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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st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most intense land-ocean interaction and human activity, added 
with special importance regarding geographical posi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develop-
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stal resources violate natural laws to certain extent, and there is in-
creasing pressure on coast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ulting into serious degradation phe-
nomenon in some coastal areas. Coastal remediation and restora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recovery. Therefore,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has organized research and proposed 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coastal 
renovation and restoration. Firstly, based on induction and summary there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of coastal degrad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factors; 
secondly, elaborates framework design of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degraded coast in 
China, sums up the 7 keystones for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degraded coast, build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with 4 primary courses , 6 manage systems and conceives 4 kinds of tech-
nique systems for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in Degraded Coast; lastly, analyzes the disad-
vantage of the framework design of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nd proposes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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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岸是开发海洋、发展经济的前沿基地，高强度的人类开发活动和强烈的海陆相互作用，使中国海岸地

区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部分海岸出现严重退化的现象，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日益成为中

国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恢复的重要内容。为此，国家海洋局组织研究并提出了国家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框

架。首先，归纳和总结中国海岸退化的突出问题和主要成因，然后从重点领域、运行机制、保障制度和

技术支撑4各方面介绍和梳理了中国国家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框架体系，最后分析了该框架体系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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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岸是一种具有高价值、多功能、稀缺的自然资源，在净化污染物、防灾减灾、涵养水源、调蓄洪

水、滞留营养物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海岸侵蚀很早就引起人们关注，英国 1906 年就成立了负责治理海岸侵蚀的皇家委员会，

1949 年制定了《海岸保护法》 [1]；1970 年美国、日本分别对切萨皮克海湾、濑户内海的水体污染和生

态环境恶化问题进行了综合整治研究[2] [3]。1990 年以来，为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减少赤潮与溢油

等灾害风险，美、日、法等发达国家对海岸资源环境整治修复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与探讨[4] [5] [6] 
[7]。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其中大陆海岸线超过 18,000 km，海岛岸线超过 14,000 km [8]。
随着中国沿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围海养殖、填海造地和港口码头建设等大规模的海岸开发活动使人工

海岸堤坝代替自然海岸滩涂，改变了海岸自然形态，导致生态、生活岸线不断减少，稀缺自然岸线资源

日益缩减，海岸线人工化与海岸侵蚀、沙滩异化和滨海湿地退化等资源环境问题[9]。国内学者也开展了

大量研究，张振克、杨燕雄等通过分析美国沙滩养护方法，提出了我国海滩养护的理论与技术方法体系

[10] [11]；蔡峰等分析了大埕湾海岸冲淤形态和演化趋势，提出了具体的岸滩防护方案[12]；王广禄深入

分析并提出了沙滩修复理论技术方法，制定了厦门香山-长尾礁人造沙滩工程技术方案[13]；喻国华、董

吉田等分别分析了江苏吕泗岸滩、胶州湾东北部岸滩侵淤问题，提出了岸滩整治修复方案[14] [15]。在实

践操作层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海洋局开展了一系列的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碧海行动计划”和“珠江口及毗邻海域碧海行动计划”的相继实施，在海岸景观资

源和近岸海域环境的治理和修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10 年，国家海洋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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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海岸带的整治修复工程，对局部海岸资源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和修复，为沿海地区带来显著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2016 年 11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

管理办法(草案)》，为新形势下海岸保护与修复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和重要指导。在 2018 年 3 月公布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整合进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为中国开展海陆统筹的海岸整治

修复工作创造了新机会也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在分析和研究中国海岸退化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海岸整治修复过去十

年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内容，系统地介绍了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并提出

了优化建议，为新形势下推进海岸整治修复工作、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和决策依据。 

2. 中国海岸退化的突出问题 

2.1. 优质海岸资源损失严重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在沿海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海岸及近岸海域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粗放利用、

