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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Provincial-Level Coastal
Economic Planning with Multi-Scalar Land-Sea Coordination: A Case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LIN Xiaoru, XU Minghui, WEN Chaoxiang, LI Yang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oal of estab‐

lishing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the country has identified "blue economy" as a

new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ive planning and optimal utilization of coastal

economic spaces are crucial for balancing the nee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marine cities. Adopting a multi-scalar global perspective

and setting strategic priorities are keys to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astal spa‐

tial economy planning. Building on national-level objectives of coordinated land-sea

planning and addressing practical issues of provincial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ordinating multi-scalar and trans‐

boundary spaces. It incorporates factors such as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nal pat‐

terns, and resource elements. It proposes following a coordination path of“the re‐

gion, the province, and bay areas". Following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Fujian Province should strive to develop a dual-fan-shaped global coastal city

cluster encompassing Fujian and Taiwan. It advocates forming a coastal industrial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nsity and low impact within the province. Fur‐

thermore, the paper recommends building distinctive bay units that promote coordi‐

nated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tegrated city-industrial devel‐

opmen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high-quality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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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空间布局优化、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与海洋生态资源有效保护是海洋强

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内容[1-2]。早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就提出

打造南部、东部、北部等三大海洋经济圈，加强海洋产业集聚发展。伴随十九大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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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协调视角的省级海岸
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规划理论与
方法*

——以福建省为例

林小如 徐铭晖 文超祥 李 洋

提 要 在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建设的

战略引领下，“蓝色经济”成为拉动我国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海岸带产业空间布

局优化对于处理好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

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多尺度

的全局视角和重点把握是提升海岸带产

业空间规划综合效益的关键。从国土空

间规划的陆海统筹目标与省级海岸带产

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构建“外部环

境—内部格局—资源要素”多尺度跨界

统筹理论框架，提出“区域—省域—湾

区”协同的跨界统筹路径。基于理论方

法演绎，建议福建省在区域层面培育闽

台“陆海双扇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

群，在省域层面构建大密大疏、低影响

度的临海产业空间格局，在海湾层面打

造陆海协调、产城融合的多元化海湾单

元等三方面策略。研究可为省级海岸带

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陆海统筹综合治理提

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海岸带；陆海统筹；产业；多

尺度；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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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

