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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陆海统筹是全球范围内海域和陆域协调规划与管理的先进理念，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是我国实现国土空间
规划“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的必然举措，也是推进陆海统筹战略系统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培养符合
陆海统筹要求的规划人才的必然选择。系统分析和回顾“多规合一”改革前涉海规划的类型和内容，提出构建陆海统筹知识
体系框架的时代需求与学科之困。根据规划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结合文献分析方法，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以期
为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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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Knowledge System/LIU Dahai, LI Ping, WU Tinghai, XING Wenxiu
[Abstract] Land-sea coordination is a globally advanced concept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sea and land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knowledge system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reform in China,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with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teaching system as well as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ypes and contents of 
sea-related planning before the reform of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the needs and difficulties of building the discipline of land-
sea coordination are li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planning, the framework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knowledge system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which hope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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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等 [1-2]。从全球范围来看，诞生超过 50 年的
海岸带综合管理是将“海域和陆域协调管理”的理念
贯彻得较为彻底的方法，有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通
过实施该方法来推动陆海一体发展，其中美国、澳大
利亚及欧洲各国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然而，
全球各国都较少有相关理念或概念能将陆域和海域在
规划层面进行连接。

“陆海统筹”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概念，最早于
2004 年提出，在海洋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同。随后，

“陆海统筹”扩展至其他领域，演化为生态、环境、经济、

1　问题的提出

陆地与海洋系统的紧密连接及相互作用，对协调
陆域和海域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已经成为全球陆域、海域、海岸带地区规划重点考虑
的方向之一。例如：英国在 2011 年发布的《英国海洋
政策声明》中明确指出其海洋空间规划必须与先有的
陆域规划互动，尤其是海岸、河口和潮间带等物理重
叠区域的规划；诸多学者强调在海洋空间规划中需要
注重陆海界面各类要素的互动，如社会文化、海岸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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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交通、防灾、文化、权益等多维度
的综合协调。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 发布，提出坚持陆海统筹，编制“多
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2021 年 7 月，
《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
指南 ( 试行 )》指出“海岸带规划是国土
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是陆海统筹的专
门安排，是海岸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
图”。由此可见，在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
陆海统筹应是立足海岸带生态系统整体
性与开发利用活动关联性，统筹协调陆
海功能分区，考虑陆海空间的发展导向、
空间布局和制度安排。作为海域和陆域
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空间治理手段，陆
海统筹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专
项规划编制的基本遵循，也是推动沿海
城市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政策指引[3]。

2019 年，我国沿海各省基于陆海统
筹理念，纷纷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在陆海二元分割向陆海统筹转变的
关键期，具备陆海统筹知识体系的人才
对沿海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将起
到关键作用。2022 年发布的《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关于印发 2022 年工作要点的通
知》明确提出要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等紧
缺领域的新形态教学资源建设。解决新
时期陆海统筹规划人才缺口问题的关键
在于高素质规划人才的培养，而高素质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合理、高效的学科建
设。但是，当前陆海统筹在国土空间规
划学科的显示度和资源匹配度不足，且
其知识体系呈现碎片化。因此，构建层
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陆海统筹知识体系
框架是建立成熟的规划学科理论范式、
话语体系、研究路径的基石，不仅关系
到陆海统筹在规划学科的定位、目标和
质量，还是规划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才培
养发展的重要依据与科学指引。

本文对“多规合一”改革前涉海规
划的类型和内容进行回顾，提出构建陆

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
等颁布的各类行业规划 )。涉海规划则包
括海洋空间规划类 ( 由海洋主管部门颁
布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类 ( 由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颁布 ) 及其他类 ( 由交通主管部
门、农业主管部门等颁布的各类行业规
划 )。见图 1。

海洋空间规划是在一定时期内统筹
安排海洋空间开发、利用、整治、保护
和修复活动的谋划与部署。2015 年国务
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在“陆海统筹、尊重自然、优化结构、
集约开发”的原则下，将海洋空间划分
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
止开发 4 类区域，成为推进形成海洋主

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的时代需求和学科
之困，进而探讨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的
构建及发展进路，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
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提供思路。

