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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东海区所辖区域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4个省（市）沿海毗邻的我国管

辖海域。近年来，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及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宁波

市、厦门市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构建中央

和地方分工协作的工作体系。坚持规划引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统筹

布局、科学实施东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着力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积极落实国家重大规划部署。截至2023年，东海区各省（市）编制印发了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为统筹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重要

指导。各地高效落实国家规划任务，2021—2023年，共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893公

顷、岸线194千米，超额完成《“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东海区阶

段性目标；2021—2023年，共营造红树林1925公顷，保护修复现有红树林1159公

顷，提前并超额完成《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东海区

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目标；2022—2023年，共完成互花米草防治34305公顷，超额完

成《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东海区阶段性防治目标。

有序开展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近年来，东海区各省（市）不断完善自

然保护地体系，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截至2023年，东海区已建立省级以

上海洋自然保护地44处。东海区各省（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正式启用，

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83万平方千米，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

间，严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扎实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十三五”以来至2023年，东海区共实

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44个，修复滨海湿地8353公顷、岸线252千米。修

复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不断提升，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得到进一步巩

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日渐显现。

持续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管理与交流。东海区各级自然资源（海洋）主

管部门建立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相关管理制度，完善了保护修复项目监管体系，

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和宣传交流，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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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

  编制落实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鹅湾红树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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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编制落实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

划（2021—2035年）》《“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红树

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

划（2022—2025年）》等规划和行动计划。在充分衔接上述国家规划的基

础上，东海区各省（市）分别印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规划、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并持续推进落实。

2022年，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成果——《全国国

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正式印发实施，形成了我国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为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截至2023年，东海区各省（市）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均获批复。2017年12月，上海市作为试点城市，《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2023年，江苏省、福

建省、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相继获国务院批复，其中，

《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是我国第一个获批的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省级生态保护修复任务的总纲和空间指

引。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2023年，《江苏省国土空间生

（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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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和修复规划（2021—2035年）》《上海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

规划（2021—2035年）》《浙江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福建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编制完成，并

均已印发。

202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

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生态保护

和修复领域综合性规划。2022年1月，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

设规划（2021—2035年）》。2022年4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

发《“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提出“十四五”

期间全国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预

期目标。

东海区积极落实“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东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36个，其中新增支持项目26个，以往

年度支持项目10个；包括中央财政支持项目27个，浙江省级财政支持项目9

个。2021—2023年，东海区共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893公顷、岸线194千米。

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分别完成整治修复滨海湿地面积

3052公顷、257公顷、2712公顷和1872公顷；分别完成整治修复岸线长度

49千米、27千米、69千米和49千米。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已提前并超

（二）《“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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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完成“十四五”预期目标；福建省已提前并超额完成“十四五”整治修

复滨海湿地预期目标。

2020年，浙江省、福建省分别印发了省级红树林①保护修复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2021—2023年，东海区共营造红树林1925公顷，保护修复现有

红树林1159公顷，提前并超额完成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目标。其中，浙江省

营造红树林365公顷，保护修复现有红树林268公顷，实际完成率分别达

东海区《“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落实情况（2021—2023年）

省

（直辖市）

“十四五”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2021—2023年）

整治修复滨海

湿地面积（公顷）

整治修复岸线

长度（千米）

整治修复滨海

湿地面积（公顷）

完成率

（%）

整治修复岸线

长度（千米）

完成率

（%）

江苏省 2300 42 3052 133 49 117

上海市 160 18 257 161 27 150

浙江省 600 60 2712 452 69 115

福建省 1300 60 1872 144 49 82

合    计 4360 180 7893 / 194 /

（三）《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

2020年8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

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提出南方5个沿海省

（自治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目标，东海区涉及浙江省和福建省。

红树林是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潮间带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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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和104%；福建省营造红树林1560公顷，保护修复现有红树林891公

顷，实际完成率分别达231%和162%。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沿浦湾红树林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红树林



8

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编制落实

2022年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提出全国沿海省市互花米草防治任务。

2022年9月，福建省先行启动互花米草②除治专项行动，印发《福建

省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方案》。2023年，《江苏省互花米草治理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浙江省互花米草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方

