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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欧洲瓦登海沿岸潮差大$潮滩地貌体系发育$潮滩宽阔!是世界围海

造田历史中的典范之地#瓦登海沿岸在经历大规模围海造地之后!对近岸海洋生态系统

的保护取得巨大进展!已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瓦登海沿岸与江苏沿海的潮滩环境有

很大的相似性!瓦登海的海岸海洋保护的经验!值得江苏沿海开发进程中借鉴!协调江

苏沿海开发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关系!实施基于生态系统保护的海洋空间规划和多目

标开发利用!合理地利用潮滩淤涨的自然规律!可为发展江苏沿海经济提供重要科技

支撑#

关
!

键
!

词"江苏沿海开发%瓦登海%围海造地%海岸生态系统

!

!

瓦登海的开发与保护

!"!

!

海域概况与围填海历程

欧洲北海是一个陆架浅海水域$北海平均

深水
+"B

$面积
&*

万
GB

!

(北海是全球的一个

大型海洋生态系统 !

EH?

9

ABH?K=AA<:D

M

D6ABD

#

之一$具有明显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

'

(瓦登海

是欧洲北海海域东南部的一个近岸海域$总面

积约为
#%*

万
GB

!

$海岸线穿越德国%荷兰和丹

麦
$

个国家$绵长
#*""GB

!图
#

#(瓦登海在

德国境内面积最大$覆盖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

泰因州西部沿海近
!*

万
5B

! 的面积(在这一区

域$春季平均潮差
!

%

$%(B

之间波动$易北河

河口较大$其边界为人工建造的高达
&%*

%

'%'B

的海堤$海堤前缘广泛发育盐沼湿地和潮

滩地貌(这里的盐沼形成于冰后期海侵$但是

随着
#+

世纪末密集的木桩栅栏促淤工程的实

施$盐沼规模进一步扩展(德国北部盐沼围垦

始于
##

世纪$对潮滩的围垦始于
!"

世纪
*"

年

代(

#+*(

*

#++"

年$共有
$$(""5B

! 的潮滩被

围垦(同期$在整个瓦登海范围内$大规模的

开垦也在进行$但德国境内的围垦规模远远大

于荷兰和丹麦的围垦规模$这一期间共垦地近

(*"""5B

!

$围垦区共计
$+

块!表
#

#

&

!

'

(沿岸

各州筑堤工程止于
!"

世纪
+"

年代初(海岸环境

保护及生态系统修复的展开和海平面上升%海

岸防护等诸多的因素共同制约下$瓦登海围垦

结束成为必然(

表
!

!

瓦登海
#.

世纪
&.

%

/.

年代末围垦情况

项目
德国瓦登海沿岸

T<5EAD8K

9

,Y:ED6AK=

州

德国瓦登海沿岸

cKAOA?DH<5DA=

州
荷兰瓦登海沿岸 丹麦瓦登海沿岸

年份
#+*(

*

#++" #+*"

*

#++# #+)+

*

#+'" #+'#

面积1
5B

! 约
#'"""

约
#*(""

约
#"("" #"""

垦区数量1个
#& #) * #

最大垦区1
5B

!

('"" **"" +!"" #"""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c:%(#"&#"")

#和博士点基金项目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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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登海概况

!!

荷兰毗邻欧洲北海海域$是典型的低地之

国$

#

1

(

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最低点位于海平

面以下
)%&(B

$如果没有先进的堤防设施$荷

兰
!

1

$

的国土将受到洪水的危害$洪水影响的

这一区域的经济总量占荷兰
Q\S

的
&"0

(荷兰

海洋工程的历史是与洪水抗争的历史$在防御

河流%海洋洪水灾害的进程中$兼顾对土地资

源的需要实施围海造地工程$围海造地为荷兰

创造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拓展了荷兰人的生存

空间"也大大改善了沿海低地的生存环境$树

立了国际围海造地的典范&

$

'

(为了抵御风暴潮海

洋灾害$最大的工程项目是
_LKOA?

