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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永恒

的主题 资源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 ∀海岸带是一个特殊的地

带 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自然资源 ∀在我国 海岸带资源是

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我

国沿海地区以 的土地面积 养

活了 的人口并提供了 以

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近几年

来 由于人口不断向海岸带地区集

聚 海岸带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开发

利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使得

海岸带地区的资源开发过度 环境

遭到破坏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而

研究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

利用 加强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的

保护 实施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对

于我国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

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

我国海岸带资源的特点

海岸带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交

接地带 是海岸线向陆 !海两侧扩

展到一定宽度的带状区域 是陆地

和海洋相互作用的地区 ∀按 °

提出的海岸带新概念 其大陆侧的

上限为 等高线 其海洋侧的

下限是大陆架的边坡 大致与

等深线相当≈ ∀海岸带资源依仗

于海岸带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不同

于其他资源 如林业资源 !水资源 !

动物资源等对地域的选择性不强

而海岸带资源是限定于海陆交界

的特殊地理单元范畴内的 脱离其

地理位置则无从描述和评价 就不

再称其为海岸带资源了 其功能和价

值也无从体现≈ ∀

在我国 海岸带资源是一种特殊

而重要的资源 它的开发利用存在

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资源

总量多 但人均占有量少 ∀从海岸

带资源总量来看 我国是一个海岸

带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 ∀我国拥有

大陆岸线 多公里 岛屿岸线

长达 多公里 合计总长

多公里 ∀拥有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

海四大海域 ∀我国海区还拥有

以上的岛屿 个 ∀但是 人均

拥有资源量却非常少 ∀以海岸线为

例 我国人均岸线不足 长 在

个沿海国家中 排在最后一

位 ∀ ƒ 资源管理不善 破坏和浪

费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对于海岸带

资源的开发利用长期以来都是 / 谁

发现 !谁开发 !谁受益0 ∀由此造成

的资源无偿开发利用导致了资源

综合利用效果差 经济效益不佳

同时还导致了重开发利用而轻保

护和管理的不合理现象 一些企业

或个人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

不惜破坏资源基础 造成海岸带资

源的破坏和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生

态环境被污染恶化 不少地区出现

了大面积的海岸侵蚀 使沿海地区

土地质量降低 造成了大量的损

失 ∀ 开发利用中 科技含量低 ∀

在我国海岸带资源的开发利用中

科技含量远低于世界先进国家和

地区的水平 ∀以海涂为例 我国大

部分地区对于海涂的开发仍停留

在围垦 !制盐 !种植和养殖上 ∀而种

植业以粮棉为主 养殖业以鱼 !虾 !

蟹为主 出售农副产品多 加工的

产品少 ∀精加工的产品更少 产品

附加值很低 ∀ 我国海盐年产量

≅ 左右 约占全国盐总产

量的 盐场主要分布在江苏北

部沿海地区 ∀但由于制盐技术落

后 平均单产仅为塘沽盐场的

而吨盐成本平均高出

左右 ∀ 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势和

潜力大 ∀我国各种海岸带资源目前

都有比较大的综合开发利用优势

和潜力 ∀如我国沿海滩涂面积约有

≅ 尚未开发 我国可养

殖滩涂资源中已利用的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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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 ≅ 可养殖面积

尚未开发利用 等深线以上的

浅海水域利用不足 基本上处

于未开发状态 我国港口资源多处

虽已开发 但尚有一定的潜势 ∀就

全国沿海宜港岸线来说 其港址潜

势系数 未开发宜港岸线 全部宜

港岸线 为 说明我国的港口

发展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很大潜

力的 就海岸带旅游资源开发来

说 我国目前开发的只有 多个景

点 尚不到总数的 属于开发的

初级阶段 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海岸带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海

岸带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整个国

民经济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出发 我们界定海岸

带可持续发展就是指依靠科技进

步 在保护海岸带生态和环境质量

不受损害的前提下 合理 ! 有效地

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 使其成为既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

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 因此 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海岸带开发和

综合管理中也可被理解为可持续

利用 ∀对于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 个方面

的内容 ∀

协调发展

发展是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和灵魂 ∀如果不保持经济总量的

持续 !有序增长 海岸带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 况且海岸带

又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重心

地带 它对于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的作用 ∀但是发展必须是协

调型的发展 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

长 而不顾其他 那么海岸带的可

持续发展势必会受到限制 ∀因此

还要强调海岸带地区经济 ! 资源 !

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含义是 对

密切相关的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

明智的利用和认真的管理以使人

们目前或潜在的利用不受影响 对

资源的获取 !开采或利用不应该超

过同一时期资源的可再生的量 ∀就

可持续性而言 应对资源加以保

护 使资源自身的再生能力永远都

不遭受损害 ∀只有这样的管理才能

保持生物的潜力 增强可再生资源

的长期经济潜力 ∀如果一味地追求

经济效益 而不顾海岸带的生态和

资源特点 将使海岸带的开发得不

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同时还会对海

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

胁 ∀如江苏省大丰市境内出产的文

蛤 有着 /天下第一鲜0 的美誉 是

出口的拳头产品 年蕴藏量高

达 由于无节制的开采 现

滩面上的文蛤资源不足 ≈ ∀因

此 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 必须

要对其进行保护 以达到可持续利

用的目的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准则

是 对资源的获取 !提取或利用不

能超过在同一时期内可能产生或

者再生的数量 ∀重要的是要了解沿

海环境退化所能接受的限度和沿

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 ∀确定生

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的

管理 使其永远保持在最低限度以

上 ∀

海岸带的环境保护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衔接

的地带 ∀由于陆源污染物多经过地

表径流携带入海 在污染物的迁移

过程中 海岸带是污染物的最先受

纳者 又是污染物向深海扩散的中

转站 是最容易感受污染物的场

所∀加之经济发达地区多集中在沿海

地区 这些地区不仅人口密度大 !

