and county levels to improve overall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Keywords: typical case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verall planning;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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