案（2023—2025年）》《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25年）》相继印发。2022—2023年，东海区累计完成互花米草防治

34305公顷，超额完成2022—2023年度28395公顷的互花米草防治目标。其

（四）《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2022—2025年）》

互花米草是禾本科米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常见于潮间带和河口滩涂，具有根系发达、耐盐耐淹、繁殖力强、种群

扩散快和入侵力强等特征。

②

东海区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完成情况（2021—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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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苏省2023年度目标9433公顷，实际完成11467公顷，完成率121%；

上海市2023年度目标494公顷，实际完成1221公顷，完成率247%；浙江

省2023年度目标9360公顷，实际完成12509公顷，完成率134%；福建省

2022—2023年度目标9108公顷，提前一年于2022年全部完成。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互花米草防治前（2023年8月）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互花米草防治后（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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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西沪港互花米草防治后（2023年12月）

浙江省宁波市西沪港互花米草防治前（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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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清市互花米草防治前（2022年9月）

福建省福清市互花米草防治后（2022年10月）

东海区互花米草防治目标及完成情况表（2022—2023年）

省市
防治目标（公顷） 实际完成防治面积（公顷）

2022年 2023年 合计 2022年 2023年 合计 完成率（%）

江苏省 / 9433 9433 / 11467 11467 121

上海市 / 494 494 / 1221 1221 247

浙江省 / 9360 9360 / 12509 12509 134

福建省 5841 3267 9108 9108 / 9108 100

总    计 5841 22554 28395 9108 25197 34305 /



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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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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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近年来，东海区各省（市）在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等上位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有序开展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

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近年来，东海区各省（市）印发了省级自然保护地规划、相关实施意

见等，为指导和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提高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能

力、提升自然保护地生态服务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0年印发《关

于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林业局印发《上海市自然保护地保护和发展规划（2024—

2035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林业局于2021年印发《浙江省

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

福建省林业局于2022年印发《福建省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

规划（2022—2035年）》。

（一）自然保护地

◆

◆

◆

◆

■  规划制定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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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自然保护地建立情况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

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

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截至2023年，东海区已建立省级以上涉海的自然保护地③ 44处，其

中，国家级27处，省级17处。主要保护对象包括野生动物、海洋生物、鸟

类及其栖息地、湿地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等。

东海区海洋自然保护地区域分布（截至2023年）

2023年，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尚未完成，本报告中东海区涉海的自然保护地仅统计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中的海洋公园三类的阶段性成果。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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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东海区海洋自然保护地一览表（截至2023年）

序号 级  别 自然保护地名称

1

国家级

江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2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江苏小洋口国家级海洋公园
5 江苏海门蛎岈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6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 嵊泗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9 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10 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宁波象山花岙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12 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13 乐清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14 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
15 温州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
16 浙江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17 福瑶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18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 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
20 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21 湄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22 崇武国家级海洋公园
23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4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5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
26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7 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28

省     级

江苏南通启东长江口（北支）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29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30 上海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31 平湖市王盘山省级海洋自然公园
32 舟山市东部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3 舟山五峙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34 台州椒江大陈省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
35 玉环披山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6 温州洞头南北爿山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7 温州龙湾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8 瑞安铜盘岛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9 苍南七星列岛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40 马尾闽江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41 福清兴化湾水鸟省级自然保护区
42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43 龙海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44 东山珊瑚礁省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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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海洋自然保护地分布示意图（截至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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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湿地（上海市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牡蛎礁（江苏海门蛎岈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麋鹿（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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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凤头燕鸥（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华白海豚（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华鲟（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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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江苏盐城黄海湿地

2019年7月，盐城黄海湿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处滨

海湿地类型世界遗产。这里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

面积最大、连片分布最集中的淤泥质潮间带湿地，是全球9

条鸟类迁徙通道之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重要

补给站，每年数百万只候鸟在盐城停歇、繁殖或越冬。

专栏一

江苏省盐城市条子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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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保护红线

“三区”是指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三种类型的国

土空间。“三线”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

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2022年，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正式启用，东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83万平方千米，主要

类型包含重要河口、滨海湿地、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重要渔业资源

产卵场、特殊海岛和海岸防护区等区域。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

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分别为0.95万平方千米、0.24万平方千米、1.46万

