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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分析及建议

一、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承载着建设“高
颜值生态花园之城”、成为“生态省建设排头兵”的重要嘱托和殷切期待,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先行先试.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也是保障“十四五”顺利起航和推进“高颜值”厦门建设的开局之年.
厦门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积极深入探索生态文明

建设提升和体制改革之路.

(一)加快建设“高颜值”厦门大会召开

２０２０年６月,加快建设“高颜值”厦门大会召开,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

«加快建设高颜值厦门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提出到２０２５年,生态环境

质量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功能品质显著提升,人居环

境持续优化,城市治理更加和谐有序,把厦门建设成为更富现代化国际化魅

力、更具闽南文化特色、更有大爱情怀的“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为厦门市加

快推进“高颜值”厦门建设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

(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厦门的“多规合一”与项目审批模式改革、生活垃圾分类

“厦门模式”和筼筜湖、五缘湾综合治理模式、海上环卫机制等多项改革举措被

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

清单»中,为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生活垃圾分类与治理、水资源水环境综合

整治等提供厦门经验.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２０２０年３月发布«厦
门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并于７月形成«厦门市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草案)»,进一步完善厦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保

障;４月,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通报厦门市荣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称号,成为福建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５月和６月,可持续海洋经

济高级别小组«海洋综合管理»蓝皮书英文版、中文版相继发布,厦门海岸带综

合管理“立法先行、集中协调、科技支撑、综合执法、公众参与”的具体做法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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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厦门模式”,作为国际唯一城市案例被写入其中;１１月,厦门继续保留中

央文明办公布的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实现了“六连冠”.

(三)生态环境质量保持高水平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厦门市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２．４７,
在全国１６８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六,空气质量优良率９９．６％,在全省９个设区

市中排名第三.水环境质量达近年最好水平,国控隘头潭断面水环境功能区

达标率１００％,小流域省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到１００％,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厦门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站位比例

７１．４％,同比上升３０．７％.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市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１００％,医疗废物处置率达１００％.总量控制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
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均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总量削减任务.

(四)生态环境监管能力不断加强

厦门市各区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建立起市—区—镇

街—社区四级网格联动机制,主动出击、联动共管、智能监控,形成了一套独具

厦门特色的生态环境网格化综合监管工作模式,推动环境监管更加精准高效,
不断转化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强大动力.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监管能

力建设,２０２０年８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厦门市生态环境监管能力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建设目标为到２０２２年,全市生态环境

监管执法水平全面提高,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初步建成生态环境

物联网,大数据应用贯穿监管全领域,加快实现市区协同化管理、天空地海一

体化监管,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五)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转型

２０２０年９月,厦门市东坪山通过全省首个近零碳排放示范区专家组验

收,实现了片区发展和绿色低碳生活双赢,为厦门市低碳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

献.立足东坪山片区生态敏感区域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和片区发展提升改造,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思明区相继制定出台«东坪山片区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创建工作方案»«东坪山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创建试点实施方案»,融合国内

外近零碳试点建设先进经验,开展思路创新、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结合东坪

山片区实际统一规划,重点推进能源结构优化、耕地生态保护以及绿色建筑、
低碳交通、低碳消费等,将绿色低碳理念与绿色生活方式融入片区发展和居民

生活中.编制完成«厦门市对标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

审,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２０２０年７月,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大会召开,对全面深入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９月,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１７４　　

办公室编制并印发«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试行)»,以进一

步规范生活垃圾设施设备设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不
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成效,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六)生态环境智能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２０２０年９月,厦门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应用,
“三线一单”应用系统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作为数字生态典型案例展示推

广,标志着厦门率先全国实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数字化,生态环境准入管

理正式迈入“智能时代”.“三线一单”系统立足于厦门市“多规合一”基础,具
有数据支撑强大、研判高效精准、审批智能便捷的特点,形成智能化全覆盖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区域开发、资源利用、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准

入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水平和更科学的决策基础,真正意义上促进了“信息共

享、业务共商、空间共管”的实现.

二、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挑战

(一)生态文明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随着当前国家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机构改革的进行,陆海分割管理的界

限被打破,随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构和重建,陆海统筹的生态文明体

系亟待进一步完善,探索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将是解决突出的陆

地与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新时代陆地与海洋生态环境共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然而,厦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陆域与海域尚未实现充分融合衔

接,陆域与海域的监测管理目标、环境监测网络与管理过程、环境监测标准等

缺乏统筹管理,流域、区域、海域联动治理模式仍在探索中.因此,加强陆源污

染物排海管理,进一步完善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是厦门生态文明体

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突破口.