工业集中 而且大量河流 !排污渠

在此汇集入海 ∀如渤海沿岸 个

排污口不分昼夜地向海岸带排放

污染物 每年向渤海排放的污水高

达 ≅ 渤海已有近一半海

域被污染 污染已达到临界状态≈ ∀因

此 海岸带是遭受人类过度开发活

动 !各类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退

化综合影响的区域 ∀为实现海岸带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海岸带的开

发与管理中 要维护海岸带的环境

质量 合理地利用海岸带的环境容

量和自净能力 将海岸带的污染负

荷总量限制在海岸带本身固有的

自然净化能力的范围之内 保证海

岸带的环境质量长期维持在一定

的水平之上 从而实现海岸带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 ∀

时空的公平性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

以公平的原则分配可利用的资

源 ∀这里的公平既包括当代人和后

代人在资源利用权上的公平 同时

还包括当代人之间的公平 主要是

指经济 !科技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

区之间的公平 ∀

合理的管理模式

从以往的海岸带开发与管理

的经验和教训来分析 如果没有正

确的海岸带管理制度和模式 实现

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一

项艰巨的任务 ∀由于可持续发展包

括经济 !环境 !社会等多个目标 并

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指导资源

利用的适用法律和政策 因此 要

实现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

有一个合理的海岸带管理模式 即

寻求一种人口 !资源 !环境和经济

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建议与对策

开源节流

海岸带资源的有限性以及随

着人类开发利用所体现出日益短

缺的形势 对于海岸带的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许多限制与困难因素 ∀为

了实现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

面要做好资源的来源扩大工作 包

括通过调查 !勘探发现新的资源品

种和储量 同时还要提高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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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 开展紧缺资源的人造代用新

物质 !新材料等 另一方面 要节约

利用各种资源 毕竟开源的数量以

及资源现有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

是有限的 ∀

资源和环境的有偿使用

在我国一直继续着 / 产品高

价 原料低价 资源无价0的价格扭

曲现象 ≈ 对于海岸带资源和环境

的开发利用长期以来都是 / 谁发

现 谁开发 谁所有 谁受益0 从而

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也

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同

时 由于人类向海岸带任意排放污

染物 造成了海岸带环境的破坏 ∀

为了管理好 !用好海岸带的环境和

资源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

境条件 需要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

用 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来减

少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保护海岸带

环境 ∀

加强对资源的管理 对海

岸带资源进行核算与定价

对海岸带资源进行资源资产化

管理 对其进行资源价值核算和定

价 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之中 ∀从中央到地方要健全资源管

理机构 解决好资源的产权和使用

权问题 建立一定的指标核算体

系 对海岸带资源进行核算与定

价 做到有偿使用 并将收入用于

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和有效

利用之中 实现良性循环 ∀

发挥科技的作用

解决人与资源之间矛盾的关

键是靠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应当不断改进海洋监测技

术 提高监测的时效性 !准确性和

自动化程度 加大对环境综合整治

技术研究 及时清除污染所造成的

对资源和环境的危害 加强对环境

容量研究 为充分利用好海域的自

净能力提供依据 ∀依托科技上的突

破 更加有效地保护好近海资源 ∀

重点开展海岸带及近海资源现状

和资源再生过程与环境演变规律

研究 特定海域养殖容量和生产潜

力 !生物资源补充过程研究 开展

海岸带脆弱性评价技术 !海洋环境

质量评价与污染防治技术等 ∀

加强海洋和海岸带立法

工作

要加快海洋和海岸带立法的进

程 不断完善海洋法规体系 为海

岸带资源环境管理创造一个良好

的法制环境 ∀例如应制定海洋渔业

政策 建立渔业资源利用与保护制

度 制止过度捕捞 ∀要依据法律法

规 健全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体系

完善监察制度 规范执法程序 加

大海上执法监察力度 对于破坏资

源 ! 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严格处

理 ∀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教

育 不断改善执法手段 和执法设

施 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 ∀立

法是保护海岸带资源和环境 实现

其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和最有效

的手段 ∀

深入宣传 在全民中树立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在于综合决策与管理水平的提高

以及公众观念的认同 ∀可持续发展

的中心是人 应当在全民中树立起

可持续发展观 应该通过各种各样

的媒体 加大对海岸带资源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 使社

会各界充分认识到保护资源环境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争取社会各界

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

持 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增强实

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

建立海岸带资源环境管

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是实现海岸带

综合管理的有效手段 我国已成功

地进行了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 !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等大规模

的海洋资源 !环境调查 ∀在这些信

息的基础上 进一步广泛应用遥

感 !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 建

立海岸带资源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对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动态

观测和分析 为各级管理部门提供

可靠的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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