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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继续面临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垃圾和

污染三重危机之际，我们更应加倍努力，加速开展生态恢复项目。”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再次向全球强调生态

系统恢复的重要性。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厦门，多年来以高水平海

洋生态修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开展生态恢复项目提供了值得借

鉴的样本。

1988 年，厦门创造性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

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筼筜湖综合治理理念，自此开启了筼筜湖的

蝶变。36 年来，厦门不仅将曾经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筼筜湖治理

成为碧波荡漾、白鹭翱翔的“城市绿肺”，而且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

示范引领，渐次开启了西海域、五缘湾、环东海域、杏林湾、马銮湾

等湾区综合整治及九龙江等流域协同治理，从山顶到海洋开展全域生

态修复。通过持续开展海湾水动力条件改善、红树林种植、沙滩保护

修复、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行动，厦门极大改善了海域生态

环境，成为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

全球海湾型城市高水平生态修复的典范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三所”）原所长、

希望，从这片海岸走向世界
——厦门海洋治理经验的国际影响

◎		光明日报记者		杨逸夫	马跃华

（刊发于光明日报 2 月 21 日第 12 版）



中
央
媒
体
集
中
报
道
重
点
稿
件
汇
编

149

148

研究员余兴光介绍，通过海洋治理领域的各大国际交流平台，尤其是

2005 年以来每年举办的厦门国际海洋周，厦门的海洋治理经验已被

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并认可。他认为，厦门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厦门实践”中有诸多成功经验和创新性做

法值得向全球推广，比如区域联动的海洋生态综合管理、海洋生态修

复与海湾城市发展协调推进、海洋生态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自然修

复与人工干预的有机结合、高质量的公众参与、专家与政府互动的决

策机制等。

正如余兴光所言，厦门已成为全球海湾型城市高水平生态修复的

典范，先后获得“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东亚海岸带综

合管理杰出成就奖”“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成就奖”等荣誉。

早在 1994 年，筼筜湖综合整治工程就获评“东亚海域污染防治和管理”

示范工程。2007 年以来，筼筜湖治理工作被列入中国政府对外援助

项目“海岸带综合管理”研修课程，面向全球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

近 2000 多名官员和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和经验推广。来自美国、德国、

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欧盟的生态环境机构也纷纷前来考察。在 2023

年全球滨海论坛会议上，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海

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厦门的海滩养护技术还被推广

应用于泰国、斯里兰卡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海岸防护工程中。

2018 年，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的厦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就给前

来参观的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汤姆森留下深刻印象。此

后，他多次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称其为全球红树林恢复的典范。“我

们在同一片海洋下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所以像厦门这样在海洋治理方

面领先的城市，需要在面对全球海洋环境挑战时起到带头作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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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汤姆森在参加厦门国际海洋周期间，时隔 5 年再度考察下

潭尾红树林，对红树林的长势以及厦门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

得的平衡表示高度肯定。

“厦门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实践走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之前。”“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亚洲中心常务副主任罗明认为，受气候变化影响，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海湾和海岛而言，海平面上升更是首要难

题。海湾型城市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开展生态保护是世界性课题，许

多国家的政策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存在矛盾。厦门当年面临的

问题以及采取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具有代表性。她表示，厦

门的生态治理是从山上到山下，在不同水系间层层推进的，治理案例

丰富全面，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区位和经济条件，从不同维度学习

厦门的生态恢复经验。

推动国际海洋治理合作

近年来，厦门积极推动国际海洋治理合作，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

展地方政府网络秘书处、亚太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先后永久

落户厦门。厦门国际海洋周也已成为全球海洋政策、科学技术、决策

和行动交流的国际性年度盛会，吸引着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

个重要国际组织参加。2016 年，厦门与美国旧金山结为中美海洋垃

圾防治“伙伴城市”。2023 年，中方在厦门与周边国家和有关国际

组织共同发布《蓝色市民倡议》。

余兴光介绍，在全球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领域，中方与国际学术界

保持着密切交流合作。以坐落于厦门的海洋三所为例，201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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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共派出科研人员 100 余人次赴印尼，联合发表论文 30 多篇，

出版专著 4 部，不仅为中国学界了解北苏拉威西海域获取第一手样本

和资料，还与印尼建立了畅通的联系通道。“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

金”支持的“中国 - 东盟海洋公园生态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目，连

接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通过生态调查、公园网络建设、

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能力建设四方面推动务实合作，与三国海洋公园

的管理部门和科研院所核心人员签署成立海洋公园网络工作组。

此外，经过 10 年微生物领域的合作研究，2018 年 12 月，海洋

三所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法国海洋研究开发院、法国西布列塔尼大

学签署共建“中法深海微生物联合实验室”协议。2019 年 12 月，在“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科技部国家高端外国专家引进项目”支持下，

研究所引进埃及学者哈拉·穆罕默德博士和阿姆洛·阿卜杜勒加瓦德

博士作为研究骨干，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广西涠洲岛受损珊瑚礁原位有

性繁殖修复项目，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从海洋生态修复实践，到共建全球海洋生态文明，绘就清洁美丽

世界的美好愿景，正连接起厦门、中国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