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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结合国家有关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澳门海域实际情况,分析海域对于澳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十四五”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海洋空间管

控,构建绿色发展格局;开展岸线整治修复,实施生态恢复工程;维护滨海湿地功能,推动海湾综合

治理;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海洋旅游市场;实施污染联防联控,有效推动公众参与。同时,结合

澳门实际情况,提出中长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助力澳门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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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significanceof85km2ofseaareaforMacao'seconomicandso-

cialdevelopmentinaccordancewiththerequirementsofthestatefortheconstructionof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actualsituationofMacao'sseaarea,thecountermeasuresof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duringthefourteenthfiveyearplanwereclarified,including
strengtheningthe managementandcontrolof marinespace,buildingagreendevelopment

pattern;carryingouttherenovationandrestorationofcoastline,implementingtheecologicalres-

torationproject;maintainingthefunctionofcoastalwetland,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treat-

mentoftheBay;buildingtourisminfrastructure,developingthemarinetourism market;imple-

mentingthejointpreventionandcontrolofpollution,effectivelypromotingpublicparticipation.

Thestrategyofmidandlongterm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protectionwasputforw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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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ightofMacao'sreality,whichwouldhelpMacaoplayagreaterroleintheconstructionof
“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and“TheBeltandRoad”inthenewera.

Keywords:Macao,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
Area,Protectionstrategy

0 引言

长期以来,澳门虽然是滨海城市,却一直没有

自己 管 辖 的 海 域。2015年12月20日,国 务 院

第665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行政区域图》,赋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管理

85km2的海域,改变了澳门历史上“临海而没有

海”的局面[1],为澳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

机遇。海洋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2],也是生态

屏障、经济动脉、战略空间。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

文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时代背景下,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有效保护好澳门的海洋生态环境,

对于澳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推动澳门建设“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和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

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

1 澳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1.1 维护并提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在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面对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求,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

发展模式,摒弃“重开发、轻保护”的思维惯性,推

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文明是生

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3-4],是生态文明建设在海

洋领域的伟大实践[5],核心在于促进陆海统筹、维

护人-海和谐和建设美丽海洋。海洋在澳门经济

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未来经济

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拥有管理海域的澳门,

必将以维护并提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其重要

职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发展绿色生态澳

门,严格保护其未来生产生活及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支撑要素,将澳门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

性循环的国际城市。

1.2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是新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要职责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实施,在

澳门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粤港澳

大湾区是全球第四大湾区,是依托“珠江河口海域”

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而建立的世界级城

市群,将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全面改革开放

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和完善“一国两制”事业

发展的新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临海而兴,随着改革

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面临巨大挑战。改善澳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强

化澳门与内地海洋、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合作,是改

善珠江口区域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

强化区域协调联动保护、打造世界一流美丽湾区的

必然要求,对于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6]。

1.3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世界休闲旅游中

心”的重要目标

澳门未来长期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建设“世界休

闲旅游中心”,根据《澳门五年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澳门争取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

以休闲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宜居、宜业、宜行、宜游、宜乐的城市。然

而,澳门及其周边珠江口海域围填海工程的实施,

强烈干扰了近岸海域生态系统,造成诸如自然岸线

缩短、湿地面积萎缩、鱼类“三场一通道”丧失等负

面影响。虽然围填海为澳门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空

间,使澳门陆域面积和海岸线长度大幅提升,但敏

感、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建设“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必须强化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市民和游客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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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良好海洋生态环境是澳门实现高质量永续发

展的坚实基础

在陆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海域资源已成为澳

门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澳门未来也必然要向管理

海域进军。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良好的海

洋生态环境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

一,是衡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

也是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

出了更高要求,切实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既有利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也有助于加

快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只有在良好海洋生

态环境的保障下,在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或尽可能

降低对其影响的前提下,澳门海洋经济才能更有发

展前景,才能不断提高澳门在区域和国际的影响力

和辐射力。

2 “十四五”时期主要应对策略

2.1 强化海洋空间管控,构建绿色发展格局

2.1.1 强化海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编制澳门海域国土空间规划,推进海域规划与

