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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的滨海环境
——茅尾海滨海地区控制开发探析

□  唐  飙

[摘  要]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在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如何维护海洋及滨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分析茅尾海滨海地区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在钦州推进大工业、大港口、大开发的今天，如何合理开发和保护滨海，让“钦州的

母亲海”茅尾海得到有效地保护，滨海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提升，使茅尾海滨海地区成为钦州最优美、最适宜人居的生态文明综合功能区。

本文对茅尾海滨海地区提出了控制开发的必要性、控制范围、控制开发模式及管理策略，为实现茅尾海滨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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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钦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建设、临

港工业、渔业养殖和城镇建设等用海需求旺盛，使得用海

范围不断扩大，滨海的开发利用与生态资源保护矛盾日益

突出；上游河流钦江和茅岭江带来的泥沙和污染物排入茅

尾海，使茅尾海出现海域不断淤浅、面积萎缩、水动力减

弱、污染加剧等严重的海洋生态问题，导致部分生物资源

衰退、沿海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整体生态功能正

在减弱。

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足

实际，深入研究，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滨海生态留

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为建成“水清、岸绿、滩净、

湾美、物丰、人悦”的美丽茅尾海海洋生态环境做贡献。

因此，为保护茅尾海及周边环境，科学统筹和引导用

海需求、协调远景目标与近期建设的关系，为周边城镇发

展与职能提升控制和预留必要的空间，本文提出了茅尾海

滨海地区控制开发的必要性及控制开发策略，为该滨海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开发思路。（见图1 ）

2  茅尾海现状概况及面临的问题

2.1  茅尾海现状概况
茅尾海地处广西北部湾的顶部位置，位于广西海岸

的中段，属于钦州湾的内湾，是钦州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

一。茅尾海西与防城港市的茅岭镇接壤, 北依钦南区，南

向钦州港区与北部湾；北有钦江与茅岭江的流入，南与外

海相连，内宽口窄，形似布袋状又如湖泊，是半封闭式的

内海，南北纵深约18公里，东西最宽处为12.6公里，口门

宽3.7公里，海岸线长约120公里，水域面积约135平方公

里。

钦江与茅岭江的流入，形成典型河口湾湿地，潮滩较

多，约5333.33公顷的浅海滩涂和约6666.66公顷的潮间带

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2005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准建立茅尾海自治区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

面积2784公顷，其中红树林面积1892.7公顷，保护区内有

红树植物11科16种，占全国红树种类的43.2%；各种动物

491种，其中33种鸟是中澳、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

协定的保护鸟类。在茅尾海，已知名的虾类11种、蟹类10

种、鳝类3种、贝类10多种。作为全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

苗基地，茅尾海出产的大蚝每年可生产大蚝种苗1.5亿支

（串）。茅尾海物种丰富，生态环境多样。

茅尾海境内风平浪静，平均风力仅1～7级，“海阔，

浪静，泾幽”是茅尾海一大特征。主要景观有国家级海洋

公园、七十二泾、龙门岛、岛群红树林、生态湿地、海中

小岛，岛礁环绕，海景变化万千。

2.2  现状陆域城镇建设情况
2.2.1  钦州市中心城区

2018年，钦州市区人口115万人，其中钦北区（含所

辖乡镇）58万人、钦南区（含所辖乡镇）57万人、中心城

区人口60万人，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约60平方公里。

钦州市中心城区主要是以城市建设为主，港口区以大型工

业、港口运输为主。近年临近滨河的白石湖地区及临海的

滨海新区有一定规模发展建设。

2.2.2  茅尾海周边镇村情况

村镇建设用地包括康熙岭镇、茅岭镇、尖山镇、大番

坡镇和龙门港镇，区域现状总人口约12万人，其中茅岭

镇、尖山镇和龙门港镇建有港口。

2.3  茅尾海功能作用
茅尾海天文潮汐时间长于退潮时间，由于出海口起到

瓶颈作用，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海水急速冲刷，自然带

走淤积泥沙，从而形成龙门天然深水潮汐通道，且保持钦州湾

内不淤或少淤，使钦州港具备建设30万吨航道的大港条件。

因茅尾海地理位置特殊，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若茅尾

海大面积围垦造成纳潮量减少，将逐步导致茅尾海淤积最

终不复存在，龙门水道也将流速减缓，增加泥沙淤积，影

响航道通航能力，直接危及钦州港现有的码头泊位。

受龙门水道瓶颈的制约，茅尾海水体与外海水体交换

较慢，海水自净能力较差，一旦遭受大面积污染，将影响

钦州市“大蚝之乡”的大蚝生产，使茅尾海水产养殖业遭

受灭顶之灾。（见图2、图3）

2.4  面临的问题
2.4.1  养殖过度，使钦州港面临威胁，重要渔业资源

受到影响

由于大面积高密度养殖大蚝及其他海产，导致茅尾海

的水流速度降低、潮汐甬道流速随之降低、纳潮量缩减、

泥沙淤积增加等一系列生态连锁反应，危及现有泊位和航

 图1   北部湾黄金内海

图2  茅尾海景观环境 图3  茅尾海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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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将直接影响钦州港10万吨～30万吨级深水泊位的建