海海堤的围堵

合拢$这条长约
$"GB

的高标准海堤在
#+!&

*

#+$!

年期间完成$该海堤切断了堤内与北海的直

接联系$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在
_LKOA?

海项目

完成后$荷兰开始围垦海堤内陆一侧经过长期的

围垦和土地开发$形成
#)*"GB

! 的新生土地$

用于农业开发%休闲与城市扩张的需要&

(

'

(荷兰

在
!"

世纪实施了巨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成为世

界围填海项目的典范$并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和技术$历史上的围填海工程在抵御沿海风暴潮

灾害的同时$对围堤内的低地进行了大规模的

农业开发$对河口地区的围垦与改造打造了莱

茵河以鹿特丹为代表的世界级大型港群(以荷

兰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围海造地%港口建设%

疏浚%海岸工程%围垦区景观设计%海岸海洋

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

'

(荷兰
!"

世纪大规模填海工程引发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

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主要的问题

表现为滨海湿地的大面积减少$生物种群数量

下降$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在围垦区内出现

的地面沉降以及土壤改良投入的成本过大等问

题&

)

'

(

!"#

!

瓦登海的重要性和保护进展

瓦登海是欧洲最大最重要的海洋湿地$由

大规模的潮滩%盐沼%沙丘和岛屿组成的一个

复杂的动态生态系统$是世界最重要的潮汐生

态系统$是欧洲遭受风暴潮侵袭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

&

'

(为保护瓦登海生态环境$丹麦%德国

和荷兰成立了瓦登海三方合作组织(目前$瓦

登海实施了
$

个国家合作保护和管理海域的三

边合作框架(三边计划的核心是
$

个国家在保

护瓦登海地区的主导原则%共同管理原则和共

同目标等方面达成共识(瓦登海的管理模式已

从地域性向多方合作的综合管理转变(

瓦登海保护和管理方案是建立在生态系统

的基础上$主要的目标是保持该地区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实现瓦登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瓦

登海面积
#*"""GB

!

$其中有
#!"""GB

! 都是

三边保护地区$成为瓦登海国际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公园(瓦登海是一个近岸浅海区域$沿着

荷兰%德国和丹麦的海岸延伸$并被岸外障壁

沙岛环绕(瓦登海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有

潮汐汊道%砂质和泥质的潮滩%盐沼%海滩%

海岸沙丘%

(

个主要的河口(瓦登海是海豹和大

约
*"

种鸟类的栖息地(当处理瓦登海沿海的跨

国界的污染%生态问题时$需要沿岸国家间的

合作(

#+&(

年荷兰%丹麦和德国发起了一个关于

瓦登海的合作协定$但到
#+'!

年才通过
$

国的

法律程序被采纳(

#+'&

年涉及
$

国的瓦登海合

作的共同秘书处成立(瓦登海的合作导致一些

共同管理区的建立%相关海洋环境使用和活动

的管理条例的出台(

#++#

年之后
$

国定期召开

瓦登海政府会议$有关瓦登海的合作的内容日

益广泛(但到
#++&

年$制订的瓦登海三方合作

计划向合作迈向了坚实的步伐$涉及的政策和

管理方案目的是全面保护和管理%可持续地开

发利用瓦登海(计划适用于以下区域0离岸

$=BKEA

和陆地上的防波堤 !包括从河口直到咸

水深入内陆的最远点%岛屿和一些内陆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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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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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瓦登海质量情况报告 !

eTU

#在三方监管

及评估计划 !

V./S

#的基础上$分别从海水%

沉积物%生物"潮间带"盐沼"海滩鸟类"海

洋哺乳动物及河口地区等几个方面制定了详细

的保护措施(欧盟海岸带综合管理已将此提上

议程(瓦登海的各项管理保护措施都是在该区

域可持续发展%确保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前提下

制定的(虽然方案重点强调环境保护$但对海

岸带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也作为可持续发展不可

缺少的部分做了明确的阐述(

!"$

!

