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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构建内涵研究


———以大亚湾临海产业园区为例

黄华梅，谢　健，王　平，林丽华，罗　艳
（国家海洋局南海海洋工程勘察与环境研究院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０）

　　摘　　　要：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是追求人与海洋、社会经济的和谐，保障海洋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大亚湾临海产业园的发展和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具有典型的代

表意义，是建设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理想区域之一。文章以大亚湾产业园为例，剖

析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内涵，以期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为建立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工作思路和相关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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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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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党的十七大报告

将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新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八大

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

远大计。

依据生态文明的理念，海洋生态文明的核

心是追求人与海洋、社会经济的和谐，保障海

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以海

洋经济的繁荣来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以

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来促进海洋经济开发，

两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荣的海洋

生态文明的格局［１－３］。依据国家海洋局下发的

《关于开展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工作的

意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作为我国 “十二

五”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将推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持续、

健康发展。

大亚湾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枢纽之一，

该区域同时集聚了相当规模的核电堆群，大亚

湾的产业经济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本区生境

类型多样，生物资源丰富，根据目前的监测数

据，在大规模的临海产业建设的情况下，大亚

湾海域水质仍可维持在第一类和第二类水平，

海洋沉积物质量良好［４－５］；同时在高强度的开发

中，该区域也面临较大的环境挑战和压力。大

亚湾临海产业的发展和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具有

典型的代表意义，是建设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的理想区域之一。

生态文明为社会建设全新的理念，很多学

者就其内涵做了相关阐述［６－８］，王如松［９］就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做了系统的研究。而

目前对于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建设相关指标

的研究仍没有系统的阐述。本研究在借鉴生态

学者王如松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结合大亚湾产业园区海洋经济的发展

特点和海洋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阐述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区的构建内涵，将大亚湾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的建设主要分为４个层次，即海洋

生态文明支撑体系、海洋生态文明运作体系、

海洋生态文明彰显体系和海洋生态文明保障体

系，在此基础上，剖析大亚湾海洋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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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已有基础和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１　海洋生态文明支撑体系

１１　支撑体系已具备的基础———蓝色屏障体

系和海岸生态廊道

　　海洋生态文明的支撑体系主要为支持海洋

产业健康运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随着

大亚湾产业园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理念的支持下，大亚

湾产业园区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目

前已构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海域蓝色屏

障和以深入产业园区的绿道为基础的海岸生态

廊道，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体系。

海域蓝色屏障以大亚湾海域自然保护区、

海洋牧场等为代表，主要包括大亚湾水产资源

保护区、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

些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能更有效保护海洋

自然资源和珍稀物种，提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同时也对海洋生态安全起

到生物指示剂的作用。大亚湾以杨梅坑为代表

的人工鱼礁区型的海洋牧场的建立，是一种环

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渔业生产模式，

有利于水生生物的资源养护和增殖，大大提高

海域碳汇能力，对于改善大亚湾区域的海域生

态环境、调节因人类活动对海域的负面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４，１０］。

以沿海绿道建设的海岸生态廊道也是大亚

湾产业园区海洋生态文明支撑体系的重要内容

之一。大亚湾城市及社区绿道串联山、水、园、

路等生态空间要素，串联起破碎化的生态斑块

和生态廊道，有助于完善生态网络，增强生态

空间的连通性，从区域的尺度上构筑生态安全

屏障。海岸生态廊道同时也可以保护敏感的沿

海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并为野生生

物提供生境，为人类提供游憩场所，是滨海休

闲旅游的重要元素，也是海岸带宜居城区的重

要建设内容。

１２　海洋生态文明支撑体系有待提高改进之处

大亚湾产业园区已具备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的良好的基础，然而依据生态文明低能

耗和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１１］，该区域的生态文

明建设的支撑体系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① 提高生态能源的利用率。为进一步保障低碳

经济的发展，降低发展能耗，大亚湾今后应大

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以减少能耗，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② 提高

产业园区内生态服务用地率。合理规划产业园

区，园区内预留生态服务用地，避免大面积的

不透水的地面，尤其是码头港口和仓储区，应

适当配置绿化，以避免热岛效应的产生。③ 大

力发展中水回用和海水综合利用，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积极发展中水回用工程，提高污水处

理水平，提倡处理过的废水的再次利用，以达

到节约水资源，减少工业用水的目的。同时，

积极发展海水综合利用，引导临海工业大量使

用海水作为工业冷却水等。④ 加大对现存红树

林资源的保护力度［５］。由于历史上的开发活动，

大亚湾的红树林资源仅剩大亚湾西北部的白涛

湾和东北部的范和港，位于红树林保护区范围

内。但目前红树林生态系统仍处于不断的退化

中，基本上已经不成林，仅剩零星分布。因此

应采取相关的整治修复和保护措施，保护现有

的红树林资源。

２　海洋生态文明运作体系

海洋生态文明的运作体系即其生态经济代

谢网络，以高强度的海洋产业能量流、物质流、

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口流为主要特征，不断进

行代谢，具备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

等多重功能，经历着孕育、发展、繁荣、熟化、

衰落和复兴等演化历程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系统。

２１　运作体系已有优势———高效的生态物流

循环

　　大亚湾海洋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遵循了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通过园区合