的战略部署，山东、浙江、福建、广东

等海洋经济大省积极响应，加速推进沿

海产业经济发展，加快海洋强省建设

步伐。

快速城镇化的海岸带是高密度的经

济集聚地带，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带，

亟待探索海岸带产业空间的科学布局方

法，以平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

关系。202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实施陆海

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进一步明确了海岸带地区开发与保护跨

界统筹的核心准则。然而，现行的海岸

带空间规划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安

全底线管控，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空间

高效益使用的现实需求考虑不足[3–5]；更

加关注市县行政单元的产业发展诉求，

对海岸带产业的跨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不

够[6-7]。省级海岸带具备区域经济单元对

接、市县行政单元协同和海湾自然单元

识别的尺度条件。省级海岸带产业布局

规划是对全国海洋经济发展部署的空间

落实，也是向市县级海岸带产业空间规

划传导的直接依据，因此它是海岸带产

业空间科学规划与跨界协调发展的重要

层级。

面向海岸带产业空间跨界协调的现

实难题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研究提出以

“湾区”作为省级海岸带产业陆海统筹规

划的基本单元，破解市县行政单元分治

的惯性逻辑，充分整合全省优势产业，

主动融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群。基于

此，探索“区域—省域—湾区”多尺度

协调、跨界统筹的省级海岸带产业发展

策略，正确处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关系，进而提升海岸带空间的社会

经济与生态等综合效益。

1 研究缘起与概念解析

1.1 海岸带陆海统筹相关概念

海岸带是指海陆交互作用影响下的

特殊地理区域。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

会生态系统，其地理空间范围以海岸线

为基准向陆、海两个方向辐射扩散[8] 是
一个逐渐过渡且不确定的范围[9]。现行海

岸带空间范围的划定方法主要包括行政

边界法、自然地理标示法、空间距离法、

环境单元法以及综合划定法等 5种方

式[9]。由于省级海岸带亟待探索区域经济

统筹、生态保护统筹和行政治理统筹的

产业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因此，如何

结合多尺度协调的目标，综合运用以上

方法对不同尺度单元、范围进行科学界

定仍是当前海岸带产业空间规划的难点。

陆海统筹，就是在陆地和海洋两大

自然系统中建立资源利用、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的综合协调关系和

发展模式。陆海统筹是海岸带地区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是立足海岸

带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开发利用活动关联

性，统筹协调陆海功能分区，考虑陆海

空间的发展导向、空间布局和制度安

排[10–13]，其统筹内容包括生态环境、资

源要素、社会经济、安全防灾和治理权

益等多个领域。它需要跨部门、跨地区、

跨系统的合作与协调，推动陆海资源的

高效利用和科学保护。但在客观实践中，

由于对陆海关系、人地关系和区域空间

关系等跨系统交互作用的认识不足，陆

海统筹的空间范围、内容要点和技术方

法仍不清晰。

1.2 海岸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的研究

意义

我国海岸带地区以不到 20%的陆域

国土承载着全国 50%的大城市、60%的

人口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人口、

经济高度集聚的典型脆弱地区，海岸带

产业空间面临以下 3个方面的特征与问

题：首先，海岸带地区是我国产业经济

绿色转型的关键区域。其工业比重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近 5个百分点，石化工业

产值约占全国的 75%，钢铁产能约占全

国的 78%，正处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阶段。其次，海岸带面临巨大的环

境保护压力。海岸带地区承纳的陆源污

染物入海量年均达千万吨级以上，全国

约 15%的入海河流断面为劣V类水质，

约 10%的海湾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约

42%的海岸带区域存在环境超载。不仅

如此，由于围海造地和岸线截弯取直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全国海

岸带的自然岸线已经不足 40%，海岸线

曲率大大降低。最后，海岸带具备极其

重要的生态地位。海岸带聚集了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几乎所有重要生态系

统类型，既要承载“从山顶到海洋”经

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供给需求，又要消纳

人为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还要防

范和抵御来自海洋和陆域的各类生态灾

害和环境风险，是科学协调发展与保护

关系的战略要地。因此，海岸带产业经

济的发展及其空间布局亟待统筹陆海生

态安全、环境安全和空间效益，以支撑

海岸带空间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3 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多尺度协调的

必要性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研究

层级和关键组成部分，省级海岸带产业

空间的科学规划是全国滨海地区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沿海市县落实国

土空间陆海统筹要求的重要指引。当前

的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面临以

下三方面问题：

区域经济联动不足，亟待加快融入

海洋中心城市集群。我国海岸带产业空

间发展正在由上海、天津、香港、深圳

等大城市中心集聚阶段逐步走向海洋中

心城市集群网络化联结阶段。在资源要

素的倾斜配置和区域性虹吸效应作用下，

一方面，海洋中心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吸

夺作用远大于扩散作用。沿海省份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沿着滨海高

速交通通道，进一步向少数核心城市集

聚。另一方面，由于对接中西部的重大

基础设施支撑不足，联系国际海洋城市

的门户建设条件不佳，海南、福建、辽

宁等沿海省份的核心城市在区位作用和

陆海枢纽门户等方面的价值缺乏彰显[14]，
逐渐被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集群边缘化。

全省涉海产业比重不高，市县临海

经济的同质竞争大于协同。从全省范围

上看，产业经济的环湾集聚态势显著，

但是由于历史上对海洋资源价值的轻视，

大量非涉海产业园区占据优质的滨海空

间，影响海岸带空间经济效益的发挥。

据统计，福建省自海岸线向陆5 km的范

围内，涉海产业园区仅 11个，占比为

39.29%。此外，省域各市县滨海主导产

业缺乏统筹。以福建省为例，厦门湾和

福州闽江口两大核心湾区长期存在区域

能级、功能位序及资源要素的竞争关系，

省内其他市县海岸带主导产业的区域协

同集聚度与特色功能差异性也明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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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陆海功能矛盾显著，高水平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统筹不足。海湾往往是