盲目开发加上不合理的利用方式，造成近岸局部海水水质恶化、滨海湿地快速减少、重点海湾面积萎缩，

部分深水岸线、沙滩、景观海岸等稀缺的海岸资源被破坏和浪费，珊瑚礁、海藻床、红树林等大量珍贵

资源甚至灭失，严重影响了海岸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健康。全国有超过 30%的原生砂质海岸遭到开发活动

破坏，超过 60%的沿岸沙坝、海岸瀉湖等地貌景观被损毁，重点海湾较 1990 年面积平均缩减 19.1% [16]。 

2.2. 大陆自然岸线快速萎缩 

1993 年全国大陆海岸线长度为 18,979.39 km，其中自然岸线长度为 11,463.74 km，人工岸线长度为

7515.65 km，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分别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 60.40%和 39.60%；至 2010 年，全国海岸

线总长度增加至 19,948.76 km，人工岸线占 49.38%，达到 9851.38 km，自然岸线减少至 10,097.38 km，

人工岸线增加 2335.73 km，自然岸线缩短了 1366.36 km [17]。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沿海地区土地资源

短缺，发展空间局促，向海要地的需求快速增长，大量自然岸线被占用造成的结果。 

2.3.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据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908 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至 2008 年中国 70%左右的沙质海岸

和大部分开敞式淤泥海岸遭受侵蚀，长江口、滦河口、珠江口等重点海域河口区咸水入侵已十分严重；

主陆源入海污染排放持续增加、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海洋赤潮和溢油等环境灾害频发，近岸海

域功能严重受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2015 年，中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和不

健康的比重已占到 76%，大面积的红树林、珊瑚礁、海藻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受损，生态服务功能明

显退化[18]。 

2.4. 海岸防护能力降低 

近年来，中国海岸的灾害防护能力降低，灾害发生频率和灾害损失度明显升高。据历年《中国海洋

灾害公报》统计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中国沿海地区遭受的海洋灾害损失巨大，几乎有一半年份经济损失

超过 100 亿元，海岸退化导致的海洋灾害加剧已成为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 

3. 中国海岸退化的主要原因 

3.1. 自然因素的影响 

海岸在潮汐、潮流、波浪、海平面升降、风化、突发灾害等多种自然动力因素的影响下，会发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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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演变导致海岸退化，主要表现为海岸的侵蚀、淤积和海岸生物类型的变化，导致海岸生态功能减弱或

消失。 

3.1.1. 海洋动力和气候变化 
在波浪侵蚀、地基沉降和海平面上升等海洋和气候变化作用影响下，发生自然海岸侵蚀的现象十分

常见。有研究表明[19]，中国 70%左右的沙质海岸线以及几乎所有开阔的淤泥质岸线均存在海岸侵蚀现

象，导致沿海公路破坏，农田、防护林和贴岸建筑、盐田、养殖塘、海滨浴场等遭受严重威胁；受构造

运动的抬升作用和波浪的侵蚀作用，许多基岩海岸出现了崩塌、坍塌等地质次生灾害，加剧了海岸的退

化速度和程度；受大江大河泥沙入海量的减少，黄河三角洲、崇明岛的河口海岸发生了严重的侵蚀现象。 

3.1.2. 突发性气象灾害 
中国每年受多次台风和风暴潮的侵袭，使中国自然海岸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与气候的长期变化对岸

线的影响相比，突发性气象灾害对岸线演变的影响显得更为剧烈。每次台风过境，都对沿岸居民的生命

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对中国海南和北部湾内的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物岸线造成的破碎和损毁，

已成为岸线保护的突出问题。通过对厦门沙滩的长期观测表明，一次台风对砂质岸线的侵蚀，在随后的

10 多年内都难以通过自然恢复[20]。 

3.2. 人为因素的影响 

中国海岸及近岸海域经历了近 40 年的高强度开发，大量的海洋资源开发活动在为沿海地区带来人口

增长、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海岸地区的资源衰退、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 3 个方面： 

