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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华生教授约我为《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十年回眸》一书写篇小序，深感诚惶诚恐。
但又感到总结十年来厦门海岸带管理的做法与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况且我在厦门市政府工作
期间也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所以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厦门位于台湾海峡西岸，地处东亚海域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的重
要口岸。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已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港口风景城市，是中国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
海洋是厦门最重要的经济及生态资源，海洋经济在厦门市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厦门的陆域面积只有1500多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234公里，海域面积390平方公里。
2003年，海洋产业增加值达178亿元，占全市GDP的23.44％。
按照厦门市“十一五”规划，2010年预计海洋产业增加值将达到584亿元，占到全市GDP的29％。
海洋经济发展将成为2工世纪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给厦门海岸带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海岸带资源利
用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厦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国际上海岸带综合管理（ICM）逐渐发展和成熟，很多发达沿海国家逐步认识到海岸带综
合管理是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解决海岸带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面临的愈来愈大压力的重要
而有效的工具。
于是，在国家海洋局的，推荐与支持下，1994年，以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国际海事组织（IMO）“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厦门示范计划”项目的实施为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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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十年回眸》一书，翔实地介绍了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及特色成
效及其经验、海岸带综合管理在厦门的自身发展，并针对未来厦门海洋生态环境将面临的压力，对已
有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十几年来厦门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过程，并结合作者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进行深入的归纳和总结，整理了大量科研资料和数据，专业性强又不乏生动性。
读者借此书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了解和认识厦门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成功模式和经验，真切
地感受厦门十几年来成功实施示范项目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相信本书将成为
一本海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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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SEA实践的具体案例　　（一）厦门岛东南沿岸区域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　　由加拿大国
际发展署（CIDA）资助的加拿大、中国和越南三方合作的“以公众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管理”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简称CBCM，1998-2003）项目选择“厦门岛东南沿岸
区域发展规划战略环境评价（1999-2001）”作为示范项目（Pilot Project）。
该项目旨在推介公众参与决策、维护生态健康（Conservation，Ecosystem Itealth）等核心思想，提高发
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项目的SEA评价区域是即将开发的厦门岛东南沿岸——最具开发潜力的“黄金海岸”（图4-1）。
评价对象是刚刚草拟出、尚未送交审查的该区域的发展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作为示范项目，SEA紧紧扣住CBCM的核心思想和SEA的基本原则，以资源和生态维护及持续发展为目
标，以资源定位为原则，以公众参与贯穿整个SEA过程。
公众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即当地居民、旅游者、市民、当地和市政府官员、人大和
政协委员、开发商、建设工程公司、科学家、学校教师和学生等。
　　1.评价方法　　（1）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开发进程中可能存在的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　　（2）
编制SEA大纲（Scoping），以规划可能产生的影响因子和公众关心的环境因子通过矩阵分析确定评价
因子；　　（3）用旅行费用法（TCM）和或然价值评估法（CVM）通过公众调查及其支付意愿
（WTP）确定区域的旅游价值；　　（4）用机会成本法进行区域资源适宜性分析，通过公众参与确
定区域开发目标及其替代方案；　　（5）评价开发规划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　　（6）替代方案
的环境影响及其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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