瓦登海保护内容和取得的成就

瓦登海保护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诸多方面(

例如0自然和文化 !保护自然$维持历史文化

遗产的多样性#"水和沉积物质量 !尽可能减少

污染#%盐沼 !维持盐沼的自然演化$改良自然

植被结构$为鸟类的迁徙提供良好的环境#%潮

滩 !维持潮滩的地貌%生物%水动力等方面的

自然演化$提供良好的动物生活环境#%沙滩和

沙丘 !维持沙滩和沙丘的自然动力演化$完善

自然植被的演替$为鸟类迁徙提供良好的环

境#%河口 !保护河口有价值的部分$尽可能维

护和恢复河流的自然状态#%离岸地区 !维护地

貌自然演化$为鸟类提供食物$增加动物的自

然再生产能力#%临近海域 !为动物提供良好的

环境#%鸟类 !为鸟类的迁徙提供良好的生活环

境和食物$自然养殖$创造不受干扰的生活环

境#%海洋哺乳动物 !提高各种海洋动物再生产

能力#

&

'

'

(

多年来$在瓦登海三边合作中$意识到保

护和管理瓦登海地区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将其与海岸海洋人类活

动联系起来共同管理(瓦登海三边政策的主导

原则是尽可能获得一个自然%可持续的生态系

统$即使瓦登海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自然地演

化(因此$保护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和得

到自然和动态发展的瓦登海$保护和维持自然

的动植物生活环境%鸟类和哺乳动物%沉积物

和水的质量%自然和人文等方面多样性(瓦登

海沿岸
$

国制定了相关的瓦登海保护和管理政

策$并将海岸保护%农业%工业和港口运输业%

渔业%旅游和娱乐%油气开采%沙石开采等政

策列入瓦登海海洋保护和管理计划中(瓦登海

近
(

1

*

的面积被划为三方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

园(

!""+

年
)

月
!!

日第
$$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

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举行$会议审议批准

新添世界遗产
#$

处$公布的世界遗产新名单

上$德国1荷兰瓦登海域和意大利多洛米蒂山是

仅有的两处自然遗产(作为新的世界自然遗产

地$其潜在的旅游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难以估

量$在开发滩涂中保护滩涂资源%发挥滩涂资

源的综合功能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践意义(

#

!

江苏沿海开发与保护

#"!

!

江苏沿海概况

江苏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部$

南接长江口$北连东陇海$是我国中西部地区

重要的出海门户$承南启北%贯通东西的区位

优势为江苏省沿海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区位

条件(江苏海域面积
$%&*

万
GB

!

$滩涂面积达

&)%!

万
5B

!

$约占全国滩涂总面积的
#

1

(

$拥有

丰富的近岸海域风能%潮汐能以及油气资源$

海洋生物有
$""

多种$贝藻类资源在全国具有

独特的优势$为江苏省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物质基础&

+

'

(江苏海岸线
+*(GB

$可建万

吨级泊位的深水岸段
#$"GB

$已建和可建的大

中型港址
#(

处$其中可以建设
!"

万吨级以上的

码头的有连云港%洋口港$利用河口和潮流通

道可建设
*

万
%

#"

万吨级的有吕四港%大丰港

等(江苏沿海旅游资源丰富$连云港拥有基岩

海岸蔚为壮观的山海奇观$盐城拥有东亚地区

最大的滩涂湿地和著名的丹顶鹤%麋鹿两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通启东圆陀角附近有独特

的江海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每年到此游览(

#"#

!