陆域规划的“多规合一”,重点解决陆海统筹格局下

海洋空间利用相对合理性问题,发挥其海洋空间保

护开发引导和约束作用,不断提高自然保护地、保

留区的面积占比。划定各类海域保护线,严格保护

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

脆弱区。以澳门海域利用与发展中长期规划为基

础,科学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海洋空间开发适

宜性,有效衔接广东国土空间规划及其海岸带专项

规划,使澳门海域融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格局。

2.1.2 审慎规划及实施围填海工程

澳门陆域面积狭小,随着人口的增多和产业发

展需求的增大,填海的意愿必将越来越迫切。但是

近岸填海会严重挤压生态空间,叠加累积的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损害不容忽视[7-8]。未来应

充分考虑珠江口的行洪纳潮安全,在不破坏澳门数

百年留下的优美自然景观和历史记忆的基础上,严

格控制澳门海域围填海工程规模,减少不必要的填

海造地,维护地区水深地形和地质环境,减少对滨

海湿地和自然岸线的占用。而较大规模的围填海

造地,要有序适度且尽可能远离目前的澳门半岛、

氹仔岛和路环岛。

2.2 开展岸线整治修复,实施生态恢复工程

2.2.1 整治修复九澳港北侧岸线

九澳港北侧的建筑废料堆填区,从港口和机场

运营安全角度考虑,此处宜进行生态化海堤建设,

以加强护岸安全及美化景观。生态海堤是具有生

态功能和美学价值的复合生态系统,具备抵御风暴

潮涨水、抵御海浪侵蚀、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生物多

样性和改善水质等功能[9-10]。在保障海堤(护岸)

防洪防潮防浪安全的前提下,向海侧堤型宜采用斜

坡式结构,在条件适宜时尽可能缓坡入海,促进近

岸海洋生境的重建。通过护滩养滩、生态涵养、增

加亲海空间等措施,促进海堤陆海两侧的生态化。

2.2.2 综合提升澳门关闸以东海域人居环境

澳门关闸以东海域本是澳门向内地展示特区

风貌的重要窗口,但此处海域常年严重淤积,退潮

时滩涂、淤泥外露,水质环境较差,湿地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受损;景观质量一般,缺少必要的亲海空

间和配套的休闲旅游设施;开发活动较为粗放,防

灾减灾能力较低,海洋和城市相互隔离,无法融合

共生。结合澳门关闸拥挤的交通现状,可考虑和珠

海共同开发利用此处海域,打造独居澳门特色的交

通枢纽和滨海公园,实现海域的充分、集约、高效利

用,实现海域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

2.3 维护滨海湿地功能,推动海湾综合治理

2.3.1 建设氹仔-路环-横琴连片红树林湿地

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加强与珠

海的湿地保护合作,制定实施湿地保育计划,推动

与珠海构建互联互通湿地,维护湿地“天然碳库”

“天然物种库”和“地球之肾”等功能[11-13]。红树林

具有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的功

能,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极高[14-15]。鉴

于澳门西侧红树林规模较大且生长态势良好,可将

横琴岛东侧邻近澳门的海岸区规划为红树林种植

区,与澳门西侧红树林形成一河两岸红树林带,构

建珠江口西岸黑脸琵鹭等保护物种重要越冬栖息

觅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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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澳门水道两侧“蓝色海湾”综合治理

以全面提升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为核心,坚持

控源截污、标本兼治、精准治理,严格限制澳门水道

两侧非法构筑物建设,确保其行洪、纳潮、通航的安

全。通过实施水质环境治理、岸线保护与修复、滨

海景观及生态廊道建设、航道定期清淤等工程,有

效改善澳门水道两侧的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生物多

样性,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蓝色海湾”工程

实施之后,因地制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施

效果评估,如效果明显可考虑纳入国家自然保护地

体系,以提升澳门水道及其两侧岸线自然资源的多

重效益。

2.4 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海洋旅游市场

2.4.1 建设“一带两湾”自然公园

休闲经济应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

擎,滨海旅游业将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一带两湾”指的是位于路环岛南部的黑沙湾、