2　“多规合一”改革前涉海规划
回顾

“多规合一”改革前，我国规划类
型众多，且编制主体广泛。陆域规划按
照规划内容可以分为城乡规划类 ( 由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颁布 )、国土资源规划类 ( 由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 )、生态环境保护
类 ( 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园林主管部门
等颁布 ) 及其他类 ( 由发改部门、旅游主

图 1　“多规合一”改革前的陆域及涉海规划类型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
护规划、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区域用
海规划

城乡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乡规划、
村规划、城市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
细规划；专项规划

全国、省级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专项规划；林地、草原、矿产、水资源
规划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地保护与利用规划、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水资源管控及水利设施布局规划、河道岸线保
护与利用规划、防洪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区域规划、专
项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自然
保护区总体规划、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分方案

渔业发展规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海洋牧场
发展规划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2018年机构改革前由海洋
主管部门主管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绿地系统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旅游总体规划、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

“空、铁、公、水”等空间布局规划

农业发展规划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海洋主管部门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主管单位 规划名称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林业主管部门

水利主管部门

发改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园林主管部门

旅游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

农业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

农业主管部门其他类

海域

陆域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类

海洋空间规划类

城乡规划类

规划类型

国土资源规划类

生态环境保护类

其他类

发改/海洋主管部门

港口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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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功能区布局的基本依据，是海洋空间
开发的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2017 年辽
宁、天津、山东、广东等地发布实施海
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他沿海地区也已
基本完成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审
查工作 [4]。海洋功能区划是对我国管辖
海域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做出的全面
部署与具体安排，一般以 10 年为编制
周期。根据管辖海域的自然属性和发展、
保护需要，将海洋功能区划分为农渔业
区、港口航运区等 8 个一级类和 22 个
二级类。2002 年和 2012 年，国务院先
后正式批准实施了两轮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海岛保护规划明确了海岛分类、分
区保护等具体要求，是海岛保护和利用
活动的依据。2012 年原国家海洋局公布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此后沿海各省
纷纷开展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是在“以海
定陆、陆海统筹”的原则下，为促进海
陆一体化发展和保护，协调匹配海陆主
体功能定位、空间格局划定、开发强度
管控、发展方向和管制的原则设计、政
策制定与制度安排。区域用海规划分为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和区域农业围垦用海
规划，主要依据全国和省级海洋功能区
划，结合海域自然条件及发展需求提出
规划方案，并分析规划实施对资源环境
的影响。

除海洋空间规划外，以海洋环境保
护规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为代表
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类规划，主要针对
海洋环境容量、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近
岸海域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研究。值得
注意的是，2018 年机构改革以前，海洋
环境保护规划由原国家海洋局负责制定，
机构改革之后，该项职责转移到生态环
境部。此外，以港口规划、渔业发展规划、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海洋牧场发展规划
等为代表的行业规划，主要针对海域的
某一类型具体用途展开研究。见图 2。

上述不同类型的规划为陆域和海域 图 2　“多规合一”改革前涉海规划的相关内容

空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专业支撑，
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5]。首先，陆域和海
域规划自成体系，缺乏统筹和协调。虽
然陆海统筹、陆海一体已成为有关规划
的编制原则，受重视程度显著提升，但
是由于陆海规划体系尚未融合、技术积
淀不足等原因，多流于字面表达，难以
有实质性的管控技术和方法。其次，各
规划之间的内容存在交叉重叠，如海洋
空间规划往往已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
某一类型用海进行了明确，而海洋环境
保护规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以及
港口规划、渔业发展规划等又对这些内
容进行了重新规划，造成治理主体的责
任划分不清、管理缺位与管理重叠现象

并存，影响了海洋空间的开发利用效率
和环境生态保护成效 [6]。

3　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的
时代需求与学科之困

3.1　时代需求
自 2019 年“多规合一”提出后，我

国各地陆续开展陆海一体的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工作。《若干意见》更是明确了
海岸带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唯一涉
海专项规划，是陆海统筹战略实施的切
入点。然而，从陆海二元分头编制规划
到“多规合一”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不
仅仅是规划对象和专题的拓展，更重要

海洋自然状况；海洋主体功能区划 (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 )；国家级和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领海基点岛

陆海一体化保护和利用；岸线分类保护与利用；海岸建筑退缩线；潮间带分类保护；
近海优化与远海拓展；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海洋产业；人居环境；公众亲海
空间；海岸带景观风貌和遗产保护；海岸带综合管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海水水质标准；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近岸海域自然环境；沿海经济、社会发展
现状和发展规划；近岸海域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开发规划

