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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土空间开发的陆海统筹— 
基于陆海统筹的区域国土空间开发 

 国土：陆地国土+海洋国土 

      960万+约300万=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载体 
 

 全国国土规划范围：陆、海两个区域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了国土开发重点与基本框架

→“陆地国土空间与海洋国土空间的统一性” 

陆海统筹：统一谋划我国海洋与沿海陆域两大系
统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安全 

“陆地国土空间与海洋国土空间协调开发”是“
陆海统筹”的重要内涵。 

 



 

 海岸带—特殊生态功能区:以海岸线为核心，与其邻接的一定范
围的陆域和海域，其地理、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既不
同于陆地，又不同于海洋，形成了一个生态过程和功能既依赖
陆地又依赖海洋、既不同于陆地又不同于海洋自然生态环境的
相对独立完整的生态系统。 

 海岸线：陆地与海洋的分界线 

 海岸线管理：是落实陆海统筹的重要抓手 

 海岸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必须基于陆海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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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统筹的概念及内涵 

陆海统筹的国际经验 

陆海统筹的国内实践 

对陆海统筹的认识和探讨 
 

 

 



 

概念与内涵 

统筹：“统一筹划”或“通盘筹划” 

           ----开放性动态思维活动 

 陆海统筹：是对陆地和海洋的统一筹划 

目标：实现区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影响因素：区位、技术、资本、资源禀赋、
政策体系与管理制度等 

内涵：战略思维、思想和原则、思路和方法 

“海陆一体化”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陆海统筹政策和经验 

 美国 

 海－陆－空相互作用原则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原则 

 欧盟 

 海洋空间规划 

 海岸带综合管理 

 日本 

 核心理念和目标：“海洋立国” 

 《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强调海洋、海岸带管理与流域的
统筹 

 《海洋基本法》：采取统一措施，对沿岸海域和陆地区域进行更合理管理 

 

 



我国陆海统筹思想及发展实践 

与陆海统筹相关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
策发展历程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 

—20世纪90年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家宏观决策中的陆海统筹思想 

（一）党代会报告 

1、《党的十五大报告》：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

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 

2、《党的十六大报告》：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和共同发展 

3、《党的十七大报告》：积极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深化沿海地
区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海洋等产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
开发格局” 

4、 《党的十八大报告》 ：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根本方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 



（二）五年计划/规划 

（1）新中国成立后：处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
达地区的地域关系； 

（2）“六五”计划：全国分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少数
民族地区； 

（3）“七五”计划：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 

（4）“八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四类 

（5）“九五” 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七个经济区域，但地区
调控仍以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 



 （6）“十五”计划：仍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安排区域发展

的重点和方向，对西部地区发展予以积极支持 

 （7）“十一五”规划：在三大地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东、

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四个区域的政策框架和主体功能

区的设想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

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 



沿海地区的陆海统筹协调发展历程回顾 
（80年代以来） 

 海南：以海兴岛，建设海洋大省 

 广西：实施“蓝色计划”，把北部湾建设成大西南的出海通
道 

 广东：加快海洋矿产资源和岛屿建设 

 福建：“山海经”，建设海上田园 

 浙江：开发宁波、温州和舟山地区，建设东方大港 

 上海：以沿海区位优势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江苏：“向海洋进军”、“向滩涂要宝”，建设“海上苏东” 

 山东：建设“海上山东”，并列为振兴山东经济两大跨世纪
工程之一 

 河北：“科技兴海，建设海上秦唐沧” ，陆海经济一起抓 

 



沿海地区的陆海统筹协调发展历程回顾 
（21世纪以后） 

 天津：提出使海洋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设想 

 辽宁：建设“海上辽宁” 

 吉林：开展对图们江地区的综合开发研究 

 辽宁省提出了“五点一线”的战略 

 河北提出了大规模开发 

 江苏提出了沿海发展 

 福建提出了海峡两岸经济区的构想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明确提出南通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江海交汇的
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战略”与“强省带动战略”各有
区别和特点 

 

 



陆海统筹的发展模式与实践 

• 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东部向太平洋的沿海开

放带动了内陆开放 

• 20世纪90年代：海陆一体化 

• 21世纪初：云南省以南、西向印度洋的沿边

开放带动越洋开放等。 

发展模式和经验 

—以海带陆、以陆带海模式： 

—水陆并进，开边拓海实践 

—跨越国界的陆海统筹 

 

 



新形势下“陆海统筹”的战略意义 

 中国地缘特征需要从全球战略高度统筹考虑陆
海关系 

 中国区域均衡发展和经济安全需要统筹陆海经
济布局 

 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需要倚陆向海统筹陆海资
源开发 

 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需要陆海统筹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 

 



多维尺度的陆海统筹 
 全球尺度下的陆海统筹： 

 国家大战略问题 

 重点关注国家海洋利益维护和拓展 

 国别尺度下的陆海统筹： 

 区域发展战略问题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区域/地方尺度下的陆海统筹：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以及从流域-河口-海
洋的区域管理 

 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和发展 

 

 

 

 



如何实施“陆海统筹” 

1、统筹陆地与海洋的战略地位，确立陆海
整体发展的战略思维 
 破除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确立陆海整体发展的
战略思维 

 将陆海统筹战略思想纳入海洋发展战略之中 

2、统筹海上安全和陆上安全，全面发展武
装力量，保障国家安全 
 树立海、陆两个安全观 

 大力加强海防 

 积极发展海权 

 



3、统筹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展，形成两
者紧密融合、协调发展的新态势 

 将海洋纳入国家总体经济区划中 

 在全国国土规划中合理布署陆海统筹开发格局 

 构建和壮大沿海经济增长核心区域 

 统筹协调陆、海开发与产业发展 

 



三、保障措施与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陆海统筹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陆海两分到海陆统筹必须伴随着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需要高层次的

综合协调管理，建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管理体制和高层次的决策
与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科学统一的海陆管理法规体系，统筹陆海行政
审批。 

2、建立相对稳定的“陆海统筹”问题研究团队，加强
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 

 建立海陆协调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团队，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加强海陆主体功能区规划关系及相关基础研究工作海陆主体功能区规
划的区别与联系图 

3、制定和完善财政政策 

    建立财政支持陆海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大对陆海统筹发展的支持力

度，解决或缓解海洋开发及沿海地区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促进陆海统
筹、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海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区别与联系图.docx
海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区别与联系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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