平方千米、1.18万平方千米。

东海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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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2022年8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对加

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近年来，东海区各省（市）积极贯彻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建

立了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对有限人为活动准入、管控、建设项目审

批、监管机制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范和明确。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江苏省林业局于2023年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的通知》。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印发《关于落实“上海

2035”，进一步加强四条控制线实施管理的若干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22年和2023年分

别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见》《关于规范生

态保护红线内涉及用海用岛审批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的通知》。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福建省林业局于2023年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通知（试行）》

《关于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有关意见办理的通知（试

行）》等。

◆

◆

◆

◆

勺嘴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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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

候鸟迁飞区的重要驿站。湿地保护面积2100公顷，区内有维管

束植物147种，野生动物552种，其他水生生物612种，包括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87种。保护区通过实施退养还湿、除治互花米

草、营造生态鸟岛等措施，建立联防联动、长效保护机制。

闽江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水鸟和候鸟数量大幅

增加。湿地常年迁徙停歇的水鸟超过5万只，9种水鸟种群数量

超过全球1%。2022年8月，“福建闽江河口湿地：海、陆生物

地理区划过渡带”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预备清单。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宁波市梅山湾干岙湿地

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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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及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宁波市、厦

门市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推

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和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

项目实施。修复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不断提升，海岸带生态安

全屏障得到进一步巩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日渐显现。

“十三五”以来至2023年，东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44

个，其中中央财政支持项目35个，浙江省级财政支持项目9个。截至2023

年，东海区共修复滨海湿地8353公顷、岸线252千米。

厦门集美岸线沙滩修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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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十三五”以来东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情况表（2016—2023年）

序号 项  目  区  域 项   目   名   称 支持年份

1 苏北沿海 连云港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9

2 苏北沿海 江苏盐城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2

3 长江口—杭州湾 南通启东市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4 长江口—杭州湾 江苏南通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2

5 长江口—杭州湾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2

6 长江口—杭州湾 2023年上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7 长江口—杭州湾 浙江舟山（嵊泗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8 长江口—杭州湾 浙江省定海省级“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2

9 长江口—杭州湾 2016年舟山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6

10 长江口—杭州湾 2016年宁波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6

11 长江口—杭州湾 宁波市（北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12 长江口—杭州湾 舟山市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13 -17 长江口—杭州湾 / 浙东南海域 浙江省“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第二批5个）* 2023

18 浙东南海域 宁波市西沪港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19 浙东南海域 2023年宁波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20 浙东南海域 台州市三门省级“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2

21 浙东南海域 台州市椒江省级“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2

22 浙东南海域 台州市台州湾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9

23 浙东南海域 浙江台州（玉环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24 浙东南海域 温州市乐清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2

25 浙东南海域 温州市乐清省级“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2

26 浙东南海域 温州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9

27 浙东南海域 2016年温州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6

28 浙东南海域 温州市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29 浙东南海域 温州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0

30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23年福建宁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31 海峡西岸（福建省） 福州市滨海新城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32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23年福建福州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33 海峡西岸（福建省）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君山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34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16年平潭“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6

35 海峡西岸（福建省） 莆田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9

36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23年福建莆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37 海峡西岸（福建省）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38 海峡西岸（福建省） 泉州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泉州湾海域） 2020

39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16年厦门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16

40 海峡西岸（福建省） 2023年厦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3

41 海峡西岸（福建省） 厦门市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2020

42 海峡西岸（福建省） 厦门市2021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43 海峡西岸（福建省） 厦门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 2020

44 海峡西岸（福建省） 福建漳州市（东山湾、诏安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1

注：标*为浙江省级财政支持项目，其余为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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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东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分布示意图（2016—2023年）



28

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十三五”以来东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区域分布（2016—2023年）④

“十三五”以来东海区滨海湿地修复面积（2016—2023年）

“十三五”以来东海区岸线修复长度（2016—2023年）

依据《“十四五”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行动计划》，将东海区区域划分：苏北沿海（连云港市、盐城市）、长江

口—杭州湾（南通市、上海市、嘉兴市、舟山市、宁波市（象山港以北））、浙东南海域（宁波市（象山港以

南）、台州市、温州市）、海峡西岸（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

④

修复项目数量

滨海湿地修复（公顷）

岸线修复（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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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沿海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个。截至2023年，修复滨海湿地1837公

