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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

叶有华１，２，林珊玉１，何玉琳２，王丹丹２，∗，陈晓意２，倪广艳３

１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园艺园林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２２５

２ 深圳中大环保科技创新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１

３ 中国科学院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管理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州　 ５１０６５０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四大湾区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具有极强的开放性、经济性、生态性、社会性、海洋性和

系统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 受快速城市化的

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陆海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 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是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为加快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修复，在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主要类型与特征基

础上，通过剖析其现状海岸带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托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和陆海统筹等系统理念，提出粤港澳

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设计思路。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受植被、湿地、水文地质、人类活动、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发展特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影响因素，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分区、分类、分级修复框架，形成了

由珠三角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滨海城市群、珠江流域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一核一区一群一流域”海岸带生态系统修

复新格局。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十条”。 以流域作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基本单元，将影响海岸

带生态系统平衡的多种因素进行分类整理，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坚持水陆联动、陆海统筹，实施以水为核心的

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修复，从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新目标。 通过优化湾区海岸带生态环境，维护湾区海

岸带生态平衡，提高湾区海岸带生态安全格局，进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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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ＢＡ，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ＢＡ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Ｂ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年 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１］。 根据《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九市，总
面积 ５．６万 ｋｍ２ ［２］。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

区［３］，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具有极强的开放性、经济性、生态性、社会性、海洋性和系统性特

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
海岸带生态系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 因受陆地环境、海洋环境、自然条件与人类

活动的多重作用，海岸带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生态系统［４⁃６］，既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也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 海岸带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极具潜力和活力的地区，当前的海岸带生态系统是人类高度集聚、城市群

形成、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区域。 在粤港澳大湾区，滨海城市承载了其 ８３％的人口和 ８９％的 ＧＤＰ。
由于土地开发利用、海水养殖、污水排放、物种入侵等人为因素，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灾害、海平面上

升等自然因素影响［７⁃９］，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存在土地资源过度开发、自然岸线

保有率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滨湿地丧失、近海水域富营养化、渔业资源退化、海上污染事件频发、污染治

理难度大、防灾减灾压力较大、生态修复参差不齐、保值增值能力有限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及整个区域的生

态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１０⁃１２］。 这些问题已成为陆海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解决与否及其解

决成效必将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及其整体水平提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此，《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海岸线保护与管控，强化近岸海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为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其开展修复研究。 以修复框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研究

的出发点，以期通过探索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建设提供参考。

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基本特征

１．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类型与特征分析

海岸带为海岸线向内陆延伸 １０ｋｍ左右，向海洋延至水深 １０—１５ｍ等深线处；在河口地区，向内陆延伸至

潮区界，向海洋延至浑水线或淡水舌［１３⁃１４］。 基于 ２０１５年广东省第 ２ 次全国土地调查所用的遥感数据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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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资料及《中国海域海岛标准名录》，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群共拥有大陆和岛屿海岸线 ３２０１ｋｍ（不计香港

和澳门） ［１５］。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海岸带现状如表 １所示，大陆岸线中基岩海岸线长度为 ３７４．３７ｋｍ、沙砾质海

岸线长度为 １５５． ９９ｋｍ、淤泥质海岸线长度为 １０． ５５ｋｍ、生物海岸线长度为 ５８． ８５ｋｍ、人工海岸线长度为

９１２．４２ｋｍ［１６］。

表 １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海岸带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城市
Ｃｉｔｙ

大陆海岸∗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 ／ ｋｍ
海岛∗

Ｉｓｌａｎｄ ／个

海岸带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ＲＣ ／ ｋｍ ＳＧＣ ／ ｋｍ ＳＣ ／ ｋｍ ＢＣ ／ ｋｍ ＡＣ ／ ｋｍ

