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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评估与思考

欧　玲，龙邹霞，余兴光，陈凤桂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

海洋作为蓝色国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海洋的各项工作。文章在总结分析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厦门市为例，运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指标体系对现有工作进行评估，分析其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和工作思路，以期为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对策参考，

为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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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及研究

的现状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海洋作为蓝色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遵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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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１］，对推动海洋事业科学发展，实现人海和

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国海洋管理部门长期致力于推动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在沿海各地取得

一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政策、法规、规划

等层面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为加

快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大成绩，２０１２

年初，国家海洋局提出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具

体要求，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发表了题为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２］的署名文章，详细阐述了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同年９

月，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申报、建设、

考核、验收和管理办法得到发布，为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文件。２０１３年初，

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又把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加以部署和推进。

目前，海洋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文献还相

对较少，且案例多集中在浙江，福建两省，特

别是浙江舟山经验较多。浙江主要通过强化规

划引领和调控，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加大

海洋环境监测监管力度，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修

复，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探索海洋文化建设等

方面的工作推动本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谭映

宇等论述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当

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浙江省实际情况，

提出了浙江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主要任

务［３］。浙江乐清市把合理有序科学的填海造地

与保护区建设相结合，通过 “拆迁安置”的方

式，确保受影响的生态环境得到相应的补偿，

实现海洋生态文明［４］。浙江舟山依托海洋生态

优势，谋划海岛生态功能合理布局，培育海洋

生态产业体系，严格环境准入，落实节能减排，

加强环境整治来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５］。俞树彪立足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海洋生态

文明的现实探索，理性审视舟山群岛新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难题，探讨促进舟山群岛

新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设想［６］。俞燕也

对舟山海洋生态文建设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

结［７］。孙云潭和于晓总结和分析了青岛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的做法，并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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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利用的关系等问题提出

了建议和思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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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评估

厦门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海洋

城市，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实施海洋生态

建设实践工作，并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规

划、立法、科技、文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取得显著成效。郑冬梅对厦门海洋生

态文明进行了调查与思考，分析了厦门在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实践，进而就其经验

与模式进行探讨［９］。胡婷莛等在回顾分析了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十多年的成效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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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学术界对于

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研究开展相对缺乏，尚未

形成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总体情况的定量

评价。

本研究采用国家海洋局发布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１１］，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

的整体现状进行评估，以分析和筛选制约厦门

市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并制

定分阶段解决的目标任务，推进厦门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指标分为三级，包

括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生态保

护、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管理保障５个方面、

１５个内容，３３项具体指标。将这３３项具体指

标根据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解释、

计算和评分方法》进行分别计算，然后根据指

标计算值占建设标准的比例乘以指标权重分值

来计算单项指标分数，最后将所得结果相加，

得到二级指标的分值，计算公式见公式１，具体

评估结果见表１。

犅犼 ＝
犿

犻＝１

犃犻
犃狊
×犛（ ）犻 （１）

　　其中：犅犼为第犼项二级内容指标的评估分值

（犼为本研究中的评估指标）；犃犻 为第犻项三级具

体指标的数值；犃狊为第犻项三级具体指标的单项

指标建设标准值；犛犻为第犻项三级具体指标的权

重分值。

表１　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现状评估值

类别 内容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年现状值 海洋生态文明标准 评估分值 权重分值

海洋经济

发展

海洋经济

总体实力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
１１．２０％ ≥１０％ ５．０ ５

海洋产业增加值近五年

平均增长速度
１３．２１％ ≥１６．７％ ２．４ ３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入
３３５６５元 ≥２．３３万元／人 ２．０ ２

海洋产业

结构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近五年年均增长速度
无数据 ≥３０％ 无数据 ３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
５９．３０％ ≥４０％ ３．０ ３

地区能源

消耗
地区能源消耗 ０．５０７ ≤０．９吨标准煤／万元 ４．０ ４

海洋资源

利用

海域空间

资源利用

单位海岸线海洋产业增

加值
１．２５亿元／ｋｍ ≥１．２８亿元／ｋｍ ４．０ ４

围填海利用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

海洋生物

资源利用

近海 渔 业 捕 捞 强 度 零

增长
负数 零增长 ３．０ ３

开放式养殖面积占养殖

用海面积比例
全部退出水产养殖 ≥８０％ ０．０ ４

用海秩序 违法用海案件零增长 零增长 零增长 ４．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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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内容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年现状值 海洋生态文明标准 评估分值 权重分值