江苏围海造地与沿海开发

江苏拥有大陆标准岸线长
+*(GB

$北起苏

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北口$其中砂质

海岸
$"GB

$基岩海岸
("GB

$粉沙淤泥质海

岸
''(GB

(在淤泥质海岸中$除连云港大板跳

至射阳河口%海门东灶港至启东蒿枝港两岸段

的
!#'GB

海岸处于侵蚀状态 !局部有淤张现

象#$其余的
)))GB

海岸均为淤长型岸段$尤

以射阳南部和大丰%东台滩涂淤长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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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滩快速淤涨为江苏沿海滩涂围垦提供了重要

的物质基础&

+

'

(据统计$江苏自
#+(+

*

!""(

年底共围垦沿海滩涂
!*!(GB

!

!表
!

#

&

#"

'

(滩

涂围垦为江苏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解人

口增长压力%保持耕地动态平衡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

表
#

!

!/%/

%

#..%

年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统计

地级市 县%市 垦区数1个 围垦面积1
GB

! 平均单个面积1
GB

! 标准岸线长度1
GB

平均围垦宽度1
GB

南通市

启东
!) &)%" !%+ )+%& #%#

海门
( #!%! $%# #! #%"

通州
( #+%' * #*%+ #%!

如东
#+ !$'%& #!%) #"$%$ !%$

海安
$ !!%$ &%( #%( #)%!

盐城市

东台
#' !"+%$ ##%) #'"%) #%!

大丰
#& ()$%$ !&%$ !"(%( !%$

射阳
## $&'%+ $(%( #"+%) $%*

滨海
+ #(&%! #)%( ((%! $%$

响水
& !$$%& $$%( ($%# *%(

连云港市

灌云
' #&*%* !#%+ !&%$ )%(

连云
#+ !)#%( #$%' ')%+ $%"

赣榆
$$ #)"%# (%+ (&%( $%(

!!

注0数据来源于 )江苏沿海垦区+及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滩涂处
%

!!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海洋经济发展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连云港$港口腹地%货物吞吐量以及临

港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在
!"

世纪
'"

年代公布的

#(

个东部沿海开放城市中的总体实力排名落后"

海洋经济发展停留在海水养殖%远洋捕捞%海产

品加工等传统产业领域$而对海洋新兴产业的认

识不足(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与我

国沿海其他地区相比反差较大(从全省看$南通%

盐城%连云港沿海
$

市人均
Q\S

为
+$$"

元$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江苏沿海地带每平方千米的

Q\S

是广东沿海地带的
#

1

)

$山东的
#

1

*

$浙江的

#

1

(

"与沿海其他省 !市%自治区#相比$江苏海

洋产业总量较小%层次偏低(江苏海洋资源综合

指数位居全国第
(

$但海洋产业总产值仅列全国

第
&

位$分别相当于广东%浙江和山东的
!(0

%

!(%)0

和
$"0

&

##

'

(

总体上看$江苏沿海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的 .低谷/$

!""+

年
)

月国务院正

式批准的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明确了江

苏沿海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保障

措施$标志着江苏沿海省域规划已上升到国家

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已成为具有全局意义

的国家战略(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0

立足沿海$依托长三角$服务中西部$面向东

北亚$建设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沿海新

型的工业基地$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

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足的宜居区$成为

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辐射带动能

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江苏沿海开

发以连云港为龙头$实施三极 !连云港%盐城%

南通#%一带 !沿海地带#%多节点 !即港区和

城镇#空间开发布局(

近期$江苏沿海开发
#"

个专项规划和
$

年

实施方案公布(这些方案既描绘了沿海地区发

展的美好蓝图$也为江苏省提供了加快推进沿

海开发的行动指南$力争通过
$

年努力$集中

力量加快建设以连云港港为核心的沿海港口群$

完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努力把连云港港建设

成为国家沿海主要港口%长三角北翼国际航运

中心%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加快推

进滩涂资源围垦利用$实施沿海港口%二%三

产业%农业和生态综合开发$提高开发效益"



$"

!!!

海洋开发与管理
!"#$

年
!

着力加快沿海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争取尽快启

动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加快沿海城镇建设步伐$

促进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和城乡空间布局的

优化&

#!