设；生态环境恶化还将导致蚝苗资源衰退，钦州四大名海

产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减产，直接影响钦州市“大

蚝之乡”的可持续发展。

2.4.2  钦、防两市共有领域，使用上缺乏统筹规划和

明确监管

由于茅尾海及周边地区空间权属分属钦州市和防城

港市两地管辖，在滨海空间使用上没有统一规划、统一协

调，茅尾海海域及周边陆域空间不断被蚕食。

2.4.3  茅尾海上游乡镇及周边散布较多农村居民点，

潜在面源污染大

粗放的围海养殖如吊养大蚝、围养经济鱼种等造成了

养殖面源污染；加之农业面源污染和镇村居民生活污水未

经过处理排放，将通过茅岭江、钦江或地面径流汇入茅尾

海，直接威胁着茅尾海水质及其生态系统安全。

2.4.4  周边地区建设及内海现有干散货码头运营造成

环境威胁

近年来，随着茅尾海的大力开发，周边地区经济的快

速发展，围填海工程等海洋生态环境压力增加。茅岭港码

头、沙井港码头装卸货物产生粉尘污染、机械作业产生噪

声污染、停泊船只及转运过程中的抛洒行为也对水体形成

水质污染。

2.4.5  钦江、茅岭江流入的泥沙加速茅尾海的淤积

近年来，由于上游人为活动频繁，毁林造地，钦江、

茅岭江两流域的植被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之大规模种

植速生桉，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加快了茅尾海内湾海岸淤

积速度。在内湾，河口沙坝向南淤积较快，退潮时浅滩裸

露，涨潮时被淹没。

2.4.6  主城区与出海口附近临港工业群存在环境威胁

钦州主城区与临港工业不合理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注入，对出海口狭小、海水自净能力差的茅尾海，无疑严

重威胁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见图4）

3  控制开发的必要性及控制范围
3.1  控制开发的必要性

由于茅尾海面临的威胁，现未有针对茅尾海行之有效

的规划及相关政策，因此，对茅尾海滨海地区提出控制性

开发十分必要。

（1）现有的海洋相关规划主要侧重于海域资源综合利

用层面，而与其相连的陆域空间开发指引则较少涉及，而恰

恰是陆域层面的开发定位、开发模式、空间布局、开发强度

等因素对海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和临港工业的发展，陆源污

染威胁将增加，为避免后续建设的无序或过度开发造成对

茅尾海的侵蚀，需要统筹海、陆两个层面的开发利用与空

间布局，对滨海岸线地区至内陆腹地不同的圈层空间进行

有区别的控制性开发引导。

（3）由于规划的实施与实现需要一定的时序性和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作为保障，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得不到

有效的处理和解决，必将演化为影响规划实施效能的限制

因素。故协调后续建设与沿海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

系，需要在既有建设规划总体定位的基础上，在后续建设

的开发模式、空间布局、开发管理、环境保护策略及应对

措施等方面予以深入探讨。

3.2  控制范围
基于确保茅尾海生态系统完整性、便于后续建设管

理和环境监控的原则，以南北高速公路、钦防高速公路、

308省道、沿海高速公路（规划）和茅岭镇行政界限以及

龙门港镇周边一定的缓冲空间围合成的区域划为规划范围

面积共约415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约135平方公里。

规划将既有的、已通过批复实施的钦防两地的城市

总体规划、《广西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广西海洋功能区

划》进行空间叠加拼合，现有的规划框架可以概括为“一

海、一城、三区”。“一海”即茅尾海； “一城”即茅尾

海滨海新城；“三区”即七十二泾风景旅游区、红树林海

洋自然保护区和上位规划未作定性的功能待定区； 剩余空

间多为生态绿色空间。

总体上，发展内容涵盖了生态、人居和旅游三个层面，

在开发与保护的天平上，探讨何种发展模式才可以达到社

会、经济、生态三效合一的最优效果，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4  控制开发的总体策略
提倡由建设指引向空间管制的发展模式转变。以高品

质的滨海空间和高附加值的利用需要合理的空间管制作为

保障，在现有发展框架下，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市场

等多种措施保证茅尾海地区优良环境品质得以持续。

据此提出“保生态、促人居、一产稳、二产净、三产

兴” 的总体发展策略。

（1）生态策略：生态优先、空间管制、控制排污，

打造山水交融的生态净土。

（2）人居策略：有限承载、集约建设、控制强度，

构建宜人的滨海生态城市。

（3）一产策略：立足现状、控制总量、提升模式，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养殖基地。