3.2.1. 不合理的填海造地使海岸地貌和生境发生重大改变 
为发展临海工业和港口航运业，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填海造地，在短期内解决了沿海土地紧缺的问题，

但不合理的填海造地也带来了海岸破坏和环境退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由于原有的海洋潮流场和泥沙运

动规律受到显著影响，导致海岸带侵蚀、淤积等问题日益加剧。港湾内的围海造地减少港湾的纳潮量、

减弱海水自净能力，使湾内海水水质恶化、加大赤潮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岸线及海底形态的改变，又往

往造成航道缩窄、水深淤浅、通航不畅。此外，围海造地还会破坏一些珍贵的海岸景观和生态系统，如

红树林、珊瑚礁等。 

3.2.2. 大面积的围垦养殖破坏大量海岸湿地 
大面积的围垦养殖往往会破坏滨海湿地并诱发临近港湾的淤积，进而影响海岸带对陆源污染的过滤

和自净能力[21]。围垦区内水交换能力低下，海水、底质的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很多养殖围塘的富营养化

指数严重升高，容易引发严重的大规模养殖生物病害；围垦后堤外极易产生新的淤积，导致港湾面积不

断缩小，严重影响经济鱼、虾、蟹、贝的天然产卵场、苗种场、索饵场或洄游通道，导致海岸和近岸海

域的生态功能减弱甚至灭失。 

3.2.3. 近岸海砂开采破坏海岸稳定性 
海砂是一种重要的海洋生态环境要素。近岸海砂的开采，使海岸的水下天然“防波堤”被破坏，易

引起海岸蚀退、海水入侵等地质灾害，甚至破坏滨海沙滩旅游资源，使平坦宽阔的沙滩下蚀、缩窄[22]，
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厦门东北部下堡附近海岸由于海滩和近岸采砂，造成 20 年内海岸后退了 120 m，并

引起输沙下游沙滩岸线的严重退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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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框架体系 

海岸整治修复是对海岸资源进行开发整理、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总称，其任务是通过调查、

评价、规划、管理和生态修复，有计划、有步骤的合理开发、充分利用、积极治理和有效修复海岸资源，

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以达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

平的目的。为了应对中国海岸退化的问题，2012 年国家海洋局组织国内海洋领域专家通过选取重点领域、

设计运行机制、编制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初步构建了国家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框架体系： 

4.1. 海岸整治修复重点领域 

基于中国海岸退化的主要问题及成因，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明确以恢复海岸空间资源、改善海岸

景观资源、提升海岸和近岸海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目标，现阶段换提出了 7 个海岸整治修复重点支持

领域： 
1) 海岸和近岸海域空间资源整理：通过整理、清理、整合粗放式的海域开发活动，提高海岸和海域

空间利用效率，增加可利用海岸空间和海域面积。 
2) 渔农业滩涂整理：通过对滩涂和近岸海域的整理，建设标准化养殖区，合理规划滩涂尤其是闲置

高涂的开发利用，改善海岸人工生态系统状况，为农业、林业提供后备土地资源。 
3) 围填海区域整治：通过对围海填项目占用岸线的规划与整治，提高围填海项目的平面设计水平，

对已经形成的大规模围填海区域进行规模控制与重新规划布局，促进围填海区域的集约利用和生态化建

设。 
4) 旅游与生态景观整治修复：针对不同类型的受损海岸景观制定相应的修复计划。为重点海岸景观

资源点(区)设定缓冲区，清退缓冲区内破坏和影响海岸景观的用海活动，分阶段分步骤修复重点海岸景观

资源；选择重点受损沙滩区域，通过人工补沙使海滩达到平衡状态并维持相对的稳定性。 
5) 岸线整治与保育：开展自然岸线的保育和人工海岸修复。针对资源等级较高的重点自然岸段，制

