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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水平实施海湾综合治理，
高品质打造全民共建的美丽海湾建设典范
Shenzhen: Implement high-level integrated bay management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model of beautiful bay construction by all people 

■文 / 孙赫1  张川2 

深圳，作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和中

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建设、人口

迁徙与支柱产业发展具有向湾向海聚

集的显著特征。近年来，深圳市已在入

海排放口分类管理、陆海联动监测、联

合执法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严格

控制陆源污染入海，实施污染物排海

总量控制，在西部海域持续削减入海

总量，在东部海域设置总量排放限值。

2022年，深圳大鹏湾获评全国第一批美

丽海湾优秀案例。

一、深圳市美丽海湾建设背景
美丽海湾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

必然要求和重要载体，是新时期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创新性举措。《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重点推进美丽

海湾建设，持续推广美丽海湾优秀案

例。《2024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打造魅力沙滩、美丽海湾。《珠

江口邻近海域综合治理攻坚实施方案》

绿色生态大鹏    摄影 /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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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推进美丽海湾建设，要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生

态环境，因地制宜制定建设方案。《深圳市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美丽海湾保护

与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深圳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深

圳要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示范城市、城市

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现代化

城市，奋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

范例。

深圳市当前面临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重大历史机遇，处于建

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关键推进期，具有建设美丽海

湾，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动力，

同时也肩负着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的重大责任和使命。

二、深圳市海湾基本概况与面临的主要海洋生

态环境问题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

海域面积2297平方千米，海岸线长311.4千米（含深

汕特别合作区），海域范围受香港九龙半岛分割，分为

东、西两部分，东有大亚湾、大鹏湾以及深汕特别合作

区的红海湾，西为珠江口和深圳湾，各海湾自然禀赋

各异、海洋生物资源丰富，分布有红树林、盐沼、珊瑚

礁等多样且重要的滨海湿地，拥有全国唯一位于城市

腹地的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东

半球国际候鸟重要的栖息地和南北迁徙通道上重要

的“中转站”，代表性珍稀濒危水鸟——黑脸琵鹭、反

嘴鹬种群超过全球个体数量的1%，承载着生态保育

和城市发展的双重功能。

但是，受毗邻珠江口，海湾人口、经济活动压力较

大等的影响，深圳市海洋生态环境仍面临着西部近岸

海域水质差且波动大、入海河流总氮的问题较为突

出、典型生境和海洋生物资源量下降、亲海活动受限、

应急风险防范急需加强等问题，东西部海湾自然条件

差异显著。因此，精准识别海湾自身禀赋优势与差距

短板，有效开展“一湾一策”，科学探索精准施策新范

式，是深圳市美丽海湾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深圳市美丽海湾建设治理措施
（一）建立以陆海联动为核心的联测联防机制

深圳市将“美丽海湾”指标要求与治污保洁工程、

污染防治任务进行有效融合，深入推进面源污染、入

海河流总氮控制、海洋垃圾清理等各项工作，将相关

指标纳入市、区两级生态文明考核。关停对海湾污染

严重的纺织印染企业，完善污水管网设施，完成水质

净化厂提升改造；对重要入海河流实现水质自动监测

及实时通量监测，规范入河（海）排放口管理，有效

管控入河入海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

水平；推动各部门协同联动、公众积极参与的海岸线

和海洋垃圾综合治理格局，建立政府部门、街道、社

区、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参与，人力、物

力、财力有效保障的海岸线和海洋垃圾综合治理工作

机制。同时，不定期与多部门联合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百日攻坚行动”、打击清理涉渔“三无”船舶专项整治

行动、“利剑七号”行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禁止

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等系列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在专

项行动中，各部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形成工作

合力。

（二）建立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生态保育

机制

1.探索形成“司法介入、专业引领、科技跟踪”的

生态环境修复新模式。在珊瑚礁替代修复案例中，大

鹏湾不断加强生态环保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

衔接，责令责任人通过替代性修复实现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专业人士通过技术判断，提出修复方式、修复过