'

(

其中江苏沿海的围填海工程最引人注目(

江苏滩涂总面积超过
))%)&

万
5B

!

$约占全国的

#

1

(

$让这一优势资源实现高效集约开发和可持

续利用$成为江苏省沿海开发的重点之一( )江

苏沿海滩涂围垦及开发利用规划纲要 !

!"#"

*

!"!"

年#+中$明确提出将在沿海滩涂规划建设

!#

个围区$按主要功能定位$分为
&

个现代农

业综合开发区%

(

个生态旅游综合开发区%

&

个

临港产业综合开发区和
$

个绿色城镇综合开发

区"

!"#"

*

!"!"

年$江苏沿海滩涂围垦总规模

将达到
#'%#&

万
5B

!

(

#"$

!

江苏沿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江苏高度重视沿海开发中的环境保护$提

出绿色生态环境是沿海地区的生命线$也是沿

海开发的高压线$坚持保护式沿海开发(根据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省先后编制了

)江苏省沿海开发环境保护规划+和 )江苏省海

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加强入海河流水

环境综合整治$启动了沿海
#!

条主要入海河流

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推进陆源污染的综合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控制海水养殖业污

染$并开展大规模的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

活动$建立了国家级江苏海门牡蛎礁海洋特别

保护区%连云港海州湾海湾生态与自然遗迹海

洋特别保护区%海州湾中国对虾种质资源保护

区等海洋渔业种质资源保护区( .十一五/以

来$江苏加强海洋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共布设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点
!(

个$入海河口监测

断面
!)

个$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排污口
!)

个$近

海环境总体良好&

#$

'

(

但江苏沿海存在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

监管能力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其中

包括沿海化工园区较多$存在较大海洋环境污

染风险"部分涉海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反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行为"部分企业偷排或不正

常运行治污设备$导致部分河段污染严重&

#(

'

(

长期以来$江苏沿海除了为数不多的自然保护

区外$对于潮滩盐沼湿地的保护处于失控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规模围垦让江苏沿海的盐

沼湿地面积损失了
*"0

以上(大规模围填海项

目缺乏深入研究$大规模围填海工程对海岸湿

地与生态系统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其

潜在的影响评估和应对策略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

!

瓦登海开发与保护对江苏沿海开发的

启示

$"!

!

瓦登海潮滩环境与江苏类似#其开发与

保护经验值得借鉴

!!

瓦登海与江苏沿海近岸海洋环境有很大的

相似性$潮差大$潮间带面积大$潮滩地貌发

育$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围海造地历程(在江苏

沿海大开发背景下$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可以

借鉴瓦登海沿岸荷兰%德国的经验$科学实施

围填海工程$服务江苏沿海经济发展的需要(

瓦登海沿岸的围填海工程结束于
!"

世纪
+"

年代初期$以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岸海洋环境

保护成为瓦登海沿岸国家的主要目标$荷兰%

德国%丹麦
$

国经过
!"

多年的保护$

!""+

年瓦

登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在瓦

登海沿岸$对新的沿海开发活动则往往经过反

复的科学论证后才能实施(例如0近期荷兰鹿

特丹港口通过实施
!"GB

! 的围填海工程来实现

向北海扩建$此工程从
!"

世纪
+"

年代提出方

案$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长达
)"""

余

页$一直到
!""'

年才开始实施$工程建设到

!"#$

年才能发挥作用(建设方案中包括有$在

港池的外海侧建设给游人休闲的
$*5B

! 沙丘海

滨$此外还在邻近海岸带修整了
&*"5B

! 的休

闲自然保护区$并在邻近海域划出
!*"GB

! 的

生态保护区(这一马拉松式的围填海工程的论

证和实施与现阶段中国的快速实施过程形成鲜

明的对比(

$"#

!

瓦登海的围垦进程缓慢#利用自然泥沙

过程促淤和围垦区内土壤改良经验值得

借鉴

!!

