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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总体布局上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支撑和带动作用的区域，特别是作
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和环境保
护的重点地区。
　　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环渤海、北部湾、海峡西岸等新的沿海经济增长区正在形成。
从发展潜力上看，这些新兴沿海经济区将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共同决定着我国沿海区域
经济的长期发展格局和态势。
并且，这些区域的生态地位亦十分重要，都是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重要功能区，涉及长江、黄河、
辽河、海河、珠江等重点流域以及渤海湾、湄州湾、北部湾等重点近岸海域，同时这些地方的环保和
节能减排任务亦十分繁重。
因此，这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发展最具活力的沿海地区的中长期生态环境演
变趋势。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沿海经济区发展都是以国家战略性基础产业为主体，但其经济发
展的总体思路尚未真正摆脱传统模式，不顾环境资源承载能力“铺摊子、上项目”，在沿江、沿河、
沿海无序布局大量的石化、化工、钢铁、能源、造纸等“两高一资”型产业，给有限的环境容量和自
然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区域性、流域性环境风险进一步加大的隐忧不容忽视。
为此，必须解决沿海经济区发展过程中可持续的环境资源支撑问题。
对环境与资源进行有理性、有节制、有远见地利用与管理，依据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科学确定产业发展
目标、布局、结构和规模，是沿海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国内外的广泛经验证明，战略环境评价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制度化保障，是在发展战略层面
促进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随着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深入实施特别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出台，开展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正成为一件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然而，相关规划环评工作正面临着技术方法和实践经验的制约。
对此，本书从总结和分析目前相对成熟的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人手，提出新兴沿海经济区发展应重
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建立了开展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评的技术原则、方法
框架，并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具体说明和展示开展类似规划环评工作的基本模式、重点内容和技术关键
。
为深入实施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评工作提供实用的技术方法和参考案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

内容概要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和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
本书总结诸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些相对成熟的沿海经济区在以往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
经验教训，分析一些新兴沿海经济区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形势，指出开展沿海经济区发
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性和意义，提出并建立了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原则和
方法框架，并提供辽宁沿海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广州南沙地区等三个典型的沿海经济区发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案例。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管理、研究和实践人员，环境科学、区域规划、经济地理、生态
学、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技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政府部门有关人员阅读和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先发的环境教训　1.1 我国沿海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1.2 沿
海主要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1.3 沿海先发经济区的主要环境教训第2章  新兴沿海经济区面临的环境问题
及其对策建议　2.1 沿海新兴经济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2.2 沿海新兴经济区的发展与环保对策　2.3 
沿海新兴经济区发展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形势第3章  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原则与要
点　3.1 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和发展现状　3.2 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评的技术原则　3.3 沿海
经济区发展规划环评的技术要点第4章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4.1 工作背景和评价思
路　4.2 规划概要与分析　4.3 区域概况与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4.4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4.5 重点产业
发展的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4.6 近岸海域环境影响评价　4.7 空间布局生态合理性分析　4.8 循环经济
与清洁生产　4.9 发展规划综合论证　4.10 评价结论与建议第5章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　5.1 工作背景和评价思路　5.2 规划概要与分析　5.3 区域概况与环境质量现状　5.4 资源环境特
征与承载能力　5.5 重点产业发展环境影响　5.6 近岸海域环境影响分析　5.7 空间布局生态合理性分析
　5.8 发展规划综合论证　5.9 评价结论与建议参考文献彩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

章节摘录

　　2.加强和拓展阶段　　继深圳之后，珠海经济特区也于1980年10月正式动工建设。
1981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强调要因地制宜、
注重实效，把特区真正建设起来。
1984年，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既有的四个经济特区
，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
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一些政策，增强它们对外经济的活力。
1985年2月，党中央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
济开放区。
至此，我国的沿海经济区开始全面建设起来。
　　3.完善和深化阶段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的东南沿海经济区已经初具规模，发展经验
也被逐步推广到其他开放城市和开放区。
自1987年以来，国务院又先后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等地区进一步扩大开
放范围。
1988年3月，国家决定将开放的范围从沿海城市扩展到全国沿海市、县，同年4月，又批准海南省成为
经济特区。
中央政府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使东部沿海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
而且，为了更好地融人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的潮流中，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后，环渤海
、海峡西岸和北部湾等沿海新兴经济区的发展也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望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
极。
　　目前，我国的沿海经济带，地域上包括三市九省区以及台、港、澳三个特殊地区。
其中，三市是指北京、天津和上海；九省区则包括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
南以及广西。
　　1.1.2 我国沿海经济区的发展特点　　沿海经济区的显著特征是依海而建，海洋使其在区位优势、
地理特征、地缘条件、文化背景等方面都与一般的陆地区域经济区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形成了我国沿
海经济区发展的一些显著特点。
　　1.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外向性　　沿海经济区发展受到国家经济能力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
通过海洋在全球配置资源从而产生资本。
真正使沿海经济增长产生飞跃的关键是与其他经济区的合作和国外的空间经济技术传播。
从局部来看，海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陆地的由铁路、公路、河流连接的点轴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
它既要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海洋安全利益，又涉及国际法律准则、周边关系和多边开发原则等相关
方面，因此，沿海经济区是在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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