红树林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 ｈｍ２

广州 １９６．５１ １４ ３９．６４ ７．２４ — ３．４９ １４６．１４ ２５２．２３

深圳 ３１６．１９ ５１ ８２．８４ ４０．７５ — ２８．３６ １６４．２４ ４９９．５１

珠海 ２８３．５３ ２６１ ５８．１５ １８．４３ — ３．３７ ２０３．５８ ９１０．３２

中山 ５５．６９ ５ ０．６６ — ７．１ — ４７．９３ １２７．７４

东莞 １１８．５５ ５ ７．４１ — — １６．８８ ９４．２６ １２６．５９

惠州 ２６５．９３ １６２ ７１．６３ ７８．８８ ２．５６ — １１２．８６ １０６４．９８

江门 ２７５．７８ ３５１ １１４．０４ １０．６９ ０．８９ ６．７５ １４３．４１ ５９３．６３

香港 １２００（岛） ～２６１ — — — — — ５１０

澳门 ７６．７（岛） — ５．３７ ２．３ — ７．０６ ６１．９７ １

　 　 ＲＣ：基岩海岸 Ｒｏｃｋｙ ｃｏａｓｔ； ＳＧＣ：沙砾质海岸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ｃｏａｓｔ； ＳＣ：淤泥质海岸 Ｓｉｌｔ ｃｏａｓｔ；ＢＣ：生物海岸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ａｓｔ；ＡＣ：人工海岸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ａｓｔ； ∗相关数据

来源于《中国海域海岛标准名录》和 ２０１５年广东省第 ２次全国土地调查所用的遥感数据和地理地形资料

如图 １所示，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海岸线约占大陆岸线总长度的 ６０％，占比最大；基岩海岸约占大陆岸线总

长度的 ２５％；沙砾质海岸约占大陆岸线总长度的 １０％；生物海岸约占大陆海岸线总长度的 ４％；淤泥质海岸约

占大陆岸线总长度的 １％。
如图 １所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各沿海城市中，深圳市海岸线最长，长度为 ３１６．１９ｋｍ，其次是珠海、江门、惠

州，海岸带长度分别为 ２８３．５３ｋｍ、２７５．７８ｋｍ、２６５．９３ｋｍ。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沿海地区岸线开发利用强度差

异较大，进而导致各市岸线类型和结构、自然岸线保有率差异较大；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和江门

市各市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分别为 ４．７１％、４２．４０％、１１．６３％、４４．２４％、５．１４％、３．５１％和 ４９．０６％。 粤港澳大湾区

生物海岸主要包含红树林海岸和珊瑚礁海岸，珠江口岸段以基岩海岸为主［１７］。

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类型、长度及占比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１．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１８⁃２０］，并出现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粤港澳

大湾区海岸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多个沿海城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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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自然岸线减少 ２８９．６２ｋｍ，自然岸线保有率下降 １８．７１％［２１］。 二是近岸海域

环境遭到破坏，随着大湾区沿岸经济开发的迅猛发展，大量含氮、磷污水排入海中，近海水体出现了富营养化；
再者由于进行过度的海水养殖，近岸水质不断恶化，赤潮等富营养化现象频发［２２⁃２４］。 三是滨海湿地面积整体

减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海平面上升速率加速，近岸海洋动力增强，海岸侵蚀会进一步加剧，海水

浸没，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湿地围垦建设等人类干扰行为，造成滨海湿地（滩涂）的损失及典型海洋生境面

积的减小［２５⁃２７］。 相关研究监测表明，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滩涂湿地面积减少了 ５８２．４９ｋｍ２ ［２８］。
四是生物资源退化，海岸带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使防

浪护堤的天然屏障遭到破坏，天然红树林面积锐减，严重破坏了浮游生物、鱼虾蟹类、底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

的生存环境，使生物资源减少［２９⁃３２］。

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２．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部署，且广东省也提出了全面建设海洋强

省，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海）”等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海洋生态红线，积极探索

海岸带生态修复有效模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自然资源部关于海岸带自然资源、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各沿海城市也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工程［３３⁃３８］。 总体

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开展的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多以污染治理、河口海岸修复、红树林保护修复、珊瑚礁修

复、生态公园建设为核心。
２．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存在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 虽然，
粤港澳大湾区已开展大量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但在进行海岸带生态修复过程中也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修复工程总体规划统筹亟待加强。 地理边界的连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环境影响的关联性，决定

了湾区生态环境必须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统筹考虑。 由于我国现行管理机制的条块分割，粤港澳大湾区具有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背景，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资源要素流动和相互协作较为不足，进而导致各地环境