从
!"

世纪瓦登海沿岸的围海造地历史中可

以汲取成功的围海造地经验(荷兰%德国围海

造地的进程相对缓慢$在围垦规划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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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适宜围垦的滩涂上进行人工促淤$主要是采

用布设木栅栏的方式促淤$在自然的泥沙输移

过程中大量拦截泥沙$提高潮滩地面标高(在

实施围堤之后$对围垦区内的土地进行挖渠排

水%种植植物%硬化地表土壤等措施改良围垦

区的土壤环境$使其易于开发利用(同时$在

围垦区内保留了大量的水面$荷兰须德海大型

垦区内$不仅围垦了
#)*"GB

! 的土地$也保留

了巨大的水域面积$是荷兰当今重要的湿地自

然保护区(江苏沿海大开发进程中如何科学地

实施围填海工程$应该一个系统的工程$在围

垦规划的基础上怎么围3 围了以后怎么改造3

在具体实施围海过程中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

战$大型围填海工程整体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也值得关注(

$"$

!

瓦登海的保护是基于海陆统筹的综合

管理与保护

!!

根据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瓦登海沿岸的开发

与保护$瓦登海沿岸经历了兴修海堤%大规模

围垦开发到全面保护为主的转变(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的瓦登海保护是一个基于海陆统筹的

综合管理与保护$涉及荷兰%德国%丹麦
$

国

的协调和通力合作(国际海岸带管理在
!"

世纪

+"

年代对海岸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加强$依靠

海岸软 !海滩养护#工程解决海岸侵蚀问题得

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推崇$瓦登海沿岸在大规模

开发之后$潮滩生态系统的保护置于重要位置$

从海岸带管理%海岸生态修复以及科学规划与

管理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等多视角开展瓦登海

的生态环境保护(值得一提的是$瓦登海相关

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荷兰%德国%丹麦得到重视$

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为瓦登海申报世界遗

产地成功提供科学依据(江苏沿海开发进程中$

沿海
$

市之间在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协调$应汲

取瓦登海开发与保护中的经验(

$"%

!

江苏沿海大开发中应协调滩涂开发与

保护之间的诸多关键问题

!!

最近
#"

余年来$伴随人类在海岸和海上活

动空间的扩张$欧美国家近期对基于生态系统

的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空间管理问题高度重视$

实施协调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与人类活动%不

同用海者之间的关系$开展跨部门的海洋区域

综合管理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得到国际学术界

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

A<:D

M

D6ABJNHDAOBH=H

9

ABA=6

#受到重视$开

展跨部门的管理$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发

展$但这一理想模式却很难实现(

!"")

年以来$

海洋空间管理 !

BH?K=AD

7

H6KHEBH=H

9

ABA=6

#成

为一种新的手段来实现海岸与海洋环境下
12.

的健康持续发展$海洋空间管理包括海洋空间

规划 !

BH?K=AD

7

H6KHE

7

EH==K=

9

#(海洋空间具有

多用途性$开发利用的价值巨大$是重要的国

家战略资源载体(传统的海洋空间管理多属于

强化部门管理$如渔业管理%生态保护区管理%

港口
,

航道运输管理%海堤工程建设与管理等(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内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思想在

学术界以及管理界得到普遍的重视$但海洋空

间部门管理的格局没有改变$相互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依然存在$对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的持续

健康发展缺乏有效的评估与管理(

国务院通过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是宏

观%战略性的规划$江苏省出台的一系列沿海

开发专项规划是总体规划在行业领域的深化(

但各个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是当今沿海空间开

发利用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沿海不同类

型开发活动之间及其与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之间

的协调是十分突出的矛盾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

题(江苏沿海大规模开发中的最突出问题是大

规模滩涂开发与海岸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

矛盾$如何做好沿海开发中海岸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工作是一项艰巨又繁重的任务$事关未来

江苏沿海的可持续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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