竹湾和贯穿其间的旅游休闲带。黑沙湾内有黑沙

滩,景观具有神秘性、独特性、稳定性。竹湾海域开

敞,外部交通便利,发展基础良好。通过完善黑沙

湾和竹湾基础设施,嵌入400多年中西海洋历史文

化沉淀的元素,推动休闲度假、康体娱乐、文化交

流、海上运动等产业的发展,将澳门的城市形象从

博彩城市打造为独具特色的、多元化旅游目的地。

2.4.2 联合珠海共同建设“生态岛礁”

澳门管辖海域内没有岛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澳门涉海产业的发展。与澳门毗邻的广东

珠海拥有数量众多的无居民海岛,目前大多处于未

开发状态。可通过租赁或共同建设大烈岛、小烈

岛、黄茅岛、黄白岛、小蒲台岛等“生态岛礁”,持续

开展生态保育、生态景观、宜居宜游、科技支撑等工

程,改善海岛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保护海岛及

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形成独具澳门特色的生态岛

礁合作建设新模式,为海洋生态文明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5 实施污染联防联控,有效推动公众参与

2.5.1 实施陆海污染物联防联控联治

“河长制”和“湾长制”是维护河海健康、保障水

资源安全的有效举措,借鉴其有关成熟经验,通过

联合珠海建设湾仔水道、洪湾水道、十字门水道海

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等措施,落实属地责任,加强

入海河流断面监测监管。全面摸查澳门已建的入

海排污口,清理非法和不合理设置的入海排污口,

逐步实现集中排放、生态排放和深远海排放。严格

控制海洋垃圾的陆域和海上输入,防控海洋生态环

境风险。参照香港惰性拆迁物料台山处置方案,推

动澳门惰性拆迁建设物料实现内地集中处置。

2.5.2 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和公众参与机制

以人为本,不断提高澳门居民的幸福感、安全

感和获得感。海域等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应

纳入澳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布局,推进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制度建设

协调发展。明确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海事及水务

局和有关部门及各堂区的职责,以提高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落实共治共享理念。督促企业积极

履行污染防治社会责任,鼓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

组织、社会大众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实现多方共管、

协同共治、责任共担。

3 中长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策略

3.1 推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

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

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

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在珠江口红树林、湿

地、鸟类等集中分布区域,联合广东省、香港特别行

政区共同开展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充分论证

并科学编制国家公园试点方案,纳入全国国家公园

建设的总体布局。严格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

独特性、原真性和完整性,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2 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监测、评估和预警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基

础上,进行适当优化调整,构建澳门特色的海洋生

态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合理确定各类指标

权重和预警阈值,科学评价典型区域滩涂、岸线等

资源的承载能力,切实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为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海洋

空间开发格局奠定坚实基础。未来,可建设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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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平台并投入业务化运营,

为澳门海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3.3 定期评估澳门海域“健康”状况并动态发布

利用海洋健康指数“把脉”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目前在国内外已有较多应用。海洋健康是海洋环

境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16],海洋健

康指数于2012年8月在《NATURE》杂志首次发

布,是一套全新的评价海洋为人类可持续提供福祉

能力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数为海洋评估工作提供

了全新视野,揭示了海洋健康的变化及趋势,为专

家和决策者提供衡量海洋健康的通用标准,可在澳

门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探索和使用。

4 结语

澳门的持续繁荣稳定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

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国家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充分借鉴内地海洋

生态文明理念和成功经验,严格保护并有序利用好

澳门85km2 的管理海域,让海洋为居民提供更多

优质的生态产品、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加优良

的生态服务,是澳门加快建设步伐、丰富发展内涵、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

澳门建设“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的有力支撑和

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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