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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

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全面深入实施。陈雯
、陈顺龙主编的《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重塑发展新格局)》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为案例．
探讨区域一体化的特殊形式——同城化发展——的内涵及意义，构建同城化发展规划编制的方法体系
．以期丰富区域规划编制理论和方法，并为高效科学的同城化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重塑发展新格局)》可供政府管理和决策部门，以及区域与城市规划、人
文地理学、区域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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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雯，女，福建宁德人，1967年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流域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区域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地理
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主要从事城市
与区域发展理论、区域规划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攻关、中
国科学院以及省市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等。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两部。　　　　陈顺龙，男，福建
漳浦人，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兼厦门市同
城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发展和改革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中长期发展
规划编制、地区经济政策研究等工作。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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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九龙江源头生态功能区　　主要位于漳州境内的博平岭山地丘陵地区。本类型区存在的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是，林产业经营使本区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地带性植被大多转为针叶林，因而生态系统
结构趋于简单，影响水源涵养能力。部分矿山的采矿活动和山地农业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未来应
该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育，对生态公益林逐步进行改造与建设，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常绿林比例
，完善和优化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提高其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功能；加强对单一树种人工林
建设的生态监管，对大规模林纸一体化项目及其造林基地建设要进行严格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推进
环境友好的林业建设方式；加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努力减少森林资源灾害性损失；加大火
烧迹地、采伐迹地的造林和育林力度，加速林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生态功能的提高；做好矿山开发的
生态修复工作；严格控制林业以外的其他开发活动；强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监督和管理，严格执行
自然保护区条例，同时，着手建设自然保护区群网和种质资源库，禁止各种破坏自然资源和产生环境
污染的开发建设活动，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农村新能源，进一步加大沼气池建设和推广力度，普
及高效省柴节煤炉灶，保护森林资源；严格限制小水电发展，规范中型水电站建设；逐步清理区内采
矿以及林木加工等资源消耗型项目和污染型企业。　　2．中部山区生态功能区　　主要位于戴云山
和博平岭的交界地带。本区域是福建重、中度水土流失的　　集中分布区，也是沿海产业带西侧的生
态屏障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和监督是其主要的任务。该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林产业经营使本区以
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地带性植被大多转为针叶林，生态系统结构趋于简单；部分矿山的采矿活动和山地
农业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未来要实行封山育林，保护植被，禁止毁林开荒、烧山开荒，禁止在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15度以上坡地开发园地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加大矿山开发的生
态修复力度，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强化矿山环境
综合整治和水土流失治理，取缔关闭不符合最小开采规模规定的矿点，严禁在禁采区内新建矿山、矿
点；进一步加大沼气池建设和推广力度，通过以沼、电、气、煤代柴，减少樵采对森林植被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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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雯、陈顺龙主编的《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重塑发展新格局)》在深入分析同城化内涵以及国内外
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案例的基础上，指出同城化是指相邻地区之间实现文化认同、经济一体、空间
均衡、要素互通、利益共享、福利趋同的过程。这一过程都是在突破行政边界的基础上，遵循增加密
度、缩小距离、加大分工和减少分割的特征，促进区域整合和效能的提高，使地区发展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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