区域用海功能定位；区域用海需求及可行性分析；区域用海功能定位；区域用海规
划布局、功能分区、用海布置方案；海域开发利用；海洋功能区划；用地规划布局；
规划项目布局；规划实施计划

岸线资源；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江河流规划；防洪
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水路运输发展规划；港口布局规划；港口总体规划

渔业发展指标；水产养殖面积；养殖模式、养殖设施、装备水平；水产种业；水产
品供给；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提升工程；渔业科技；渔政执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海洋牧场建设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总体思路、总体布局、效益分析、
保障措施

水域滩涂承载力；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养殖水域滩涂功能
区划 (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 )；生态保护

规划背景；总体要求；优化海洋经济总体布局；改造提升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
海洋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海洋服务业；提高海洋产业创新能力；推进海洋经济绿色
发展；加强海洋经济宏观指导；保障措施

海域和海洋资源；海域管理和环境保护；海洋功能分区 (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矿产与能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
保留区 )；海区功能；围填海管理

海岛保护与利用；无居民海岛分类保护 (特殊保护类、保留类、适度利用类 )；有
居民海岛生态保护；海岛分区保护；海岛资源和海岛生态调查评价；海岛典型生态
系统和物种多样性保护；领海基点所在海岛保护；海岛生态修复；海岛淡水资源保
护与利用；海岛再生能源建设；偏远海岛开发利用；海岛防灾减灾；海岛监视监测
系统建设

海洋环境容量；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亲海空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海洋环境
污染控制与管理；海洋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资源保护与修复；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陆域开发；海域利用功能；入海污染物；单元管理；环境容量倒逼机制；陆域水环
境控制分区和单元管控；流域统筹；河湾联治；面源污染控制；海上污染综合治理；
岸线保护与生态修复；海岛资源综合管理；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海洋环境风险控
制；海洋核风险管控；海洋生态灾害防治；海洋环境灾害管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
海洋环境清洁；特色生境改善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海
洋
空
间
规
划
类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类

其
他
类

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规划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区划

区域用海规划

港口规划

渔业发展规划

海洋牧场发展规划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海岛保护规划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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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规划理念的转变和知识体系框架的
重构 [7]。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
不仅仅是规划自身的要求，更是时代发
展的需求。

从规划自身而言，首先陆海统筹是
海岸带规划的战略引领。陆海统筹的本
质是将陆地和海洋视为一个整体 [7]，其
中海岸带是陆海统筹的核心载体[8]。其次，
陆海统筹的知识体系覆盖了海岸带规划
的知识内容。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大框架
下，不仅仅是海岸带规划要秉持陆海统
筹的原则，与海衔接的陆域地区在编制
规划时也要遵循陆海统筹的原则。为了
系统地考虑陆海相互作用，科学编制覆
盖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构建陆
海统筹的知识体系框架至关重要。最后，
通过对陆海统筹的理论研究，能够推动
陆海统筹在规划体系中的学理化、学术
化和学科化。

陆海统筹的时代需求主要体现在 3
个层面：①行政管理层面。2018 年中共
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明确要求不再保留国家海洋局，由新组
建的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这
不仅明确了海岸带区域是“多规协调”
的主体，还为“多规合一”奠定了组织
基础，推动了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和实
践步伐的加快。②空间开发利用层面。
长期以来，陆海统筹的难点在于无法管
控陆上开发建设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通过制定陆海统筹的海岸带
规划，“以海定陆”控制海岸带陆域空
间的开发利用，能够有效应对滨海土地
和岸线无序开发、局部海域污染、城市
建设不断向海推进、滨海景观受损等问
题，从而实现对海岸带资源的合理利用
和有效控制 [9-10]。③经济发展层面。陆海
统筹能够推进陆海产业融合互动发展，
优化各类用海布局，有力保障国家重大
项目和国计民生项目的用海需求，促进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11-12]。