顷、岸线28千米。

◆ 长江口—杭州湾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2个。截至2023年，修复滨海湿地1727公

顷、岸线84千米。

江苏盐城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022年)盐沼修复效果

浙江舟山（嵊泗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021年)沙滩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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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 浙东南海域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5个。截至2023年，修复滨海湿地2536公

顷、岸线66千米。

◆ 海峡西岸（福建省）

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5个。截至2023年，修复滨海湿地2253公

顷、岸线74千米。

厦门市2021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红树林修复效果

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2019年)沙滩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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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实践——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

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从海域到流

域再到全域，厦门持续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为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良性互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坚持人民至上、共建共享——厦门始终坚持生态为民，构建市民亲近

自然的山海空间，实现了美好生态环境全民共享。

坚持战略谋划、规划引领——厦门率先在全国实现“多规合一”，在

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生态修复专项规划中，始终锚定建设美丽厦门目

标不动摇。

坚持高位推进、依法治理——厦门陆续出台了十余部涉湖、涉海、涉

地法规，为持之以恒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坚持陆海统筹、综合治理——厦门建立流域协同、区域协同的生态修

复工作机制；与上游漳州建立九龙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厦漳泉跨区域执

法联盟机制，促进了陆海一体的空间资源保护和永续利用。

坚持尊重自然、科学治理——筼筜湖“搞活水体”、红树林湿地系统

重构、沙滩修复、海堤开口等重大涉海工程建设，都是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和科学治理的成功实践。

坚持问题导向、一湾一策——厦门根据每个海湾的特点，明确不同的

生态修复目标和区域发展目标，“一湾一策”、多措并举。

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厦门把生态优先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领域全过程，一张蓝图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二）厦门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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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厦门市筼筜湖生态修复后

◆ 厦门市筼筜湖生态修复

筼筜湖旧称筼筜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污染严重。1988年3月30

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综合治理筼筜

湖专题会议，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

境”20 字方针。30多年来，厦门市先后开展五期筼筜湖综合整治。按照

源头控制、中间减排、末端治理的科学治理思路，统筹协调，推进综合施

策。如今，筼筜湖生态修复效果显著，水质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增

加，已蝶变成水清岸绿、鸟语花香的“城市会客厅”。2021年，厦门市筼

筜湖生态修复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的《中国生态修复

典型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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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共评选出9个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典型案例，东海区4个项目入选，分别为江苏省连岛整治修复及保

护、宁波市梅山湾生态保护修复、临海市白沙湾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和温州

苍南打造红树林“北进桥头堡”。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联合发布了《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中国共5个项目

入选，其中东海区2个，分别为福建省福州市滨海新城砂质海岸生态减灾和

福建省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

◆ 江苏省连岛整治修复及保护

项目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东北海域连岛。项目通过清除岛上坠

石风险点、加固海岸、修复挡浪墙、清理沙滩碎石、清淤补沙、恢复及绿

化山体植被等一系列措施修复受损的岛体和沙滩。修复沙滩16.34公顷，修

复连岛南侧和东侧长度约1219米、面积约3.4万平方米的山体滑坡。大幅增

强了连岛防灾减灾能力，优化了连岛景观面貌。

（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江苏省连岛整治修复及保护（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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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 宁波市梅山湾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位于浙江省“三港一湾”重要组成部分——象山港口门处。项目

以生态价值提升为核心，通过“陆海统筹、河海兼顾、上下联动、协同共

治”治理新模式，实施岸线整治修复、湿地保护与修复、互花米草治理和

陆域截污等综合治理措施。修复2252米砂质岸线，建成32.4公顷沙滩，构

建21.5公顷海洋生态缓冲带，形成20.8公顷湿地。梅山湾从“海水常年混

浊，泥路和荒滩遍布”的小岛，成为“美丽港湾、生态岛礁、绿色海岸”

的蓝色海湾。

浙江省宁波市梅山湾生态保护修复（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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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白沙湾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项目位于浙江省临海市临港新城南侧白沙湾。项目以沙滩修复、水