沿海相邻市县海域分界线所在空间单元，

同时又是陆海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自然

地理单元，其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需要

相邻市县在陆海功能布局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跨界协同。在过去陆海分治的模式

下，环湾高强度的城镇开发与产业发展

给湾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时，

在传统行政边界主导的规划视角下，滨

海市县沿海产业发展与其毗邻城市的功

能冲突问题显著。例如福建省罗源湾北

岸罗源县的钢铁冶金等重工业与南岸连

江县的渔业养殖海域功能冲突，湾区面

临极大的生产与生态安全压力，亟待通

过跨界协调实现陆海统筹的产业发展

目标。

综上，由于海岸带地区人海关系、

陆海关系和区域关系的复杂性，单一尺

度的产业空间研究难以深入解析区域经

济单元、海湾自然单元和行政治理单元

多层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需要通过

跨地理区域、跨行政边界、跨生态系统

多尺度协调的视角，探索陆海统筹的理

论方法。

1.4 多尺度协调的产业空间陆海统筹规

划难点与挑战

基于省级海岸带陆海产业空间布局

的现实问题，需要系统探究多尺度协调

的陆海统筹规划理论与方法，以实现陆

海一体、人海和谐、区域协同，跨系统

增益的海岸带产业空间规划效用。在此

之前，需要明晰以下三方面的难点与

挑战：

一是多尺度陆海统筹的空间范围划

定。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定尚无统一标准，

如何结合生态系统、经济联系、治理单

元界定不同尺度下的陆海统筹范围是当

前海岸带产业空间规划的一大难点。

二是多尺度协调的陆海统筹目标框

架制定。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规划是落

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部署、培育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集群、协调区域海洋产业发

展重要的空间规划层级。宏观层面，需

要加速融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网络；中

观层面，需要构建高质量的临海产业体

系；微观层面，需要高效利用海洋资源，

平衡保护和发展。怎样既响应国家发展

战略，又匹配省级和市县发展目标是当

前海岸带产业空间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是跨界协同的系统增益规划路径

探索。面向海岸带空间发展的现状问题

与多尺度目标框架，传统重陆轻海和行

政单元主导的规划管控模式已不适用，

因此亟待探索跨陆海生态系统、跨市县

行政边界、跨传统地理区域的空间发展

路径，以提升海岸带产业空间布局的综

合效益。

2 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多尺度跨

界统筹理论模型建构

在省域海岸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高

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牵引下，

结合产业空间多尺度陆海统筹的关键问

题和主要挑战，在原有经济地理学“边

界效应”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区

域—省域—湾区”多尺度的跨界统筹理

论框架，为探索省级海岸带产业陆海统

筹规划的路径方法搭建理论框架。

2.1 边界效应理论框架的引入

边界效应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

究框架，旨在解析不同边界的交互关系

及其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包含地理、文化、经济、生态等维度的

边界或交界处[15-16]。在海岸带产业发展

维度，相关研究聚焦于经济地理边界、

行政边界与自然边界对生产效率和区域

竞争力的影响。

首先，经济地理边界通过对人类活

动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塑造区域经济空间

格局。由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和

弗里德里希·劳伦茨提出的“中心—边

缘模型”探讨了在地理空间上由边界引

起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经济差

异和不平等[17-18]，并进一步指出产业资

源要素在一定阶段的跨界流动，可以带

来区域整体发展的乘数效应。

其次，行政边界通过领地的划分和

管制规则的差异影响到区域产业经济格

局和区域生态空间完整性。例如，从欧

洲的夜间灯光照片几乎难以辨识出城市

的行政边界，但清楚地显示出伦敦、巴

黎、阿姆斯特丹和米兰等中心，产业经

济空间发展足迹受传统行政边界的约束

仍然显著。另一方面，相邻行政单元往

往因为空间资源利用模式及其制度差异，

影响生态空间连续性和生态物种栖息地

的完整性[19]。为此，基于产业经济一体

化发展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跨行政边界

统筹是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资源高效

利用的关键路径[20]。
最后，自然边界是制约滨海城市陆

海空间和资源要素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界

线。陆海交互作用是海岸带社会生态系

统复杂性的内在机制。然而，以海岸线

自然边界为界线的传统治理模式忽略了

不同物种在这个过渡区域内的交叉分布、

迁徙模式、生态功能及其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也忽视了以海湾和河口为典型

重灾区的陆域污染物向海排放问题[21-22]。
因此，海岸带空间区域的陆海分治将严

重影响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性[23]。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地理边界、行