(二)全面绿色转型需要进一步推进

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厦门持续推进完善绿色管理体系、培育壮大绿色产

业、深化产业绿色发展,取得较大进展.但随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

的提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任务更加重要和急迫.目前,厦门部分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质量不佳,水体呈现重富营养化状态,部分小流域水体仍存在中轻度

污染;城乡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和方式仍存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在推广可

持续建筑及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绿色可持续社区的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的

转型空间.因此,如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的绿色质量标准体系,促进绿色技术、绿色资本、绿色产业、绿色生活的

有效对接,是厦门全面实现绿色发展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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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尚需进一步提升

厦门因海而兴,海岸带城市化和海洋开发较早,围填海等历史遗留问题的

生态环境滞后效应逐渐显现,海岸带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如局部海

域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沿海滩涂面积缩小、自然岸线减少、海洋环境污染等.
海岸防护、休闲游憩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进一步造成海岸带社区生态风

险抵御能力下降、社区环境基础设施防护压力增大等问题,对海岸带社会—生

态系统韧性健康水平产生影响.海岸带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韧性本质上追

求的是人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在减少自然或人为引起的扰动和胁迫的基

础上增强人类福祉.因此,通过海岸带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管理,推动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进一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水平的新需求.

三、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建议

(一)深化陆海统筹机制创新,推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海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地,是美丽厦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

坚持陆海统筹,构建陆海联动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实行从山顶到海洋

的总体布局,推动流域与海域问题的协同解决.建议厦门加快深化陆海统筹

管理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中陆海统筹工作,统一制定生态环境领

域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及综合执法工作,形成长效的陆

海统筹管理新模式.在陆上“河长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海岸带的“滩长制”
“湾长制”以及海上“海长制”等城市区域联动责任目标管理机制,推进环境治

理、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美丽海湾和生态岛礁建设.同时,建议建立“流域—
河口—近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推动九龙江流域—厦门湾综合治理

项目,建立九龙江流域—厦门湾生态文明建设与陆海统筹联席会议制度,强化

落实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创新并完善陆海一体化监测机制、垂直管理机

制、横向协调机制、管理绩效评估机制,进行水陆同治、河海共治,推进海岸带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治理协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与污染治理必须着眼于大景观、整体性,构建一体化的自然生态保护修复与

污染治理协同机制.建议厦门市通过社会经济统计、历史资料收集、生态调

查、水文调查、环境监测及遥感等技术手段,对全市开展全面的生态环境状况

“体检”,形成城市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数据库,科学诊断当前生态系统受损或退

化的成因,提出开展山体、林地、河流、滨海生态系统等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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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同时,建议厦门市加强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白鹭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加大对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投入,以优化提升生态系统

功能为导向,构建和完善跨区域生态廊道,优化景观生态格局,增强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连通性,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

(三)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虽然五缘湾片区生态修复与综合开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典型案

例,但厦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仍较为单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还在

持续探索中,离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还有距离.建议厦门市进一步开展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拓宽各类陆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如北

部山区绿水青山与环东海域碧海银滩等,推进“生态＋特色产业”绿色发展模

式,不断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主体

的配套政策设计,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模式,努力在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上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四)提升海岸带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健康管理水平

海岸带韧性是陆海统筹生态管理的核心机制,能为健康安全可持续的海

岸带社区建设提供新思路.建议厦门市加快开展海岸带社会—生态系统韧性

健康管理和实践,一方面着力开展海岸带韧性健康评估,开展海岸带韧性的多

要素测度研究,包括海岸带滩涂、湿地、红树林、砂质岸线等海岸带绿色基础设

施,系统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风险、人群脆弱性、关键生境防护潜力等,以防灾

减灾为关键构建海岸带健康韧性评估机制,明确厦门市海岸带韧性短板,从而

有效指导海岸带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管理决策;另一方面,建议统筹海岸带

韧性与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健康的关系,重点关注海岸带关键生境的质量和动

态变化以及海岸带健康设施建设基础等情况,持续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和绿色基础设施维护工作,切实增强社区居民福祉,提升厦门海岸带社

会—生态系统韧性健康水平.

(五)推进生态文明监管信息化智慧化建设

随着当前生态环境监管数字化信息化的需求与日俱增,覆盖面更广、功能

更完善的生态环境信息化平台对于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建

议厦门深入推动生态环境监管平台智慧化建设,逐步由水、气、声、土壤等环境

质量监测向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等数据资源模块延伸,构
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为生态环境

资源安全管理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建议面向政府部门、企业或公众生态文明

现代化治理新需求,转型升级智能化业务服务系统,推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

智慧化共建共享共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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