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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智

一、学理分析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演化逻辑

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伴随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

来的诸多问题的质疑而提出的。早在 1962 年，美

国著名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

书，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环境破坏进行反思，

呼 唤 各界 关注环境、 保 护环境。1972 年， 德内

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等人

完成的《增长的极限》，从资源和生态两个视角分

析增长的极限，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模式提

出严重质疑，呼吁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

及环境问题的关系。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诸如全球气候变暖、

臭氧层破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暴露以后，第

二次绿色觉醒和全球环保浪潮随之兴起，并且出

现了人类环境学、城市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生态城

市的概念也逐步演化而生。

步入 21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绿

色发展的迫切性。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被

视为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类应对严峻的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全新理念，而且也正在酝酿和

催生一场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我国从新世纪以来，对坚持绿色发展，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也日益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

更是用单篇来论述“生态文明”，且首次把“美丽中

国”纳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作为未来生态

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尤其把绿色发展理念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且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18 年 3 月的全国人大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

写入宪法。

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问题，也是基于现实的

迫切性。近些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

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突破了环境容量的

承载力，造成了资源短缺严重，环境污染不断加

剧，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威胁，已经严重限制了城市

的发展。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 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2017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

摘   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把绿色发展理念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

十九大强调要把“生态文明”提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高度。足见，党和国家对坚持绿色

发展 ,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

心，理应秉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但是，现实样本与理想状态还存在一定差距，由此，推动高质量发展便提

上日程。广东省湛江市是一个生态保持较好的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谓有很好的基础，但也面临诸多风

险与挑战。因此，必须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从科学设计城市规划、构建产业生态化的经济体

系、打造绿色的城市空间体系、推行生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等等方面下功夫，才能把湛江打造成为美丽的

生态型海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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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视域下湛江打造生态型海湾城市的路径研究
——基于 SWOT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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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占比只有 29.3%。对全

国 470 个城市 ( 区、县 ) 的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

例为 29.8%，酸雨频率平均为 17.4%。因此，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总体上

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

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压

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那么城市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坚持

什么样的定位呢？实际上在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了“城市发展要把握

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

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可见，推动城市绿色转型，打造生

态宜居城市是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未来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攻方向。

二、SWOT 模型分析 ：湛江打造生态型

海湾城市的优势、机遇与挑战

2018 年中共湛江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明确提

出要“以生态理念为引领，加快完善与之相匹配

的城市功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自然风光秀美

的生态型海湾城市”。那么，要打造生态型海湾城

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湛江的优势与机遇在哪

里？还存在哪些不足？又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呢？ 

（一）优势 (strength)

1. 先天优势

（1）海湾城市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三面

环海，居粤桂琼沿海地区中心，是中国大西南的

主要出海口，又是我国通往东南亚、欧洲、非洲、

大洋洲航程最短的重要口岸。因此，湛江是一个

海洋大市，也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海岸

线长达 2043.5 公里，占到全国的 6.4%，广东省

的 35.4%。同时，湛江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湾城

市。整个城区沿一条海湾而建，因此又称“一湾两

岸”。西海岸分布着赤坎区、霞山区、开发区、麻

章区，而东海岸主要是坡头区。在湛江城区周边分

布了很多岛屿，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134 个岛，

所以有人形容湛江是“海在城中，城在海中，城中

有岛，岛立城中”。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曾形

容湛江是“一座站立在海上的城市”。海湾的天然

优势为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生态大市

湛江的陆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多为

海拔 100 米以下的台阶地，平原约占 66%，丘陵占

30.6%，山区只占 3.4%。且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

纬地区，属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

候调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23℃，

年平均雨量 1417～1802 毫米，这都为保持良好的

生态环境创造了先天条件。同时，湛江土壤类型

齐全，且以红壤居多，因此湛江又有“红土地”之

称，土层深厚，土地肥沃，为发展农林业提供了

有利条件。湛江市境内河流较多，水分充足，为生

物多样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上这些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热带、亚热带作物生

长提供了一块宝地。

2. 后天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湛江市委市政府和湛江人民

一直视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宝贵资源，在推动经济

发展的同时，一直秉持着“既要经济崛起，又要蓝

天碧水”的发展理念。正是因为这一份秉持、坚

守，使得湛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2017 年

1-10月，湛江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排名第一，

PM2.5 均值为 25 微克 / 立方米，PM10 均为 38 微

克 / 立方米。湛江也因此被评为“中国最佳洗肺城

市”。截至 2017 年底，湛江市区大气中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均值分别为

0.010、0.015、0.042 毫克 / 立方米，均符合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市