政边界和生态系统边界对于海岸带产业

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与生态要素协同保护

的边界效应显著，破解边界效应影响的

跨界统筹是海岸带空间高水平保护与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2 跨界统筹理论框架与机制解析

跨界统筹理论框架是从复杂系统的

外部环境、内部格局和资源要素等 3个
方面出发对边界效应的理论延展，其目

标是通过外部环境开放互联、内部功能

格局优化和资源要素流动管控，实现复

杂系统在多尺度层面的有序融合与系统

增益。海岸带产业空间跨界统筹理论包

括对重要边界的识别与关键要素作用机

制解析，具体包括3个方面。见图1。
外部环境指由资源和市场所构成的

海岸带产业发展环境。区域间资源的合

理配置需求与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快速响

应需求，推动产业空间统筹突破单一经

济地理单元实现外部环境的开放互联。

内部格局指省域内海洋产业空间的分布

格局是产业集聚度与协调度的集中体现。

省域内海洋产业发展需破解由行政单元

隔离所引起的同质化竞争，具有推动产

业分工与集聚的格局优化需求。资源要

素指湾区内的陆海资源要素。传统陆海

分治模式下，陆海功能的不协调造成陆

海资源要素流动受阻。通过突破陆海界

面的跨界统筹，实现陆海要素的自由流

动与高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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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系统外部环境、内部格局和

资源要素的多尺度视角下，揭示海岸带

产业空间陆海统筹规划的理论逻辑，通

过对经济地理边界、行政边界和自然边

界的跨界统筹，探索“区域—省域—湾

区”协同的跨界统筹路径。见图2。

3 “区域—省域—湾区”协同的

跨界统筹路径指引

基于跨界统筹理论模型，明确海岸

带产业空间多尺度陆海统筹的空间范围

与基本单元，制定发展目标框架，探索

跨界融合系统增益路径。

3.1 多尺度跨界统筹单元与范围明晰

在区域层面，打破省域陆海行政边

界，研究其所在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

群。蓝色经济引领的时代背景下，海洋

中心城市集群不仅是沿海省份参与全球

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打通陆海

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和融入全球海洋经

济网络格局的基本单元。因此，以海洋

中心城市集群为区域统筹范围，可支撑

面向世界的国家蓝色经济发展网络。

在省域层面，陆域研究范围为沿海

所有县级行政区，海域为其相应的行政

管辖海域和海岛。市县单元既是海洋行

政边界的基层单元，也是国土空间规划

落地实施的重要管控单元。由滨海市县

行政边界所构成的海岸带空间范围是受

陆海交互作用最为显著、海洋产业发展

最为集中、生态保护需求最为迫切的区

域，因此作为省级海岸带陆海统筹的核

心范围具有典型性和基础性。

在湾区层面，向陆一侧主要范围为

沿海乡镇街道行政边界，向海为临岸的

海域主导功能区。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

社会生态系统，具备跨陆海界面、跨生

态系统、跨行政边界的空间特征属性，

是科学的陆海统筹单元。当前，迪拜、

旧金山、纽约等地区均以湾区作为重要

单元制定空间发展规划。湾区空间单元

宜采取综合划定法确定范围：基于陆海

跨系统影响的机制，评价陆海要素影响

范围，并结合社会经济因素与空间规划

管理基础，建立以海湾生态系统单元为

基础的陆海统筹空间范围[24-25]。

3.2 多尺度跨界统筹目标与路径探索

区域互联：打通陆海大通道，实现

内外双向互联。具体路径是突破经济地

理单元边界，向内陆联动主动构建区域

陆海联通枢纽，向海外拓展以积极融入

全球海洋城市经济网络。随着沿海产业

转型升级与全球分工体系变革，依托海

洋中心城市集群，滨海省份通过便捷的

交通、能源通道联系和产业转移等，支

撑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促进创新要

素高效集聚，产业链条跨区域联动的高

质量发展；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和跨境产

业合作体系推动沿海现代化海洋产业持

续升级，并提升区域的全球竞争力。

省域分工：破解扁平化竞争，强化

湾区主导功能。具体路径是突破市县行

政边界，以主导功能湾区为基本单元引

导省域海洋产业分类集聚和高效集约化

发展。一方面，在省域范围内梳理全覆

盖的湾区主导功能单元，形成省域内湾

区功能体系与协作网络。单个市县不再

各自为政，而是融入不同主导功能湾区

参与省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提高产业

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遵循“中心

集聚”与最小影响面的原则，引导污染

型重工业在少数海湾集聚，减小临海重

工业的扩散范围，提高省域生态空间综

合效益。

湾区集聚：化解边界式隔离，提升

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具体路径是突破海

岸线自然边界和海湾所涉及的行政边界，

疏通陆海生态交互与湾区生产要素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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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洋经济要素多尺度交互作用模型
Fig.1 Multi-scalar interaction of marine economic elements