理的产业布局，充分发挥隔墙供应的优点，构

建了园区高效的生态物流循环网络，是海洋生

态文明运作体系的重要体现之一。近年来，大

亚湾充分发挥 “隔墙供应”的优势，大力延伸

石化产业链，吸引了一大批石化中下游企业及

石化配套基础设施建筑商落户。此外，大亚湾



第７期 黄华梅，等：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构建内涵研究 ６７　　　

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各落户企业充分利用

华南地区健全的物流网络，从而创建优越的投

资环境。例如，科莱恩大亚湾新工程毗邻中国

壳牌公司，是其原料供应的长期合作伙伴，原

料通过管道被直接运送到工厂内，确保运输安

全和持续供给，充分体现了高效的物流循环优

势，提高产业系统的生态效率，减小能耗。

２２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运作体系建设有待改

进之处

　　大亚湾产业园区已具备上述明显的高效的

生态物流循环的优势，为海洋生态文明运作体

系的科学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也体现了良好

的产业生态效率，为更好地完善海洋生态文明

的运作体系，仍需从以下两方面努力：① 减少

产业生态足迹。重视大亚湾区域的生态足迹，

尽量减少产业发展等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生态足迹应与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经济

发展相协调。② 集约、节约利用海洋和海岸资

源。依据全省 “９０８”岸线的统计，大亚湾人工

岸线的比例达到９０％以上，可见该区域的开发

活动强度非常大。在未来的开发规划中，一定

要强化保护自然岸线资源，如现存的沙质岸线、

基岩岸线和生物岸线，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

３　海洋生态文明彰显体系

海洋生态文明彰显体系包括物态文明和心

态文明的彰显，主要表现在适宜的产业环境，

以及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大亚湾产业园区

自建设以来，目前已形成了以产业空间布局高

效合理、各产业比例分配科学、园区动脉系统

即道路网路通畅的产业环境；形成了以休闲度

假、生态游憩为主的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３１　彰显体系已具备的基础———产业空间布

局合理高效、人居环境宜居、宜业

　　大亚湾产业环境彰显体系主要基础包括：

大亚湾产业园区的建设空间布局紧凑合理，各

产业能发挥空间互补和 “隔墙供应”的优势，

充分体现了产业园区的高效性；各功能组团由

绿地、湿地和林地等生态服务用地隔开；园区

内第一、二、三产业比例分配科学，充分反映

了现代产业园区技术型、科技型的特征；园区

内道路系统完善，形成了连接城区与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内部快速交通的主动脉系统。此外，

园区建设在公用仓储、管廊、铁路、生产保运

基地和员工宿舍等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混合

功能就近上班。

大亚湾人居环境的彰显体系目前成效主要

有：充分依赖自然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发展

休闲旅游，建成了一系列以天然浴场、沙滩、

阳光的休闲度假旅游区，这些休闲旅游设施的

建立，将为园区内工作的工人就近提供亲近海

洋、放松身心的机会，充分体现了人海和谐。

同时，休闲旅游区的建立也充分体现了大亚湾

区域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园区产业的发展

也起到环境制约的作用。以绿道串联起各个社

区绿地、公园、林地和湿地等自然元素的生态

游憩廊道，也是产业园区宜居、宜业的人居环

境的重要体现。

３２　海洋生态文明彰显体系建设有待改进之处

大亚湾产业园区在产业布局、营造宜居和

宜业环境方面已显示了良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是其彰显体系的重要体现。为了更好

地完善海洋生态文明的彰显体系建设，大亚湾

产业园区今后需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① 提升生态建筑的比例。生态建筑应占新建产

业建筑和社会公共建筑的７０％以上；同时提高

立体绿化率，尤其是加强屋顶绿化的水平，美

化区域生态环境，同时节能环保。② 营造宽松

和清晰的红绿边缘。红的边缘将破解摊大饼式

的工业区的发展格局，提倡紧凑高效的空间利

用率；绿的边缘则尽可能延长，涵盖各生态功

能服务、社会公共设施区和厂区住宅区。③ 健

全产业园区的肾肺功能：强化园区内开旷地表

１００％可渗水透绿，避免热岛效应；提高下沉式

绿地兼湿地的功能，湿地兼生态给排水功能。

４　海洋生态文明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建设强调生态的人文过程，通过

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调节和能力建设带动整个产

业社区形态的彰显和神态的升华，促进物态谐

和、业态祥和、心态平和与世态亲和的文明发

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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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统筹决策能力、企业生态文明认知指数和公