区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16 －148 之间，其中达

到一级（优）的天数占全年的比重为 57.5% ；达到

二级（良）的天数占全年的比重为 32.1%。

近些年，湛江市还抓住“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也很

明显。截至目前，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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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湛江、海口等城市为支撑的环北部湾沿海地

区，并延伸至近海海域 ；“双轴”指南北钦防、湛

茂阳城镇发展轴 ；“一核两极”则是以南宁为核心

城市，以海口和湛江为中心的两个增长极。足见，

湛江肩负着引领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的使命。

2. 湛江被确立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

点城市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

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发展与沿

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同时，

贯通着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

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人

群达 44 亿，且经济总量也达到了 21 万亿美元，分

别占全球人口和经济总量的 63% 和 29%，是目前

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湛

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也是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3. 湛江被列为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

2017 年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省沿海经济带

综合发展规划》。广东沿海经济带将形成“一轴、

多中心、集群式”城镇空间结构。“多中心”，“即

以广州、深圳为主中心，珠海、汕头、湛江为副中

心”，并且明确提出“要支持汕头、湛江等市加快

创建省级创新型城市，充分发挥汕头、湛江市作为

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打造粤东、粤西各具

特色的区域创新极。”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从全省

发展大局作出的宏观定位，是比粤西中心城市的定

位更高一级的，这也意味着湛江将在未来区域发

展中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四）威胁 (threats)

近年来，随着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和晨鸣林浆

纸一体化等重大项目的相继落户，湛江迎来了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但机遇与威胁往往是并存

的，我们既要看到这些重大项目带来的利好，也要

注意到其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可能带来的环

689.64 平方千米，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5.2％。还陆

续完成南三岛千亩防护林、徐闻曲界万亩“热带雨

林”首期、三岭山森林公园复绿和鹤地水库水源

林等生态修复工程，共计建设生态公益林 4万亩。

湛江市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0.9％，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为 55.1dB。

（二）劣势 (weakness)

湛江地处南海之滨，易受到产生于菲律宾附

近的西太平洋台风和产生于西沙、中沙群岛附近的

南海台风的袭击，也是目前国内台风登陆最频繁的

地区之一。一般始于 5 月，11 月份结束。7、8、9 月

台风最多，风力也最大。台风带来强风暴雨，甚至

带来海潮，对农业生产、沿海防护林以及树木、植

被等影响很大，每年因台风灾害，都给当地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以 2015 年第 22 号台

风“彩虹”为例，台风在广东湛江坡头区沿海登陆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 级，是 1949 年以来登陆广

东最强的台风。台风登陆时挟着狂风暴雨，且持续

时间较长，市区市政道路及管道、路灯及灯饰、园

林绿化及植被和市容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遭受极

其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市区约 30 万棵乔木

近八成倒伏或折断，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甚至

拦腰折断，直接“横卧”在道路上。超强台风掀

起狂风巨浪使得林业生态建设也遭受到严重的破

坏。沿海防护林树木，要么被拦腰吹断，要么被

狂风卷走。台风过后，防护林的主要构成树种木

麻黄，往往又会遭受青枯病的侵袭，进而导致大

面积木麻黄枯死。据有关统计，湛江市每年由于台

风及青枯病损毁的防护林面积就达 6 万多亩。

（三）机遇 (opportunity)

1. 湛江被定位为北部湾中心城市

2017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期为 2017—2020 年，展

望到 2030 年，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北部湾城市群

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行动纲领。而《北部湾城

市群发展规划》也指出，北部湾城市群将打造“一

湾双轴、一核两极”的城市群框架 ：“一湾”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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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这也是八百三十多万湛江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1. 对大气环境承载力构成的威胁

根据湛江市五大产业发展计划及其未来发展

趋势，尤其是东海岛钢铁基地和中科炼化两大重

化工业项目的实施，将大幅度增加未来大气环境污

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为此，广东省已做了统筹，

将全省累计淘汰的 1614 万吨粗钢产能减量置换建

设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同时还预留了一定的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增量，但是未来湛江市大气