程、修复结果等方面具体意见；采用卫星影像、无人机

航拍、专业摄影等科技手段跟踪后续替代性修复效

果，最终珊瑚替代性修复存活率达82%，评估修复区

效果等级达到“优”。

2.强化陆海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平台应用。利用典

型生境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汇总调查线路、物种空间

分布信息、图片影像、声音等数据，实现物种类群的可

查、可视、可比对，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提供技

术支持。

3.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营造生态栖息天堂。自

2014年起，深圳设立地方规范性文件，将深圳湾大桥

以东约23平方公里海域范围列为禁渔区，实施全年全

时段禁渔，有效减少了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干

扰。开展深圳河入海口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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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鸟类保护等，有效保护红树植物资源，恢复红树

林湿地面积超过135公顷，守护原生红树16种，入选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2022年11月，

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开幕

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

树林中心”。

（三）做好亲海品质示范，共建海湾生命共同体

一是高标准建设滨海休闲带，打造都市魅力新地

标。全面提升亲海环境品质，融合滨海绿道系统打造

生态和谐的公众亲海游憩空间。深圳湾历时8年，高标

准打造了15千米长的滨海休闲带，不同主题的区域公

园、长廊互联互通，实现亲海空间岸线全贯通，为市民

和游客提供了集休闲娱乐、健身运动、观光旅游、体验

自然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区域，荣获国际风景园林

师联合会（IFLA）评选的“第九届风景园林奖设计类

杰出奖”及201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二是多层

次推动红树林生态科教，打造自然教育新模式。依托

红树林自然资源，成立全国首家由民间发起的红树林

基金会，打造省级环境教育基地2家、市级环境教育基

地2家、自然学校6家、自然教育中心7家，利用互联网、

移动媒体等平台，普及湿地科学知识，举办“红树林畔

健步行”“珍稀动植物灯雕”等系列以红树林为特色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每年为超过1000万人次提供游览、休闲

和科普教育服务，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幅提升。

四、深圳市美丽海湾建设经验启示
（一）谋划在前，注重长效机制建设，以良法保善治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生态为民，打造海城共生共

荣的新模式。为保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深圳改变向

海要地的扩张模式，主动避让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建立隔音屏障。营造丰富

多样的“湾景观”和“湾生态”，创造性地解决了密集中

心城区的亲海诉求，大幅释放了生态红利，吸引了高

科技企业和高端人才，打造出国际一流的CBD。2021

年，福田、南山区GDP总量达1.3万亿，占全市的42%，

实现了“生态与经济齐飞，美丽与发展共赢”。二是高

起点建立陆海统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新机制。深圳市

制定实施了相关规划、方案、计划等，形成了覆盖红树

林保护、海洋垃圾集中整治、沙滩资源保护等保护与

监管并重的一系列政策。运用合作备忘录、综合治理

权责清单等机制构建起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齐抓

共管的格局，保证相关机制长效运行。

（二）坚持科技赋能，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管监

测能力

一是首创无人机巡查近岸海域环境监管新机制。

通过布设无人机智能机场，建设固定路线巡航+指点

飞行详察的无人机24小时远程调度巡查系统，形成近

岸海域基本覆盖、海岸线全部监管、常态化巡查快捷

高效、突发事件跟踪处置的陆海统筹环境监管格局，

获央视《新闻周刊》报道。二是打造海洋环境可视化智

慧监管模式。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区县级全要素生态环

境动态监测系统平台，形成海洋专题图层，构建起以

水质监测数据为主要导向的“问题预警－成因分析－

指挥调度”监管模式，实现近岸海域生态要素的可视、

可测、可控。

（三）先行先试，创建海湾绿色发展新模式

深圳市创新编制全国首个《海洋碳汇核算指南》，

并作为深圳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印发国内首个区县级

《减污降碳协同指数》，为系统推进减污降碳工作提供

指引；探索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指导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创新海湾生态补偿机

制，实施生态保护专项补助政策，累计发放生态保护

专项补助超23亿元，充分调动原村民海洋生态保护的

积极性。

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深圳市一直走在生态优先、

生态为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前沿，始终将先行、创

新、绿色放在首位，为高质量开展美丽海湾建设提供

典型示范样板。

作者单位：1.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2.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东涌红树林湿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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