治理必备的资源和信息未实现互通共享，各地区、各尺度的海岸带生态修复规划、目标、标准等难以统一，继而

导致跨界水污染治理、近岸海域保护等跨行政区环境问题改善效果差强人意［３９］。 二是资源要素协调修复思

维有待加强，各地区对山水林河湖草海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不到位、需处理的问题不明确，依旧采用传统的思维

模式，对生态系统中每项要素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规律综合考虑有限，大型项目实施效果良莠不齐［４０］。 三是海

岸带修复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从整体上看，我国海岸带生态修复技术还比较粗放，为快速获取修复成效而忽略

了自然修复的需求［４１］。 四是海岸带生态环境全面评估能力不足，大湾区内自然岸线的不合理占用、典型生态

系统的破坏、陆源污染物乱排放、非法围填海等现象时有发生，有关问题尚未完全登记造册。 五是区域性长效

监测机制尚未建立，大多数工程案例并未开展生态绩效评估，且相关部门对此缺乏重视，导致现有生态修复中

常缺失这一部分工作，使得项目的修复效果难以持续追踪，无从判断项目是否成功，更无法为海岸带生态修复

工程提供项目成败的经验及科学的指导［４２］。 六是修复资金和后期维护资金不足，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九市的

经济体制有极大差异，生态修复资金过度依赖财政资金［４３］，难以保证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性。

３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指标研究

３．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

基于韧性理念的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可作为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基础工具和方法［４４］；
陆海统筹是海岸带修复框架设计的核心理念［４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对生态修复的继承与发展，更融入生态

系统服务，而海岸带则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４６⁃４７］。 因此，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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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将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理念、韧性理念、陆海统筹理念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贯穿到整个规划

中（图 ２）。 按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规则，以＂整体谋划，分区、分类、分级施策＂为原则，构建由珠三角核心

区、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珠江流域构成的“一核一区一群一流域”区域生态修复规划新格局。 从粤

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入手，识别粤港澳大湾区突出的跨区域的共性生态环境问题；以全面协

调为导向，构建“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协同联动机制。 分析整个湾区海岸带与海岛开

发与保护的现状特征与存在问题，识别海岸带与海岛修复的重要任务与重点地段。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

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格局，明确生态修复的目标、指标和任务，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生态修复

策略，进行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

图 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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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目标设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自然资源部关于海

岸带自然资源、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部署，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海）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积极响应落实《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和《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一核一区一群一流域”区域生态修复规划新格局，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

带生态系统修复。 按照整体谋划，分区、分类、分级修复的思路，科学确立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目标体系和主

要任务，有序部署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重大重点工程，推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新

机制，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岛丽”的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新目标，优化湾区的海岸

带生态环境，维护湾区的海岸带生态平衡，提高湾区的海岸带生态安全格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
３．３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指标设计

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指标设计时，主要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现存的生态环

境问题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目标进行确定，主要包含为自然岸线保有率、近岸海域水质质量、海岸侵蚀状

况、滨海湿地（滩涂）环境（湿地数量、湿地结构以及湿地生态功能）、渔业资源状况、红树林面积、珊瑚礁面积、
海草床面积、砂质岸线长度、海岛数量及环境状况。

４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若干关键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分级分类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是统筹和科学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重要引领。 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

时按照整体谋划，分区、分类、分级施策的方式，构建由珠三角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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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一核一区一群一流域”区域修复规划新格局，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十条”。
４．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区

根据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等，将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影响

范围划分为珠三角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辐射区（图 ３）。 珠三角核心区是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的核心区和主引擎，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核”为重点城市。 粤港澳大

湾区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的关键，按照空间格局和生态环境的相对一致性，将粤港

澳大湾区海岸带划分为大亚湾区、珠江口区、大广海湾区、香港海区和澳门海区五大典型湾区；按照地理位置，
将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分为滨海区（珠三角沿海七市、港澳）和近海区（肇庆、佛山）。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辐

射区的中心区域珠三角城市群，是完成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规划的支撑，以珠江流域为媒介，形
成陆海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的的海岸带修复规划策略。

图 ３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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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类

海岸带生态系统不仅是处于陆域与浅海交界区域，一种过渡型的生态系统，而且是陆地、海洋、大气间相

互作用最活跃的地带［４８］。 海岸带生态系统包含有多种类型，典型的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沙滩、盐沼、潟湖