3.2　学科之困
陆海统筹的时代需求在前沿热点和

学科发展方向上逐步凸显。例如，2020
年 10 月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
审批并实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
代码》明确规定，地球科学部新设二级
代码 D0614( 海陆统筹与可持续发展 )。
然而，陆海统筹的时代需求在知识体系、
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及学科保障层面尚
未得到切实的回应 [13]。根据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
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我国现有 14 个
学科门类下共有 117 个一级学科，其中
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公共管理、建筑
学属于规划方向的一级学科，海洋科学
为专属于海洋方向的一级学科，这几个
学科大类下并未设置海洋方向的规划专
业。陆海统筹在现有学科体系下缺乏学
科支撑，也没有专属的教材体系承载，
且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碎片化，导
致了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学科层面，陆海统筹存在显
示度和资源匹配度不足的问题，导致人
才培养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差距。高校
的学科设置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教学
资源和学术研究资源的合理分配，而教
材体系是学科体系中知识生产最重要的
载体和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
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
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
没有后劲”[14]。目前，陆海统筹的学科
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地理学、城乡规划学、
公共管理、建筑学等一级学科多以陆域
规划为主，海洋特色不明显，海洋科学
一级学科下也没有体现陆海统筹的二级
方向。当前招收和培养涉海方向国土空
间规划专业学生的高校数量有限，且规
划类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涉海规划课程开
设也非常有限，缺少概论性的教材，没
有形成系统性、科学性的教材体系。这
导致与实践领域相匹配的知识内容缺位，

在课程供给和人才培养基础建设方面存
在不足，使得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覆盖范
围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二是陆海统筹的学理逻辑性不足，
知识点的碎片化状态与实践需求不匹配。
相对准确的专业定位可以保障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的逻辑性、体系性，助力知识
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善。国内许多学科
走的都是知识体系完善推动学科定位成
熟，学科定位又助力知识体系延展和完
善之路 [15]。与之相比，陆海统筹缺乏清
晰的学科定位，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导致
其缺乏应有的理论体系和宏观统筹。此
外，陆海统筹涉及的知识体系也远远超
越单一学科，在规划实践中不仅需要应
用规划的基础知识，掌握海洋资源要素
的属性与特征，还需要了解和掌握社会
学、地理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内容，
深入剖析人类行为特征及其与海洋资源
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 [16]。面对这种对跨
学科知识应用的需求，亟待构建与之相
适应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4　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构建与
发展进路

4.1　构建逻辑
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具有多元复

杂性，其构建不宜“另起炉灶”，应紧
扣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实际需要，遵循国土
空间规划知识体系框架的构建原理和作
用机制，采取“既分又合”的形式。这
主要从政治逻辑、科学逻辑、技术逻辑、
管理逻辑 4 个角度展开思考：①政治逻
辑角度。在 2018 年机构改革中，新组建
的自然资源部着力解决原空间规划重叠
等问题，这既是“多规合一”改革的背景，
也反映出统一自然资源管理及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的要求。涉海规划是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陆海统筹知
识体系框架的构建也应该遵循国土空间
规划知识体系框架的构建原则。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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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角度。海陆之间空间互联、资源互
补、生态互通，陆域人类活动对海岸带
的自然生境造成严重破坏，如陆源污染
加剧、河流入海物质通量锐减、岸线侵
蚀等，因此需要以“陆海一盘棋”为基
本理念，指导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构
建，推进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部门协同和
区域协同 [17-18]。③技术逻辑角度。陆海
空间规划目前存在陆海勘定划界不清晰、
海岸线划定标准不统一、陆海“双评价”
不衔接等问题，且陆域和海洋生态红线
在划定依据、管控内涵上都存在较大差
异，形成了陆海统筹的技术障碍 [19-20]。
④管理逻辑角度。为推进陆海统一的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实现海域规划和陆域规
划的有机融合，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为管理依据，从知识体系上实现陆
海统筹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贯通[21-22]。

在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时，
还要兼顾陆海统筹的研究前沿和热点。
通过归纳陆海统筹的研究热点发现，其
主要呈现 3 个特征：①聚焦海洋与海岸
带，如“海洋治理”“海洋空间”“海
岸带”“围填海”“海洋产业”“海洋经济”
等成为高频词汇；②部分陆域规划也关
注到陆海统筹，如以土地规划、城市韧
性、城市规划、用地分类等为主题的文
章均多次提到陆海统筹；③陆海统筹的
着力点聚焦于规划领域，如国土空间规
划、“多规合一”等研究热点往往也是
陆海统筹的研究热点。由此可见，在构
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时，应融入与
海洋和海岸带相关的知识点，关注陆海
相互作用，以及海域规划与陆域规划之
间的统筹和衔接，最终为实现“多规合一”
服务。见图 3。