定海岸建筑物后退线等管理措施，以维护重点岸段原始海岸风貌和景观格局。在海岸综合评价的基础上，

选择严重影响海岸生态环境的海上人工堤坝，制定科学的拆除堤坝工程方案，逐步恢复本底自然海岸的

原始风貌和景观格局。 
6) 河口、海湾综合整治：选择生态环境受损的典型河口、海湾，通过工程措施改善水动力环境，通

过景观建设改善滨岸景观质量，通过污染治理改善水环境质量，从而达到综合整治修复河口、海湾生态

系统的目的。 
7) 滨海湿地综合整治：采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相结合的模式恢复典型受损滨海湿地，逐步修

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与景观多样性。 

4.2. 海岸整治修复项目运行机制 

为了使海岸整治修复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和重点方向上有所突破，国家海洋局以推动海岸整治修复工

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长期运行为目标，设计了包含规划编制、申报及评估、项目实施、评审验收 4
个主要阶段(具体运行流程见图 1)的建立国家和地方共同参与的业务化运行机制： 

1) 规划编制阶段：国家根据海岸和近岸海域资源环境和开发现状提出重点海岸整治修复规划，确定

规划期内重点整治修复区域，制定整治修复年度计划。 
2) 申报及评估阶段：沿海地方政府依据海岸和近岸海域实际情况及经济发展需求，申报年度整治修

复项目，并编制整治修复项目的实施方案，国家在重点海域整治修复规划的基础上，对申报项目进行科

学评估，依据整治修复年度计划，确定年度整治修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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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perating system of national coast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图 1. 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运行机制图 

 
3) 项目实施阶段：针对具体整治修复项目，沿海地方政府组织有关资质单位研究制定整治修复技术

方案，依照技术方案，组织开展整治修复工程等，国家根据年度计划下拨整治修复项目引导经费，地方

进行配套经费支持。 
4) 评审验收阶段：整治修复项目完成后，沿海地方政府提出验收申请，国家依据评估技术标准组织

开展项目评审与验收。 

4.3. 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管理制度 

为保障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依据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特点和重点，国家海洋局设

立 6 项基本制度，形成了基本制度体系，旨在加强在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申请、论证、审批、竣工验收

和后评估等环节的监督和管理： 
1) 项目申报审批制度：明确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申请审批的依据、内容和程序，保障地方政府依据

海岸和近岸海域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需求申报项目，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申报的项目实施评审和遴选，

并制定实施计划。 
2) 项目可行性论证制度：为提高整治修复区域选划的科学性，坚持先论证、后决策的原则开展工作，

提出项目可行性论证制度，明确论证的程序、评审要求等。 
3) 项目监管制度：明确项目招投标的主要程序，项目实施的主要要求，项目监理的主要内容，保证

项目实施的质量，保障整治修复按照设计方案实施。 
4) 项目竣工验收制度：明确竣工验收的程序和内容，规定海岸整治修复项目完成后对项目的范围、

内容、与设计方案的一致性等进行统一验收。 
5) 项目后评估制度：明确评估的程序、内容和要求，规定通过预设目标与实际结果的比对，评估整

治修复项目绩效、社会效益和影响等。 
6)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提出在项目预算、资金使用、资金监督检查等环节的具体管理要求，保障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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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 

4.4. 海岸整治修复技术体系 

为了有力保障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有效实施，应当建立对应海岸整治修复项目运行的各个环节的技

术体系，并随着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深入发展逐步丰富和完善，主要内容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对应

关系见图 2)： 
1) 海岸综合评价技术：以各种资源类型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资源质量、资源可供给量、环境质量、

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能力、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产业政策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

不同类型海岸的健康状况、资源保有量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定量研究，实现对海岸整治修复区域进行

评价和分级。 
2) 海岸整治修复项目论证技术：通过建立资源环境影响、投入产出比、公众满意度等评估方法，形

成项目论证技术体系，综合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结合海岸与近岸海域综合整治修复物理模