和河口等多种生态系统［４９］。 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类规划时，根据海岸带生态系统的

类型，分别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海岛生态系统修复、河口生态系统修复、珊瑚礁生态系统

修复（图 ４）。 采取陆海统筹思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方法，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与合理利

用规划，优化海岸开发利用布局，加强区域之间、陆海之间的联防联治，全覆盖多举措统筹生态修复任务，开展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海湾、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及预留区、重点河口区

域、重要滨海湿地区域、重要砂质岸线及沙源保护海域、特殊保护海岛及重要渔业海域等重点保护区域的岸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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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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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级

根据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敏感性、脆弱性，参照《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对于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等控制指标的划定以及广东省生态功能区划、广东

省海洋功能区划、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在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级规划时，将海岸带生态

系统划分为一级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二级生态脆弱区或敏感区保护、三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行海岸带生态

系统分级管控（图 ５）。 一级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包含重点海湾、红树林、海岛、河口、珊瑚礁等重要生态系统

修复区，重点开展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维护海岸带生态安全。 二级生态脆弱区或敏感区保护以珠江口为核

心，将影响河口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及生态平衡的区域划定为脆弱区或敏感区，以河口为重点，坚持水陆联动、
陆海统筹，明确水生态空间修复重点区域。 三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以流域为载体，将影响海岸带生态系统生

态环境的粤港澳大湾区诸多小流域划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区域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为重点，分
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修复与保护。
４．４　 以流域为单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

珠江口是三角洲网河和残留河口湾并存的河口；河口区河汊发育，水网密布。 珠江流域广东省部分主要

由西江水系、珠江三角洲水系、北江水系、东江水系、韩江水系、广东沿海诸河水系等众多水系构成。 因此，在
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时，根据水系的分布及流向，将其划分为粤西沿海流域、西江流域、珠
江三角洲流域、北江流域、东江流域、粤东沿海流域（图 ６），并将其作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基本单元［５０］，从生态

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实施以水为核心的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修复，坚持水陆联动、陆海统筹，
明确水生态空间修复重点区域，将河岸与海岸带作为水陆联通、陆海交会两大重要交界带，有针对性地提出生

物、物理、化学和综合政策等修复策略。
４．５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十条”

借鉴我国“水十条”、“气十条”、“土十条”的实施策略及其成效，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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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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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包括：（１）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数据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全面管控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产、生
活和生态空间；（２）系统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调查评估，强化自然岸线及其自然资源全面保护；（３）加强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污染管控和环境综合整治，建设蓝色海湾；（４）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产业结构，强化

产业生态化改造；（５）实施重点示范工程，大力推动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６）编制生态产业化方案，创新海岸

带生态修复增值模式；（７）推进海岸带评价考核与监管，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管理立法；（８）强化海

岸带与东江、西江及珠三角河网的联系，统筹广东与香港、澳门海域海岛的协调管理，构建系统综合、陆海统筹

的生态安全体系；（９）开展海岸带生态修复技术研发与科技攻关，实施海岸带生态修复效益评价，强化技术体

系标准化建设；（１０）引入激励机制和社会资本，建立社会监督开放平台，构建海岸带生态修复多元化保障

机制。

５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基本特征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实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以下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思路：（１）将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理念、韧性理念、陆海统筹

理念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贯穿到修复建设，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分区、分类、分级的框架构

建。 （２）构建由珠三角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珠江流域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一核一区一群

一流域”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新格局。 （３）将流域作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基本单元，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

域系统性出发，坚持水陆联动、陆海统筹，有针对性地提出修复策略。 （４）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提出粤港澳大

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十条”。
建议根据在今后的修复实践中，参考粤港澳大湾区“一核一区一群一流域”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新格

局，逐一进行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策略探索研究。 此外，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

设计中，建议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以及生态功能分区规划、社会经济发

３９１９　 ２３期 　 　 　 叶有华　 等：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框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６　 基于流域为单元的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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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等顶层设计，有效提升海岸带修复规划分区、分类、分级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避免多种规划之间产生矛

盾。 此外，还应针对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进行风险评估和管控，制定应对策略，确保陆海统筹系统下的生态安

全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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