4.2　内容框架
建议采用“既分又合”的形式，将

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知识体系框架。所谓“分”，是指陆
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包含的知识点分属

图 3　基于 Citespace 的陆海统筹研究热点关键词图谱

于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框架的 8 个知
识单元，即从国土空间构成、国土空间规
划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国土空间使用与管理、
国土空间发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监督、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知识等 8 个知
识单元归类整合涉海知识点 [23-24]。所谓
“合”，是指将整合后的涉海知识点按
照专业理论构建规律，形成包含绪论、
陆海统筹理论建构、陆海相互作用等在
内的 15 个知识单元的陆海统筹知识体系
框架，与陆域规划共同构成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 图 4)。具体知识单元如下：

(1) 绪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背景下，明确陆海统筹提出的时代背景、
演进历程，明辨陆海统筹的内涵及其作
用等相关知识。

(2) 陆海统筹理论建构。围绕陆海统
筹的内核，形成陆海资源配置、陆海经
济布局等理论体系。

(3) 陆海相互作用。认知陆海多要素
相互作用及共同作用方面的技术方法与
知识。

(4) 海岸带综合管理。在协调不同空

间使用关系时所需的规划、政策、法律、
标准等知识与方法。

(5) 海岸带空间管控。为实现陆海自
然资源资产的可持续利用，在用途管制
中形成对海洋“两空间内部一红线”、
海岸建筑退缩线、海洋灾害防御区等重
点管控的程序与方法。

(6) 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包括近海生
态趋势性监测、典型生态系统现状调查
与预警监测，以及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和
监测能力建设。

(7) 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有
关海岸带生态系统类型、特征、保护和
修复的程序与方法。

(8) 海岸带空间资源开发保护。在海
岸带范围内识别并发现空间资源的类型、
特征及属性；有关海域、海岛、海岸线、
历史围填海区域、海岸带滨水陆域的开
发与保护知识。

(9) 海洋与海岸带经济发展。有关海
洋与海岸带经济现状、形势与空间布局
规律及特征的知识，以及推进陆海产业
融合互动的程序与方法。

(10) 海岸带陆海交通设施衔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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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陆海统筹与交通的关系、交通强国建
设目标对陆海统筹的要求，以及国土开
发与交通融合模式。

(11) 海岸带灾害防御。有关海岸带
灾害类型、影响与防御手段的知识。

(12) 海岸带人居系统。研究海岸带
人居系统的组成、规模、类型、结构，以
及海岸带人居系统中的人—地—海关系。

(13) 海岸带人居环境提升。有关海
岸带人居环境、海岸带公共空间、海岸
带地域风貌的设计程序与方法。

(14) 海岸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海岸带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的相
关知识与方法。

(15) 相关知识。包括支撑和深化以
上 14 个知识领域的核心知识、对理解和
认识陆海统筹规划工作具有基础性作用
的知识、具有专业素养的规划工作者必
须具备的知识。

4.3　发展进路
4.3.1　将陆海统筹纳入规划学科建设
的顶层设计

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重点是要明确

学科的战略布局、发展目标、建设思路、
学科范围、体制机制及评价方式等。当前，
国土空间规划学科的理论范式与学科定
位相对明确，如果新增陆海统筹的学科
方向容易造成学科建设重复和教学资源
分散等问题。在现有规划学科体系较为
成熟的背景下，适宜在规划类一级学科
之下新增体现陆海统筹的二级专业方向。
同时，应以陆海统筹为指导思路，统筹本、
硕、博不同层次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
建设，并且要注重与陆域规划的联系和
区别，确定不同方向的核心课程和人才
培养定位。总而言之，要按照一流学科
建设的目标要求构建陆海统筹的基础理
论框架，创新学科建设理念和教学方法，
力求在学科层面为“多规合一”改革夯
实基础。
4.3.2　培养符合陆海统筹要求的应用
型规划人才