发海洋生

态保护

区域海水

质量状况

近岸海域一、二类以上

水质占海域面积比重
３８．８０％ ≥７０％ ２．８ ５

近岸海域一、二类以上

沉积物质量站位比重
１００％ ≥９０％ ２．０ ２

生境与生

物多样性

保护

自然岸线保有率 ５２．４０％ ≥４２％ ３．０ ３

海洋保护区面积占管辖

海域面积比率
１４％ ≥３％ ２．０ ２

陆源防

治与生

态修复

污水处理率与工业污水

直排口达标排放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９６．１５％，

７座污水处理厂１００％达

标排放

污水集中处理率≥９０％；工

业污水直排口达标排放率≥

８５％

５．０ ５

近三年区域岸线或近岸

海域修复投资强度
大于１０００万元

近三年实际投资１０００万元

以上
３．０ ３

海洋文化

建设

海洋宣传

与教育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
０．６９％ 不低于本省平均水平 ３．０ ３

涉海文化设施建设与开

放水平
满足

具有海洋博物馆、海洋馆、

海洋公园、涉海公共文化馆、

涉海纪念馆等，向社会免费

提供开放

３．０ ３

海洋知识的普及与宣传

活动
满足

开展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

灾、科学考察及国防等海洋知

识的普及与宣传，每年组织两

次以上、参加人数不低于３００

人的大型海洋宣传活动

４．０ ４

海洋科技

海洋科技投入占地区海

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３５％ ≥１．７６％ ３．０ ３

专业技术人员数 ３３２人 ≥１７４人 ３．０ ３

海洋文化

遗产

海洋文化遗产分类管理 满足

制定区域内海洋文化遗产分

类管理制度；建立名录；定

期维护且保存完好；每年组

织保护传承活动

２．０ ２

保护重要海洋节庆和海

洋习俗
满足

每年应举办海洋节庆或海洋

传统习俗庆典活动一次以上
２．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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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内容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２年现状值 海洋生态文明标准 评估分值 权重分值

管理组织

保障

海洋管理

机构与规

章制度

海洋管理机构设置 满足 健全 ２．０ ２

海洋管理规章制度建设 满足 完善 １．０ １

海洋执法效能 满足
无上级部门督办的海洋违法

案件
１．０ １

服务保障

能力

海洋服务保障机制建设 满足 健全 １．０ １

海洋服务保障水平 满足 具备 １．０ １

海洋环保志愿者队伍与

志愿活动
满足

有海洋环保志愿者队伍，并

组织相关活动
１．０ １

示范区

建设组

织保障

组织领导力度 满足 符合 １．０ １

经费投入 满足 符合 １．０ １

推进机制 满足 符合 １．０ １

总分 ８０．２ ９０

数据来源：厦门经济特区年鉴、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的相关统计资料、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监测资料、厦门海洋环境质量

公报、福建省文化厅网站．

　　根据计算结果，评价指标的总体分值达到

８０．２分，符合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从评估

结果来看，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有以下

几个特点。

２１　海洋经济比重较高，但增速较缓慢

“十一五”期间，厦门海洋经济总体实力基

本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其中海洋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海洋产业结构中的海

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均远

远超过标准，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能位居前列，

但厦门市在海洋产业增加值近五年的增长速度

未达到标准。厦门海洋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

调整方面仍需稳步推进，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科

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突破制

约海洋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

２２　海洋资源总量较少，并有待进一步优化

厦门市的海洋资源总量有限，因此合理利

用海洋资源尤为重要。厦门海洋空间资源利用

接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其中单位海岸线

海洋产业增加值接近标准，围填海利用率达

１００％；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中，由于养殖污染问

题，厦门近海养殖全部退出；用海秩序中违法

用海案件零增长，突显厦门在海洋资源利用方

面弥足重视。厦门海岛对经济贡献率还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岸线资源生产、生活配置有待进

一步优化；大型工程围填海对海洋生态影响应

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近海退养回潮带来的用

海矛盾、纠纷以及海域环境污染；违规用海的

行为仍时有发生；海洋清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２３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向上，但海水污

