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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生态文明建设的
发展现状及其优化路径分析
——以海洋文明为例

蔡诗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一、引言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

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未

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

明尤其是海洋文明建设面临发展困境，亟需寻求优

化路径。新形势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

明建设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文以海洋文明为切入

点，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各类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尚

不健全、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海洋生

态环境管控能力亟待提升以及海洋产业绿色化发

展相对滞后等困境。基于此，本文建议创新海洋生

态文明顶层设计，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

动海洋产业体系绿色转型，增强社会海洋生态文明

意识。

二、文献综述

相比于作为概念或术语的“海洋生态文明”，具

有明确的海洋经济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政策实质的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与理

解。中国海洋大学马彩华副教授等从人与海洋之间

的互动关系出发，强调当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旨

在解决生态平衡与经济目标间的“恶性循环”；而

同校的朱雄等则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海

洋生态文明意识、海洋生态文明行为和海洋生态文

明制度三个方面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已有诸多成功实践，其中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生态保护陆海统筹协调机制和海洋经济绿色化

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海南师范大学杨英姿

教授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生态历史观

和生态海洋观的创新发展，构成了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层层递进的实践根据。

三、海洋文明建设发展现状

（一）海洋文明定义及由来

人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创造

了与海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就是海洋

文化。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特有的海洋文化，在

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

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海洋文明之所以

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

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

不可。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

关要求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

文明，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

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

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就是“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尽快建立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三）海洋文明建设发展困境

虽然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整体稳中向好，海

水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但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

康状况不佳，海洋环境风险依然突出，近岸局部海

域污染依然严重。至于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海洋资

源利用方式简单粗放、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亟待提

升、海洋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与行政执法监管不到

位、海洋科技与教育发展滞后等问题，更不是短时

间内就可以彻底解决的。

1.各类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尚不健全
第一，多元主体共治的实践仍然面临不少困

难。多元主体共治缺乏，信息共享不对称，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

体系尚未完善。第二，由于海洋资源配置机制仍不

健全，海洋资源供给规模和速度存在明显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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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府的宏观调控尚未真正引导资源的优化配

置。第三，政绩评价机制的有效运转仍然受到一些

因素的制约，环保机构对资金和人力的调动权限受

地方政府的约束，奖惩措施不明晰。

2.海洋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海洋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冲击。部分沿海地区传统临海产业结构失

衡，传统渔业、油气化工、船舶海工等传统工业占

比较大，且开发强度大、占用岸线多、环境污染重；

岸线人工化趋势明显；近海捕捞业强度大。沿海养

殖业的粗放发展，造成海水养殖污染严重，海域养

殖环境容量下降。

3.海洋生态环境管控能力亟待提升
海洋功能区划制度落实不到位，海洋功能区规

划受开发现状制约，功能分区合理性与利用评估不

足，部分重要生态功能区和脆弱区未得到有效保

护。围填海管控政策存在“一刀切”问题，养殖废

水、污染物排放缺乏监管，重点养殖功能区污染缺

乏有效监测与评估。岸线保护缺乏统筹规划，岸线

修复倾向于工程化，岸线保护缺乏有效生态手段。

4.海洋产业绿色化发展相对滞后
海洋主导产业中，海洋渔业受近海经济鱼类资

源枯竭和海水养殖空间不足的制约。海洋牧场建设

生态养殖规模小，尚未对养殖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水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不足，存在资源利用率低

和废弃物利用不足的问题。港口运输码头利用率和

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航运物流低碳发展及绿色船

舶开发利用滞后。临海化工及船舶工业产业发展层

次低，循环经济与绿色产品开发水平低。

四、海洋文明建设优化路径

（一）建章立制，创新海洋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通过完善规划引领、制度设计和任务目标筛选

确定等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领。一方面，制定重

点区域生态修复规划，从海洋生态修复全局出发，

加快出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坚持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加强典型生态系统的统筹管

理，保留公众亲海空间；另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

设计，针对典型地貌系统明确相关制度要求，确定

修复重点岸段和项目，建立生态修复项目库，积极

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完善项目运行机制。

（二）源头治理，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区、市）相关海洋生态文

明法律法规，吸收先进海洋生态保护与环境管理理

念，完善海洋环境治理标准，严格控制陆海污染排

放，加大重点岸线整治力度，加强对海洋保护区的

管理，建立精准有效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引

导地方政府创新工作机制，设计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路径选择与模式创新，构建差异化的海洋综合管理

体制，创新陆海生态环保联动机制，完善海洋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推动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三）多方联动，推动海洋产业体系绿色转型

第一，以贯彻落实《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

要》为契机，充分运用国内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红

利，深入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着力

打造以绿色海洋产业为基础的生态型、集约型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第二，不断强化海洋绿色科技创

新，以高端海洋科技引领和支撑海洋传统产业的绿

色升级和新兴绿色产业发展，重塑海洋健康产业生

态和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第三，积极推动海洋生

态技术和绿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完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载体建设。

（四）宣传见效，增强社会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首先，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沿海地方政府

干部考核体系，建立具体可行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

和评价标准，制定奖优罚劣的权责分担机制。其

次，创新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参与机制，充分利用政

府网站、新媒体平台和移动 APP等现代信息工具进
行依法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体系建设。再次，加强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的融合，采用海洋主

题摄影展、海洋文化艺术展、海洋虚拟博物馆等海

洋视觉传播方式，开展海洋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教

育活动。

五、结束语

只有更自觉地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置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下，构建一种真正遵

循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制度框

架，基础性的海洋环境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才可

能导向一种更加全面的现代海洋文明的生态化革

新。只有探索更具生态主义本质性特征的自然生态

保护治理道路，致力于现代化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

制度的系统性绿色变革，才是“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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