环境治理、岸滩植被恢复三大工程建设为核心，增设水交换泵站，采用

生物治理和生态养护的方法，全面改善湾区水质。修复沙滩2.47千米，

从游步道向湾内延伸100米，确保干、湿沙滩有机结合，营造亲水空间。

依托生态岸线改造，开展湾区内侧植被恢复工程，植被恢复面积28公

顷，营造滨海“生态海岸”。

浙江省临海市白沙湾滨海湿地生态修复（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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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 温州苍南打造红树林“北进桥头堡”

项目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沿浦湾。项目实施退养还湿、红树林种

植修复、红树林湿地海岸统筹整治工程，通过改造滨海湿地生境，形成海

洋生物及候鸟的栖息地。同时，在红树林种植区周围设置6200亩大型生态

养殖区，构建“红树林种植—生态养殖耦合”共存模式。整治修复红树林

宜林生境、营建红树林350亩，新营建红树林与往年生态修复成果连成一

片，面积已超1500亩，约占浙江省红树林面积的四分之一。

浙江省温州苍南打造红树林“北进桥头堡”（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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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首个“蓝色海湾”项目有序实施

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临港新片区岸段，是上海市第一个获批的“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项目。项目强化陆海统筹，内外联动，筑牢滨海廊道生态底

色，修复海岸线总长17.05千米，修复总面积205公顷。开展外

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和本地滨海植被恢复，着力修复受损

退化的海洋生态系统，提升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构建陆海一

体、生态减灾协同的海岸空间。

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临港滨海

专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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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福建省福州市滨海新城砂质海岸生态减灾（修复后）

◆ 福建省福州市滨海新城砂质海岸生态减灾

项目位于福州市滨海新城。项目实施海滩整治与养护、滨海防护林种

植与建设、海堤堤后湿地生境恢复三项工程，通过沙滩补沙、海滩后滨沙

地植被种植、养殖清退、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和凤眼莲治理、沿海防护林建

设等措施，构建以自然岸线为主的“海滩―后滨植被―防护林”的生态海

堤。拟完成防护林种植与建设221公顷，海滩综合整治135.3公顷，后滨沙

生植被带建设3.2千米，湿地生境恢复274.9公顷，构建了绿色屏障和鸟类

栖息天堂，提升了砂质海岸生态系统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和防风

挡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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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

项目位于厦门市翔安区。项目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种植红树林等措

施，退养清滩180公顷，种植红树林85公顷，科学构建了“红树林+光滩+

潮沟+浅水水域”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项目的实施为下潭尾湾区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和防护，形成了“绿色缓冲带”，丰富了海洋生物的多样

性，维护了海岸带的生态平衡，保护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福建省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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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专栏四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霓屿红树林湿地

专栏五

福建省石狮市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

洞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上花园”出东海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实施2016年、2019年两期“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项目，通过破堤通海、湿地保护、海堤修复、退养

还海等措施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洞头区率先在全国推出了“蓝

色海湾”整治修复评价指数体系，同时探索社会资本共建新模式。

福建省石狮市大力推进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石狮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近年来，石狮市已投入地方资

金17亿余元，重点在红塔湾、古浮湾、斗美湾、观音山、林銮渡

等区域开展了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有效恢复了修复区域的海洋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管理与交流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东凌海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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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管理与交流

浙江省舟山市泗礁岛

东海区各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建立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相关

管理制度、完善了保护修复项目监管体系，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与交流，

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为履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监督管理职责，明确自然资源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储备、完善海洋生态修

复管理体制机制，东海区各省（市）分别印发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相关

管理制度。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于2020年联合印发《江苏省自

然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2年印发《上海市自然资源领域市与

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财政厅于2021年联合印发《浙江省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申报（入库）指南》《关于推进省级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相关工作的通知》。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于2022年印发《关于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

目储备管理的通知》。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印发《宁波市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指南（试行）》。

（一）管理制度建设

◆

◆

◆

◆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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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对中央财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立了“部级指

导、省负总责、市县实施”的责任机制，统筹推进项目实施。

◆ 海区监管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积极履行东海区重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相关监