图2 以湾区为单元的跨界统筹模式
Fig.2 Cross-bord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Bay Area as the geographic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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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深入分析湾区港产城关系问题，

围绕不同主导功能与能级的湾区发展定

位，跨相邻市县行政边界协调生产—生

活—生态功能，引导产城融合或产城适

度分离发展。其次，科学评估陆海功能

兼容性情况，跨海岸线自然边界化解陆

海功能矛盾，严守海岸带产业空间发展

的安全底线。

4 实证演绎：福建省海岸带产业

空间多尺度协调的陆海统筹策略

通过“外部环境—内部格局—资源

要素”多尺度的跨界统筹理论内涵解析，

提出“区域互联—省域分工—湾区集聚”

多尺度协同的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跨界

统筹路径，搭建起理论与方法逻辑框架。

选取实践中具有海洋产业发展代表性与

区域经济格局典型性的福建省海岸带案

例。在海洋产业维度，福建省海洋经济

增速较快，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约为全国

平均的 1.5倍，海洋GDP居全国第三位。

在区域发展维度，尽管福建省是面向台

湾省的第一门户，却位于长三角中部海

洋经济圈和南部粤港澳海洋经济圈的圈

层外围，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风险。

在省域层面，作为典型的“双心型”经

济空间格局，其省域海洋城市体系的产

业竞合关系有待优化。在湾区层面，福

建省 3752 km的海岸线曲折漫长，是典

型的多海湾型海洋大省。根据省海洋功

能区划的14个主要湾区，依据行政边界

和地理特征，将沿海市县无缝衔接地划

定11个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海湾

单元[24-25]。故选取福建省海岸带为研究

对象，基于跨界统筹理论框架与路径指

引，探索“区域—省域—湾区”多尺度

协调的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策

略。见图3。

4.1 区域层面：内联外达，培育闽台

“陆海双扇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群

两岸融合，打造对外交流的海上门

户。抓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机遇，

福州与厦门双核联动对接台北和高雄，

培育国家级海洋中心城市集群。首先，

以福州港、厦门港为启动平台对接北美、

东南亚等区域，将福厦打造具有较强资

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贸易中心以及“海丝”

与“陆丝”无缝衔接的国际物流枢纽。

其次，借鉴荷兰Randstad地区，通过阿

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支等

城市的产业分工协作，以“城市网络体

系”参与国际竞争[26,27]。以厦泉金①和福

马②为支点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省主导产业

间的联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预留海内

外协同发展的对接港口、航线等基础设

施和上下游产业链合作空间，强化现代

化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海洋强国和

两岸融合的东南沿海战略支点。见图4。
腹地支撑，打通陆海协同的发展战

略通道。借鉴美国东北部地区，通过改

善交通运输网络，建立人才流动与创新

合作机制，推动纽约、费城等沿海城市

与内陆城市协同发展[28]。完善福厦面向

中西部的跨省综合交通体系，主动对接

中西部城市群，并进一步北上联通中亚、

欧洲等区域形成陆域经济动脉，加强海

洋城市与腹地城市的产业与资源要素联

系。见图4。

4.2 省域层面：梯度差异，构建大密大

疏、低影响度的临海产业空间格局

多湾统筹，建立梯度差异的湾区产

业体系。依据各湾区资源禀赋与上位规

划，进行“引领型湾区、支撑型湾区和

基础型湾区”等三种类型的海湾单元主

导功能与产业定位发展指引。例如，厦

门湾形成以港口物流、国际航运服务为

特色的产业体系，加强“头部”引领。

闽江口、泉州湾、湄洲湾形成以现代渔

业、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生态旅

游为特色的多产融合型产业体系，夯实

“腰部”支撑。兴化湾、东山湾和罗源湾

等七个基础型湾区，围绕市县优势海洋

产业，打造多元化临海专类产业湾区，

强化主导产业竞争力。

图3 福建省海岸带湾区划分
Fig.3 Division of bay areas in the Coastal Zone of Fujian Province

资料来源：文超祥等[24]

