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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给海岸带管理从业人员和学生提供了一个综合工具包。

本书重点强调发展、评估和实施各种类型的海岸带管理规划的工具，详解了海岸带规划和管理的联系
，让专业人员和学生能在现有的规划和管理技术中选择参考。

第二版拓宽了本书的理论基础。
包括诸如基于生态系统和价值或社会规划的海岸带规划模式和方法的分析；新增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案
例，并对第一版的案例做了更新。
案例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印度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和非洲。

借鉴世界各地的海岸带规划管理的经验，作者给专业人员和学生提供了明确而实际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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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澳大利亚）罗伯特·凯（Robert Kay） （加拿大）杰奎琳·奥德（Jacqueline Alder） 译者：高
健 张效莉 等译者简介：高健，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三重大学博士。
社会兼职：中国水产学会渔业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经济分会理事、上海水
产大学学报编委、韩国海洋水产学报编委（韩国海洋水产开发研究院）和山东日照市蓝色经济区专家
咨询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农村村落产业发展规划、海洋工程与环境经济评价和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等。
发表《基于“钻石模型”的上海海水淡化产业模块化发展的研究》  （《华东经济管理》）、  “Forms
and its changes of fishery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coastal fisheries village in China”（Japanese Journal
ofFisheries Economics）以及《发展中国海洋渔业：基于生计渔业或商业渔业的思考》  （《农业经济问
题》）等论文50多篇。
著与编著著作《国土资源行政管理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上海）以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经济组织制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上海）等6本。
张效莉，女，1967年生，管理学博士，教授，现任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先后
主持和参与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教委等资助项目多项，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16篇。
陈林生，陈林生，男，1969年生，安徽怀宁人，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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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国际性整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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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区域规模的整合规划
    5．3．4 地方的整合规划
    5．3．5 特定地点的整合规划
  5．4 海岸带管理的主题规划
  5．5 海岸带管理规划的制定过程
  5．6 海岸带管理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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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也可协助将环境和资源管理活动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那些因做出资源管理决定而影响日常生活的社区，管理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这种类型的管理有助于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如上所述，问题不仅来自于环境方面，社会背景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加以解决。
通过积极推动有社会参与的管理，人和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得到加强。
领导的意识和管理资源的责任通常是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的结果（Drijver&Sajise，1993）。
各国政府认识到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的好处，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是促进这些形式的管理
。
下一部分描述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以及它们在规划和管理海岸带区域中的角色。
（a）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的发展背景在海洋和海岸带方面的合作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
是从20世纪80年代保护区管理、农村发展和渔业发展的进步的合流演变而来。
1980年的世界保护战略和1982年巴黎世界大会强调保护区管理与地方的经济活动的联系
（Wells&Brandon，1992）。
这一概念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把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连接起来，从而建立了《综合保护
和发展计划》（ICDP）。
这些计划强调在区域的保护需要和依赖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平衡。
这种综合社区发展项目的办法已经在农业和林业计划方面得到发展，增加了社会在土地保护区管理中
的参与。
社区参与管理海洋和沿海地区却落后于陆地地区，这是由于在多用途地区分享资源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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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关于海岸带管理教材。
”　　——《可持续发展杂志》“一本令人愉快的、有益的、具有可读性的读物”　　——《英国海
岸线》  （国家海岸和河口咨询小组组刊）“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将重点放在不同层次的海岸带规划
”　　——萨维特.约德曼尼博士，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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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岸带规划与管理(第2版)》：上海市教委085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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