管职责，对“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等中央财政

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开展了监管。建立了以海区生态中心为技术牵

头，各海洋中心负责辖区监管技术支撑的分级分区监管业务体系；制定了

申报项目负面清单审核工作程序和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了项目实施

情况季度监管、情况反馈和监管例会等监管制度，指导、督促项目规范实

施，提升保护修复成效。

◆ 省级监管

东海区省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强化项目日常监管，并结合各

地实际，不断创新监管工作模式。

江苏省根据项目特点，分解任务，倒排工期，落实责任；同时明确

“县级自查、市级核查、省级抽查”的分级监管要求，对在建项目

（二）项目监管

项目监管（座谈交流） 项目监管（现场踏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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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管理与交流

◆

◆

◆

（三）科技创新与交流

落实“周调度、月报告、季检查”制度，把控项目按时推进。

上海市将项目纳入“两库一计划”管理，深化技术研究和方案比

选，提高方案成熟度。在项目前期阶段，利用“一网通办”，最

快速度实现证照齐全开工建设。

浙江省建立“一个责任、一套模式、三个节点”监管流程，实现上

下衔接、条抓块统、高效联动。坚持省市县三级日常交流、每月调

度、按季上报、年末考评，建立正向激励、反向约束机制。

福建省通过现场督导和发函通报的形式，指导、推动、督促项目

按期实施。同时加强技术引领，指导项目开展生态监测和成效评

估、验收技术审核等工作。

2023年，东海区围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学术交

流和科普宣传工作。

◆ 科技创新

积极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

2035年）》，2020年，自然资源部东海局组织编制长江三角洲重要河口区

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海峡西岸重点海湾河口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

工程规划，为《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省（市）坚持科研创新引领技术发展。上海市依托临港滨海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的“临港滨海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生态溢出效应分析”等3

项科研成果通过验收；该项目开发的“海三棱藨草群落生态恢复技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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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一

批）”。江苏省依托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研究，“江苏盐城典型滨海湿地景观环境质量修复技术及应用”等4项

科研成果通过专家验收，“江苏省互花米草综合治理技术和模式研究”等

8项科技攻关课题立项。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牵头编制的《滨海盐沼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与评估

技术规程》，由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正式发布。江苏省发布了《海岸线分类

与调查技术规范》《潮滩与盐沼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技术规范》2项地方

标准。浙江省发布了《红树林造林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 学术交流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盐城

举办2023年全球滨海论坛会议，与各方共商滨海区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来自34个国家的近千名代表参会。会议发布了《全球滨海论坛伙伴关

系倡议》，推出了《全球滨海生态系统状况报告纲要》《中国生态保护红

线蓝皮书（2023）英文版》《全球滨海生态系统保护互花米草防治、盐沼湿

地修复工具包纲要》《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等知识产品。

2023年全球滨海论坛签署《关于办好全球滨海论坛的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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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六

东海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碳汇交易

2023年6月8日，浙江省“世界海洋日”主场活动举行了全省首单

红树林蓝碳交易签约仪式。交易的红树林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沿

浦湾，交易面积31.4公顷，交易总量为2016年至2026年间的十年碳汇

总量。此次红树林碳汇交易是浙江省探索和试验碳排放交易程序的首

次尝试，也是落实国家有关碳排放和碳交易政策安排的具体行动。

2023年9月26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腾讯

公司完成江苏盐城滨海盐沼生态修复碳汇交易项目签约。这是我国

首笔盐沼碳汇交易，标志着我国盐沼蓝碳交易“零的突破”，碳汇

收益将持续用于滨海盐沼保护和修复。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3年浙江省首单红树林

蓝碳交易签约仪式

2023年江苏盐城蓝碳生态系统

碳汇交易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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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宣传

各省（市）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现场活动等多种方式，

开展“世界地球日”“6.8世界海洋日”等宣传交流活动。江苏省举办第

54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开展各类主题活动9场。上海市先后举行

“百人净滩 保护海洋”公益活动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增殖放流活动。自然资源部“海洋日浙江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温州

洞头、苍南等地，挖掘浙江省海洋生态保护的经验做法和突出亮点。福建

省开展“和美海岛”、海洋普法宣传、公益讲座等海洋日活动。

江苏省“世界地球日”主题报告会 2023年上海市“百人净滩”活动

2023年浙江省世界海洋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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