染仍未根本扭转

　　厦门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已取得一定的进步，

２０１１年厦门海域总体水质综合评价结果为符合

较清洁海域水质标准，其中清洁海域面积占全

海域面积的４４．３％，近岸海域一、二类以上沉

积物质量站位比重、自然岸线保有率、海洋保

护区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比率、污水排放以及

近三年岸线修复及投资强度已达标准，但近岸

海域一、二类以上水质占海域面积比重远远小

于建设标准 （７０％）。九龙江流域带来的陆源污

染物仍未从根本上遏制，２０１１年入海污染物总

量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１．１倍；中华白海豚等海洋珍

稀动物仍处于濒危状态，数量仍然较少，回升

迹象缓慢；海漂垃圾未得到彻底治理，影响滨

海旅游品质；滨海岸线的生态化建设仍需加强。

２４　海洋文化建设特色鲜明，但需继续深入

细化

　　厦门海洋文化建设投入力度较大，海洋科

技指标远远超过建设标准，海洋宣传与教育、

海洋文化遗产等均符合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



９２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　

建设要求。厦门市是一个海洋历史文化悠久的

城市，积淀了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也具备海

洋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但当前存在系统梳理总

结不够、深入挖掘不够、形成文化产业带动经

济发展不够；海洋文化弘扬的形式和平台还未

全面地建立；从事海洋文化事业的专业队伍比

较欠缺；公众虽已具备接受海洋文化教育的机

制，但海洋意识还不够强烈；海洋文化遗产保

护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２５　海洋统计数据较为完善，但需进一步规范

从指标统计过程可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缺乏数据统计指标的全面性以及规范性。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标尚未形成市级的数据

统计，海洋文化建设中仅有财政投入与科技投

入的数据，管理组织保障没有形成数据统计体

系。环境保护纳入政绩体系仍有很长的一个过

程，同时数据的缺乏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程度

的评估。

３　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针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评估结果

所反映的相关问题，认为厦门下一步应重点在

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强化和突破，以推动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３１　制订规划

尽快制定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

指导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前进，防止和减少在

建设过程中走弯路，确保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走在全国前列。

３２　注重海洋产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

加大海洋医药、海洋公共健康产品、海洋

新能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深入企业、科

研单位和高校，拓宽中试投入的经费渠道，重

点支持具有产业化前景项目海洋类中试技术研

究；加快翔安欧厝游艇制造基地、海沧排头游

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产业链

的发展；整合挖掘自然与人文内涵旅游，拓展

海洋旅游深度和品质，实现海洋旅游由单一观

光向休闲度假模式的转变；推进渔业经济转型，

扩大对台交流与合作；拓展都市渔业发展内容，

重视对台交流，引进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促进

现代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培养和引进海

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和发展技术力

量雄厚和市场意识强的研究开发队伍；设立专

门的机构和专项资金，及时解决成果转化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

３３　加强滨海生态保护与建设

严格执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重点

解决九龙江流域环境问题，改善海洋环境；控

制海上污染物排放，加大陆源污染的防治与海

上执法，开展海洋环境整治，改善海洋环境。

加强海洋保护区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区域鲎保

护区建设，加强对台的珍稀动物保护区交流；

持续实施海域整治工程，深入海洋生态修复工

程，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的实践水准；重视自然

与人造沙滩的保护，深入开展沙滩养护、修复

以及再生规律研究与实践，提高沙滩品质，打

造沙滩品牌；快速推进岸线生态化建设，合理

布局岸线功能，调整生产性港口，营造亲水性

滨海岸线建设；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平台建设，

强化海洋灾害的公众意识，增强海洋灾害应对

能力。

３４　重视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培养

抓紧编制海洋文化规划，创作海洋类文艺

节目，加快推进和形成海洋文化产业基地形成；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树立海洋生态

文明意识，开展海洋生态文明教育环保课程，

举办相关培训与活动；加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的宣传，通过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海洋

生态文明活动；加强海洋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

表彰先进文明单位，公开曝光和批评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

励公众参与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

提高公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４　总结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使然，将成为我国海洋事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厦门开展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提供难得机遇。厦门海洋工作一

直走在我国前列，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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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工作成效和经验都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

认可和学习借鉴，这为厦门开展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根据对厦门海洋生态文明的现状评估，不

难发现厦门亟须突破资源环境与技术瓶颈，需

重点考虑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优化海洋资源利

用，缓解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细化海洋文化建

设内容，完善海洋统计数据等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厦门生态文明建设建议，希望能对

管理部门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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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企业合作创新模式

企业的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生存能力与

未来发展空间，蓝黄区域相关企业应当密切彼

此之间的创新合作，实现共赢，不仅在产品开

发领域，并在生产、管理、后续营销等方面寻

找更多的对接点，同时要密切关注相关产品的

生命周期，在其不同成长阶段实施相应的发展

策略，找到最优的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此外，

要合理配置蓝黄两区相关企业的人、财、物等

生产要素，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内外风险，不

断提高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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