（4）二产策略：环境先行、产业准入、协调发展，

建设高附加值的循环生态产业。

（5）三产策略：多元组合、融入区域、高端定位，

打造立足东盟、放眼全球的滨海旅游度假胜地。

5  控制开发引导
5.1  开发模式

规划倡导圈层与梯度开发的模式。由滨海近海岸线向

内陆腹地依次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为滨海岸线开发

层，适宜开发适量低强度、低密度、环境友好型的滨海旅

游服务功能，以保护性开发为主。第二圈层为控制性开发

圈层，将既有规划中尚未明确定性的用地空间作为控制开

发区域进行管控，作为后续中远期建设的后备发展空间，

在该圈层中保护与开发并重。近期侧重现有建设点（如周

边遍布的农村居民点、港口码头等）的整合与环境修复。

第三圈层为城市建设开发层，既有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

区，如茅尾海滨海新城、临港产业区、周边集镇等区域，

作为近期集中建设区，开发建设的同时注重环保问题。

总体上，建议茅尾海陆域空间的开发强度自岸线向

腹地呈梯度递增的梯级开发模式，以确保近海岸线区域形

成一定的开发缓冲空间，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海景轮廓。

（见图5）

5.2  空间布局
考虑到茅尾海内海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可持续、和谐

发展的理念指导空间布局。布局方式包括整合多生态因素，

构建完善的生态网络体系；集约的建设用地单元与有机生态

基底相耦合；融入多元功能，以生态为脉串联多主题空间。

5.3  空间结构
围绕茅尾海，周边形成生态、人居、旅游三大功能组

团，呈细胞单元式分布于生态基底中，形成“一心三极”

的空间结构。三大功能组团通过外部交通、内部生态斑块

紧密联系，和谐发展。每个功能组团内部由多个次一级的

细胞单元组成，依功能组团性质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组合

模式，各次一级单元之间由生态廊道联系。

5.4  分区指引
（1）生态组团。由康熙岭镇综合服务单元、功能待

定区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组成，结合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

区，可适量开发滨海生态旅游、科研教育旅游等内容。组

团内建议迁村并镇，集中建设，收缩农村面源污染。

（2）人居组团。以白石湖中央商务区为中心，串接

多个滨海休闲生活社区。组团内鼓励符合城市规划的各类

用地建设，注重展现滨海城市景观形象。岸线地区生态敏

感性较强，建设需协调红树林保护与滩涂景观塑造事宜。

（3）旅游组团。围绕七十二泾风景旅游区，周边形

成辣椒槌与龙门港镇两个旅游服务基地，龙门港镇可复合

大众旅游服务接待功能；而辣椒槌地段区位条件优良，具

备设置高端旅游接待设施的环境品质，可与滨海新城商务

区遥相呼应，动静分离。

（4）备建组团。功能、规模待定，拟安排茅岭镇综合

服务单元、依循岸线定位确定的滨海旅游设施等项目。延续

圈层与梯度开发的模式理念，近海区域布置综合服务、旅

游、居住等非一、二产功能，进行低密度、低强度开发。

6  开发控制与管理策略
6.1  政策管理

成立专属监管机构，用以协调广西北部湾地区、钦防

两城的建设对该区域的环境影响，统一管理，杜绝多头管

理；制定年度开发控制规划与计划、落实控制指标、建设

内容与绩效监督机制等措施，避免一届政府在任期内要见政

绩的目的，过度开发稀缺资源；对于城市化的应对措施，

逐步推进内海有污染的工业和港口作业区的“关停并转”

工作，归并村镇、集中建设、减少污染源头，集中监控。

6.2  产业发展
通过控制养殖规模，积极开发科技含量高的生态养殖图4  开发建设对茅尾海的威胁 图5  圈层及梯度开发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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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双修”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更新规划实践
——以贺州市岔山村为例