众生态文明意识。

４１　保障体系建设已有的基础———科学的生

态统筹决策能力和较高的生态文明认知

指数

　　大亚湾海域是典型的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复

合生态系统，根据相关的文献［４］，伴随着我国

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大亚湾海域生态系统的某些方面正在逐步走向

健康，这一重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主要受

益于现有的科学高效的保障体系。总的来说，

大亚湾产业园区的海洋生态文明保障体系具备

以下３个方面的突出优势。

４１１　科学的政府生态统筹决策能力

目前已成立大亚湾经济管理委员会 （简称

管委会），具体负责统筹产业布局、招商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管委会在区域统筹、城乡统

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和经济统筹方面具有

较强的能力，显示了良好的生态统筹决策能力。

其具体的表现为产业园区定位准，生态园区建

设方面成效高。

产业园区始终贯彻以节约能源、资源以及

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积极推

进陆海统筹思路，切实保护海洋及海岸生态环

境。产业园区主要以石化产业及其配套产业为

主，厂区建设均执行较高的环境准入标准，管

委会在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

一直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

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

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此外，大亚湾区建立了企业、石化区、大

亚湾区三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成立区应

急指挥中心和专业事故应急队伍，建设了 “三

废”排放在线监控系统、事故预警设施、应急

设施 （包括事故应急池）和应急物资库等，并

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有效提升了环境应对

能力。

４１２　企业生态文明认知指数较高

在大亚湾落户的企业，大多具有较好的环

保意识，能主动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体

现了较好的生态文明认知指数。比较典型的案

例，落户于大亚湾产业园的壳牌主动加入中国

环境与发展国家合作委员会，并支持多个低碳

经济研究项目。同时，该企业也与非政府环保

组织积极开展合作，在建立新项目或扩展当前

业务时把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的考虑内容。此

外，企业从产业安全生产的角度，着力提高生

态事故防治、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方面促

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４１３　高效合理的生态监管系统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大亚湾全区共投入环保资

金６０多亿元，用于建设区内环保设施，提高环

保监管能力，着力编织 “海陆空”立体环境保

护网络，全方位监测环境数据。该区有计划开

展海洋环境监测、涉海工程项目监测、养殖渔

业水体监测、赤潮监测监视，实施增殖放流效

果跟踪调查。此外，大亚湾建设了重点排污企

业远程视频监控和在线监控系统，实现了重污

染企业视频监控系统与环保部门的联网，最大

限度地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惠州大亚湾近岸

海域总体水质保持良好状态，水质基本达到

《海水水质标准》第一类、第二类，大亚湾近岸

沉积物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状态。

４２　海洋生态文明保障体系建设有待改进之处

为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提供有力的保障体系，

大亚湾产业园仍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① 做好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提高公众海洋生态

文明意识。充分利用宣传海报、媒体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为公众普及海洋生态文明知识，

树立生态文明观，引导大众将生态文明理念融

入平时的工作和生活。② 培育公众社会参与能

力，建设和谐产业园区。提高产业园区的行政

的透明度，培育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提高公

众关心和参与重大决策的意愿，树立产业园区

公众的主人公意识，从而为建设和谐产业园区

奠定良好的基础。

５　结束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作为我国 “十二五”

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更好地推动我

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力争到 “十二五”

末建成１０～１５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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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枢纽之一，其产

业经济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同时本区生境类

型多样，生态环境良好。大亚湾临海产业的发

展和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在积极探索海洋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方

面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２０１１年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批复的 《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

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惠州重点建设大亚湾临

海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惠东巽寮海洋滨海旅

游度假区，打造宜居、易业、宜游的优质生态

湾区”。可见，无论从自然生态条件、产业优势

和政策支持力度上，大亚湾产业园都是建设国

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理想区域之一。

本研究以大亚湾产业园为例，剖析海洋生

态文明的建设内涵，分别从４个方面分别阐述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体系建设内涵和相关指

标，已有的基础成效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大亚

湾产业园区建设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具

有良好的基础，目前已构成了以海洋自然保护

区为代表的海域蓝色屏障和以深入产业园区的

绿道为基础的海岸生态廊道，为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体系；具备以高效的生

态物流循环为特征的海洋生态文明运作体系；

形成了以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高效、人居环境宜

居、宜业为主的海洋生态文明彰显体系；具备

以科学的生态统筹决策能力、较高的企业生态

文明认知指数、高效合理的生态监管系统为主

要特征的海洋生态文明保障体系。

我国海洋事业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

历史机遇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

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是解决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强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对于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

高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和综合管理的管控能力，

实现 “十二五”海洋发展战略目标，推动我国

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都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通过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沿海地区经济社会与海洋

生态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是落实科学发

展观、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本研究以大亚湾产业园为例，剖析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的建设内涵，以期为推动我国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为建立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提供工作思路和相关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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