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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响》

前言

福建是我国的海洋大省之一，海域面积达l3.6万km2，地理区位条件特殊，与台湾隔海相望。福建省沿
海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缺乏，势必将围海、填海造地作为解决土地资源短缺、维持耕地资源
占补平衡的重要途径之一；区域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也必将依托海洋，向海洋拓展发展空间。围海、
填海造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不足的矛盾
，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随着社
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岸海域生态和环境面临诸多威胁和挑战，大量围填海进一步加大了海洋资源
环境的承载压力，对海域的资源、水动力、环境容量和生物生态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如何
正确处理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政府决策和海洋
管理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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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响综合评价》运用系统科学思想，借助地理学、海洋学、环境学、生
态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紧紧围绕各类海湾围填海规划方案(包括项目)对资源(如港口航运、渔业
、旅游等)及海洋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从数值模拟、生态与环境评价和社会经济评价及损益分析等方面
着手，综合评价了福建省13个主要海湾历史围填海活动和未来围填海规划需求，并就其对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环境容量和资源的损耗以及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综合损益分析和评价，拟定了福建
省13个主要海湾未来围填海规划，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域使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响综合评价》可供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海洋管理等专业的研究人员、
管理人员及大专院校学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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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福建省海湾北接浙江省，南连广东省，西靠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临台湾海峡，地处太
平洋西岸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南海与东海的交界处，扼东北亚和东南亚航运通道的要冲，位于我国
南方航线的中段。尤其是濒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和特殊。福建省海
湾在当前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促进闽台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福建省
沿海地区港湾众多，港口建设条件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加之陆上对外交通受地形的制约相对比较闭
塞，因此福建省历来将门户开在海上，长期以来就与海外有广泛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沿海地区更是率先实行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最早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因此，福建
省沿海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为该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福建省与海峡东岸
的台湾省同处于我国东南海域与太平洋连接的重要位置，共同构成了环太平洋战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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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响综合评价》以各海湾为整体单位，全面开展围填海活动的正面效益
和负面影响回顾、现状评价以及围填海规划方案的预测性综合评价。《福建省海湾围填海规划环境影
响综合评价》是一项开拓性、创新性、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体现，也是国内第一次从历史、现实、
未来的服务发展和战略角度全面、系统、科学、客观地总结海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资源环境承
载力之间关系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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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是领导自己写的就好了！
2、我买了这书有2,3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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