污染物减排压力仍然很大。同时，随着湛江交通

瓶颈的不断突破，城镇化进度也会加快，人口、

产业的不断集聚，会使得市区的机动车、汽车的

保有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湛江民用汽车保有

量 46.72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 43.15 万辆。而汽车

是城市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

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超过 80%，氮氧化物和

颗粒物超过 90%。

2. 对土地资源承载力构成的威胁

随着湛江市深入实施“四大抓手”，全面推进

“五大产业发展计划”，在打造北部湾中心城市、

“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水

平将进一步提高，湛江市的土地资源支撑能力将

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诸如农业产业化发展对

农用地尤其是规模化农用地的需求将日益增大，

建设用地需求增长会加快，工业用地的需求也在

不断增加，而生态型海湾城市的发展定位，恰恰对

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和用途存在诸多掣肘，如何协

调二者的关系，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节约

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将成为市委市

政府决策的一大难题。

3. 对水资源承载力构成的威胁

未来湛江市的水环境承载力也将受到来自上

游外来污染、新增工业污染源及农业面源尤其是湖

岸水域和近岸海域养殖污染等多方面的威胁。

一是水质有恶化趋势。鹤地水库和赤坎水库

是湛江人民的“母亲河”。近些年，由于鹤地水库

上游九洲江及入库口区域周边工业、生活、农业，

尤其是大量养殖猪场污废水的排入，导致鹤地水

库水质无法达到Ⅲ类水质目标。赤坎水库由于周边

环境的影响，水质也存在下降的风险。二是地下水

开采过度。湛江地下水的供水量占全市供水总量的

27% 以上，由于连续超采，地下水降落漏斗不断扩

大，加之地面沉降的不断发展，也有导致海水入

侵的风险。三是农业灌溉水资源浪费大。农业用

水量占全年水资源量的 70% 左右，由于农业灌溉

渠道不完善、灌溉技术不先进， 致使水资源大量浪

费。同时，加上农业面源上的污染，对农村水资源

承载力威胁极大。

4. 对生态系统承载力构成的威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湛江市生态

系统受到的冲击也明显增加。热带雨林、热带季

雨林覆盖面积和物种数量正在逐年减少 ；大面

积人工纯林的发展使得森林的水源涵养、保护水

土、改善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

还有沿海高位池养殖的迅速推广，使连片木麻黄

林带日益呈现破碎化趋势等等。

可见，湛江虽然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

又面临大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风

险和威胁，要在真正意义上打造生态型海湾城市，

必须要秉持新发展理念，尤其要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三、路径依赖 ：湛江打造生态型海湾城

市的对策思考

绿色发展代表着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方

向，是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新经济模式。绿色发展是过程，是手段，

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是目的，是落脚点。要把湛江

打造成为美丽的生态型海湾城市，必须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科学设计基于生态承载力的城市规

划，构建产业生态化的经济体系，打造绿色的城市

空间体系，推行生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等等，惟有

如此，才能实现湛江高质量发展。

（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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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公 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色发展的

最终落脚点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绿色惠

民。湛江要为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

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湛江人民最引以为豪的优势，也是湛

江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因此，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显得尤为必要。

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首先要从党员领

导干部抓起。一要有“绿色”问题思维。党员领导

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

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着力解决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二要有“绿色”创新思维。

党员领导干部要懂得用新方法处理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新问题，克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 ；

三要有“绿色”底线思维。党员领导干部要认识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

顾及子孙后代的发展 ；四要有“绿色”法治思维。

党员领导干部要懂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

绿色发展 ；五要有“绿色”系统思维。要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

中来统筹考虑，要把绿色发展作为系统工程科学

谋划，避免顾此失彼、单兵突进。当然，作为企业

与个人，也要有绿色发展意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只有将这种观念灌入他们日常的生

产和生活当中，转化为行动，支持生态城市建设，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一目标。为了牢固树立这一

意识，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广大市民 ( 也

包括城市管理者 ) 进行城市生态观念、意识和知识

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唯有如此，绿色发展理念才

会在全市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二）科学设计基于生态承载力的规划

城市的规 划是 一定时期内服务于一个城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土地利

用以及各方面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与实施

管理。湛江要打造生态型海湾城市，规划必须先

行。科学的战略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提，而

且要将规划贯穿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经济增长

与环境保护的始终。一要规范城市土地的空间布

局，尤其要加强自然地貌、生态环境、海岸线、

农用地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二要构建多中心组团

式的空间发展模式，避免重走“摊大饼式”城市

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人口膨胀、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三要建立紧凑、高