型及数学模型，对整治工程效果(包括水动力环境、沉积环境、生态环境、海域环境容量、滨水岸线生态

区设置、滨岸湿地恢复以及社会经济效益、景观效果等)进行预测，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

行评估，形成完善的论证技术体系，为整治修复工程方案的制定及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3) 整治修复技术标准：针对不同的整治修复对象或内容，通过历史实例剖析研究和数学、物理模型

模拟，初步拟定专项整治和综合整治的技术标准，并通过整治修复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有关技术环节，

制定形成可操作性较强的海岸整治修复技术标准，供后续的海岸整治修复项目选择，并指导和规范整治

修复项目的实施。 
4) 项目评估技术体系：根据整治内容，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采用现场观测、

数值模拟、公众调查等方法对整治恢复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与论证方案中的预期效果进行对比分

析，建立完善的整治修复项目评估技术体系，从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改善、环境质量与景观效果提升、生

态文明与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系统全面的评估项目实施效果和完成情况。 

5. 加强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管理建议 

长期以来，粗放式的海岸开发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海岸地区的资源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健康，

对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在这种形势下，必须积极开展由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海岸整

治修复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基于我国海岸退化的特点和成因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国家海岸

整治修复工作体系，国家海洋局提出的国家和地方共同参与的业务化运行机制，符合中国的海洋管理和

财政经费投入体制，有利于中国海岸整治修复行动的长期运行；确立的 6 项保障制度，规范了项目申报、 
 

 
Figure 2. Technology system of national coast rect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图 2. 海岸整治修复的技术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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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评估、验收等主要环节，可实现对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有效监管；重点发展的四类技术，可为海

岸整治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该体系在设计之初，仅考虑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两

个实施主体，在当前海岸退化问题严重的情形下，仅靠财政资金投入进行整治修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在海岸整治修复工作体系改进过程中，还应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海岸整治修复和海洋开发利用的关

系，通过统筹考虑海洋资源开发和海岸整治修复的实施，将有利于实现对海岸资源的合理的配置和有效

的整理，增强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二是社会资金的参与，通过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在恢复优

质海岸资源的同时，提升海岸周边土地和海域的价值，让参与海岸整治修复的社会资本在获取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因此，针对目前中国海岸整治修复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5.1. 编制海陆统筹的海岸保护与修复规划 

为统筹协调海岸资源的保护与修复，建议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组织编制海岸保护与修复规

划，各级政府负责实施。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通过对海岸自然条件、海岸利用现状和用海需求的分析

与评价，划定海岸的基本功能，提出重点整治修复区域名录，建立以海岸和近岸海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为

核心的管理机制，调控海岸和近岸海域开发规模和强度，以达到在满足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减少

海岸资源浪费，最大程度保护和修复海岸生态系统，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

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5.2. 创新海岸整治修复配套制度与政策 

为了有效保障海岸和近岸海域整治修复的稳步推进和有效实施，需要创新管理制度，完善政策体系。

建议除了建立以整治修复项目组织与运行为基础的业务化运行机制和制定产业扶持政策以外，还应当制

定包括填海造地与围海工程指标控制制度、海岸资源环境异地补偿制度、海岸开发准入制度、海岸资源

保有量方案和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管理制度等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管理规则，防止海岸退化，损害海

岸资源价值，保障海岸整治修复项目的顺利实施。 

5.3. 建立多元化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 

在海岸整治修复的管理制度与技术体系的共同支撑下，依据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

通过持续和有效的增加资金投入，稳定、有序推进海岸和近岸海域整治修复工程，建立多元化和长期稳

定的资金投入机制[24]，尤其是引进社会资金参与整治修复工作，并将海岸整治修复工作融入到海洋空间

开发中。 

6. 结语 

海岸整治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一规划、管理与协调，在做好海岸整治修复的研究和

管理的同时还应当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保护优质沙滩和自然岸线资源，恢复典型滨海湿地、海湾等一

些具有重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的海岸资源，努力控制海岸带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海域海岸带资

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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