"��KF�

"��"F�

"#KF%408�

"#"F%408�

"#K-/8�

"#"-/8�

"��0)���K3

�=�O�

����������������������������������������LN

/

116



基于多尺度协调视角的省级海岸带产业空间陆海统筹规划理论与方法——以福建省为例 林小如 徐铭晖 文超祥 李 洋

底线管控，构建低影响度的临海产

业格局。依据陆海协调度的底线安全性

分析，划分特定功能区的产业禁止区、

限入区、优化区，明确湾区生态底线管

控重点区域。首先，综合考虑环境功能

区划、海洋生态红线、海洋功能区划、

生态安全格局等产业发展限制性因素，

结合陆海产业冲突性分析，确定重点管

控的产业类型：污染型工业和海洋渔业。

其次，科学划分污染型工业和海洋渔业

发展的禁止区、限入区、优化区，引导

污染性产业的适度集聚，形成“大密大

疏”的临海工业与海洋渔业空间格局。

最后，基于底线适配的陆海功能管控逻

辑，探索低环境影响程度和高弹性发展

潜力的产业空间布局策略。

4.3 湾区层面：分类指引，打造陆海协

调、产城融合的多元化海湾单元

分类指引，科学优化港产城协调的

湾区空间格局。一是培育“产城融合”

的区域引领型湾区。借鉴新加坡滨海湾

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综合功能导向

下创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海洋金

融、法律、航运、旅游等海洋服务业发

展。二是壮大“以城兴产”的综合支撑

型湾区。依托高能级城市良好的综合配

套与科研文化基础，优化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海事技术创新服务和海洋高端装

备制造等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涉海产

业体系。三是构建“以产促城”的基础

型产业湾区。遵循生态底线管控逻辑，

推动专类功能集聚，提高基础型产业湾

区的生产效益，降低污染性产业的区域

影响面，提高海湾复合生态系统的社会-
生态综合效益。

跨界联动，环湾共建高质量海洋产

业集群。借鉴挪威海岸带规划中的生态

系统服务概念，将陆地和海洋资源有机

结合，统筹考虑海洋渔业、旅游、能源

等多元产业发展需求，协调多部门制定

统一的海岸带发展规划管理政策[29-30]，
打造海洋渔业+综合服务、海洋渔业+生
物医药、石油化工+新材料、钢铁冶金+
船舶工业、海洋牧场+海上风电等优势互

补的湾区产业集群（图 5）。基于产业联

系与产城关系，划分适度分离型、高度

联系型、深度嵌入型等海洋产业集群，

科学引导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基于全局视角与关键要素的协同治

理是实现海岸带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保护的重要路径，是推进海洋强国与

图5 以湾区为单元的产业集群联动与产城关系协同路径
Fig.5 Bay area collaboration path for linked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dustry-ci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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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闽台“陆海双扇型”跨区域统筹空间格局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 Land-Sea Dual Fan-Shaped " development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资料来源：政策建议《培 育 * * 海洋中心城市集群构筑我国****战略支点》文超祥，朱查松，林小如等，

中共厦门市委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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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所构建

的“外部环境—内部格局—资源要素”

的跨界统筹理论与“区域—省域—湾区”

协同的跨界统筹路径，是推进海岸带产

业空间多尺度协调的“可行性解”之一，

其实践路径仍需要结合国际局势与宏观

政策的变动而不断优化。当前的世界海

洋经济竞争格局早已跳脱单一城市乃至

城市群层面，以大湾区为区域统筹单元、

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尺度竞

争体系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如何提升

全球海洋经济体系中的中国份额，如何

通过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提升海岸

带空间的综合效益，参与全球竞争与合

作，是国土空间深化改革背景下海岸带

产业空间规划的重要议题，需要在理论

与实践层面进行不断探索。

注释

① 厦泉金是指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与台湾

省金门市。

② 福马是指福建省福州市与台湾省马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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