效的土地利用模式，以“紧凑”城市、生态城市的

理念统筹利用好土地，避免城市的无序蔓延，节

约集约用地，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城市的运作效

率。四要确立绿色交通的组织模式，大力发展公

共交通。湛江市率先在全国提出“脚印城市”的

概念，正是基于此考虑。五要打造宜居的人居

环境模式，拓展城市绿色空间。要建设节约型机

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保护历史

文物与建筑，构建宜居的美丽家园。六要形成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当然，规划一定要

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同时，规划也要保持一定

的弹性，以便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时作出修

补和完善。且规划的制定过程要遵循专家规划与

公众意见相结合，政府部门主导与民间组织参与

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坚持多规合一，

方能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三）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经济体系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湛江要打造生态型海湾城市，必须要调整经济结

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布局，重点培育和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资源的节约

和循环利用，保护好生态环境。一是要调整产业

结构，构建产业生态化体系。湛江应立足自身的

资源优势，重点发展以农业、海洋产业为依托的

现代服务业，包括热带特色的休闲农业和滨海

旅游业等，对传统产业要利用绿色技术，推进生

态化改造。要引导企业研发、引进和转化先进的

“绿色生产”技术，建立现代生态工业园区。同

时，借助湛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清

洁能源、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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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二是要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湛

江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 2043.5 公里，是名副其

实的海洋大市，应积极推进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

包括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三是要推进节能

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要加快淘汰黄标车、老旧

车，减少尾气排放，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积极

培育发展绿色建筑项目，降低建筑材料使用能耗

和物耗。四是要优化用地结构，在确保重大项目

用地指标的同时，也要预留出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和绿化用地，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绿化行动，为

湛江居民打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

（四）打造绿色的城市空间体系

城市绿色空间，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宜居的

重要指标，也体现了城市是否遵循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发展规律。针对目前国内很多城市绿色空间

占比不高，特别是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普遍偏低等问题，湛江应吸取经验，进一步推

行绿色空间提升计划，提高湛江市区公共绿地水

平。首先，在城市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就要明确具

体目标，提高绿色空间的占比，避免绿色空间建设

过程中遭遇政策障碍。实际上湛江市委市政府也

早已做好规划，计划未来要投资建设 20 个公园，

其中近两年建成的东菊公园和银帆公园，现已对外

开放。未来的目标是湛江处处是公园，处处是美

景。其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建设不同层次

的绿色空间系统，诸如中央公园、街心公园、绿色

街道、慢行系统 ( 自行车道、慢行步道 ) 等。近些

年，湛江市区建成了最大公园——瑞云湖公园，还

有滨湖公园，同时，市区主干道的慢行景观廊道也

已基本形成。通过将步行系统、公共交通系统和

休闲生活空间的有机结合，在滨水区域形成综合

性的绿色开放空间，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的绿色空间

体系，提升了湛江市区整体的生态环境水平。

（五）推行生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运行方式的绿色化和生态化是体现城市

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

衡量标准。而城市生活方式又是城市运行方式的

重要内容，这与生活在城市的每个个体都有关。

因此，坚持生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打造生态

型海湾城市的重要一环。因此，作为政府部门要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 进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社区、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设施

等，控制好“奢侈性排放”，以最低的环境成本、

最小的资源代价，建立起人们自然、健康、和谐的

生活方式。譬如湛江市委市政府近些年推动的脚

印城市的建设工作，就是要节约能源、成本，减

少对生态的破坏。同时，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方式和能力也是改善城区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

因此，尽快推出垃圾处理处置产业化政策，引导

垃圾处理产业有序发展，已是迫在眉睫。尤其要

强力推行垃圾分类处理，改变“垃圾围城”的局

面，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目前湛江市区正在极

力推动，但成效并不明显，因此，推动政策落地

实施最为关键。当然，居民作为城市环境的享有

者，也是保护者，理应坚持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

式，为生态城市的构建贡献力量。因此，要坚持

节约优先，强化集约意识，在衣、食、住、行等方

面形成节约集约的行动自觉。尤其要提倡绿色饮

食，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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