模式，避免过度养殖造成淤积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加大节

能减排工作力度，分期推进内海港口码头及码头工业的升

级与改造；依托茅尾海优越的旅游开发潜力，加大三产的

开发与扶持力度，转移本土居民的就业领域，逐步降低本

土居民靠海吃饭的依赖程度；对于北侧主城周边规划的工

业园区，应对其入驻的企业设置门槛条件、环境评价与保

护措施、园区工业排污口的布置和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备等

级提出要求。

6.3  环境保护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预防和监督管理体系，规

范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完成海洋监测系统建设；控制

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增长，城市生活污水、养殖废水、船舶

废水全部达标排放，采取经济与法律措施加大处理力度，

加强源头监控和管理；近期的重点监控区域是茅岭江河海

交汇口、钦江河海交汇口（包括支流河口）和龙门港镇出

海口3个主要节点及其之间的海域，中期增加对城市建设

区污水设施排放口的监控，重点控制近岸海域富营养化和

有机物污染的发展趋势；加强钦江、茅岭江流域的生态保

护，修复已遭受破坏和生态影响的区域；加强对湾颈出海

口区会海宽度、纳潮能力、水体流速等方面的监测与相应

开发控制，确保茅尾海“呼吸”要道的顺畅和生态稳定；

完善外围影响区域（即周边城市建设区和临港产业群）的

环境监测系统，关注大气环境、水环境的隐性和显性的影

响，积极研究确定相关应急预案。

6.4  景观改造
6.4.1  清淤疏浚及滨海岸线浅滩的改造提升

滨海新城地区陆域有较多地势低洼的虾塘，在开发

建设中需要大量回填沙土方，可以通过对滩涂浅海清淤和

航道疏浚为其提供沙土方来源。对部分有旅游开发潜力的

滨海浅滩区进行平整与改造，可购进优质细沙充填，增加

拦沙坝、添置沙滩清洁等设施。建设滨海休闲区，打造淳

朴、浪漫的海滩风情。

6.4.2  加强红树林区域保护与修复

茅尾海分布有全国最大的海岛红树林区。红树林有固

滩护岸、净化水质、维系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因此，应加

强对尖心围南部片区、沙井岛南部片区集中成片的红树林

的保护修复，根据各片区红树林树种及景观特点，进行景

观塑造和生态旅游开发。对清淤疏浚及岸线建设需挖除的

红树林应人工移植到红树林区。

 6.4.3  退潮后浅滩淤积的景观改造

目前出现大面积退潮淤积景观的地段主要在茅尾海

的北侧江海交汇处，结合疏航清淤工作的开展，可加大钦

江、茅岭江两河流域的植被改造，加强水生植物的净化与

拦截两江的径流输沙功能，并在其他中小规模的退潮浅滩

处，考虑设计植物群落，栽植适合海洋环境的水生植物，

创造出多层次的景观，削弱和屏蔽退潮后产生的浅滩不良

视觉景观。

                                                             

7  结语
茅尾海被称为“钦州的母亲海”，是上天赐给钦州的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遗产，在大港口、大工业、大旅

游及城市大规模建设与发展的今天，产生了开发建设与生

态保护的激烈冲突，钦州在获得她带来的种种利益和享受

她带来的种种快乐的同时，是否也应关注她的明天？保护

茅尾海就是保护钦州良好的生态环境。江河湖海是否清澈

不仅是环境保护成就的反映，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为

了保持茅尾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应树立“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的生态文明理念，适度开发、加强保护，让茅

尾海滨海地区成为钦州最优美、最适宜人居的生态综合功

能区，实现钦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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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一直以来都是城乡规划行业关注的重点领域。本文以广西贺州市朝东镇岔山村为例，对其地域特色、聚落

格局、建筑特色、人文特色及空间现状等进行分析，从“城市双修”的角度提出修复自然生态、梳理功能结构、修补传统空间、延续历史

文脉、改善人居环境五个传统村落保护更新策略，并运用到岔山村的规划实践当中，以期能够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开辟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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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建设正在经历由“追求增量”转

变为“盘活存量”的历史过程。存量视角下的城乡规划更

注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与空间功能的优化，在现状建成

区的框架内激活旧城活力、提升空间品质。2017年，住

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

导意见》，全面部署“城市双修”工作，明确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工作任

务。由此看出，“城市双修”是推动时代规划转型的前沿

思想，也是城乡存量治理的重要手段。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环节，一直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城市双

修”内涵的延伸，其规划理念也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中

得到体现。传统村落的规划实践要在保护传统要素的基础

上同步实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城市双修”的应用意

义重大。

2  岔山传统村落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村落概况
岔山村位于广西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西北部，

距县城45公里，村落面积16.57公顷。村庄始建于元朝末

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多民族村寨，居住着瑶族、汉族、

壮族、苗族、侗族等5个民族。岔山村于2018年入选中国

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六百余年的积淀为村落留下了丰富

的历史遗存（见表1），较为著名的有潇贺古道、兴隆风

雨桥、三姓祠堂、寨门及明清古民居群等，这些历史遗迹

是岔山村人文聚落景观的主要内容。

2.2   岔山村聚落特色分析
2.2.1  地域特色

岔山村坐落于岔山脚下，村落东、南、北三面群山环

绕，东部和北部山区以林地为主，西南为农田，自然环境

优美。村落南面径流有岔山溪，溪水在村落西侧与古秀水

河交汇后由南向北流入湖南江永县，再合沐水等支流注入

桂江。独特的山水形态，构建了岔山村“山间谷地、三面

环山”的地形格局。（见图1）

图1  岔山村山水格局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