建设陆海统筹的规划学科，目的在
于培养符合规划实践需求的复合型、应
用型规划人才，该类人才应在综合性认
知陆地和海洋知识的基础上，系统掌握
陆海统筹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理论和实
践运行机制，具备统筹协调的能力，科
学编制陆海规划。以此为支撑，系统解
决当前规划实践中“陆不下海、海不上陆”
的困境，为形成海陆全域覆盖、全要素
统筹的规划格局奠定人才基础。由此可
见，应以全面匹配陆海统筹规划实践需
求为出发点，以陆海基础知识、规划知识、
综合能力的培养为整体要求，宽口径培
养陆海统筹规划人才。
4.3.3　以实践为引领，充分融入国土
空间规划大框架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体系、教
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正在构建过程中，海
岸带规划应全面系统地融入其整体框架。
本文所构建的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可
以作为陆海统筹的概论教材编写框架。
此外，海洋规划的学者和教研人员应主
动参与国土空间规划 8 个知识单元相关

图 4　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图

陆海统筹提出的时代背景、演进历程，
新时期陆海统筹的关键问题

陆海相互作用概述、陆海相互作用的发
展历程、陆海相互作用的内容

海岸带概述、海岸带综合管理、海岸带
立法、海岸带空间规划

陆海统筹的基本假设、陆海二元结构理
论、陆海资源配置理论、陆海经济布局
理论、海上虚拟人口假说

海岸建筑退缩线、海洋灾害防御区、海
洋“两空间内部一红线”、“三区三线”、
海沙禁采区、地下水禁限区

海岸带生态系统概述、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类型、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特征、海岸
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海岸带空间资源概述、海岸带空间资源
的类型、海岸带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海岸带空间开发保护与管控

陆海统筹与交通的关系、交通强国建设
目标对陆海统筹的要求、支撑陆海统筹
的交通系统发展战略、支撑陆海统筹的
交通系统规划思路与工作流程、国土开
发与交通融合模式

海洋灾害概述、海岸带灾害类型、中国海
洋灾害现状、海岸带灾害防御体系构建

海岸带人居系统组成、海岸带人居系统
规模、海岸带人居系统类型、海岸带人
居系统结构、海岸带人居系统中的人—
地—海关系

海岸带人居环境概述、海岸带基础设施
建设、海岸带公共空间打造、海岸带地
域风貌塑造

海岸带历史文化遗产概述、沿海地区历
史文化遗产特色、海岸带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策略

海与洋、海岸线、海岸带、海水、海洋
地质、海洋地貌、海洋环流、潮汐、潮
流、海浪、海洋生物、沙滩、海岸、海岛、
海湾、峡湾、河口、海岸带碳汇

海洋经济概述、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形势、
海洋产业类型、海洋产业布局优化、海
南岛赖水产业布局

近海生态趋势性监测、典型生态系统现
状调查与预警监测、海洋生态灾害预警
监测、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国家重大战
略区域协同监测、监测能力建设

绪论

陆海统筹理论
建构

海岸带空间管
控

国土空间构成

国土空间规划
基础

国土空间使用
与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
理论与方法

国土空间发展
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

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监督

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知识

海洋生态预警
监测

陆海相互作用

海岸带综合管
理

海岸带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

海岸带空间资
源开发保护

海洋与海岸带
经济发展

海岸带陆海交
通设施衔接

海岸带灾害防
御

海岸带人居系
统

海岸带人居环
境提升

海岸带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

相关知识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知
识
单
元

陆
海
统
筹
知
识
体
系
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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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编写和课程建设工作。从目前陆
海统筹的实践出发，通过理论凝练、案
例研究、专题研究等方式，为国土空间
规划专业提供更多教学资源，从而促进
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不断更新迭代知识
图谱，助力打造国土空间规划学术与教
学共同体，提高规划学科的建设水平。

5　结束语

陆海统筹是我国在协调陆域及海域
规划管理方面提出的全球性先进理念。
构建陆海统筹的知识体系框架则是落实
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改革要求的
必然举措，也是推进陆海统筹系统全面
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
培养符合陆海统筹要求的规划人才的必
然选择。规划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
导向，在“多规合一”改革的背景下，
整合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直以来，受陆海二元分割管理体
制的影响，海域与陆域规划相对割裂，
给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带来
了一系列困难，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在陆
海统筹背景下，急需统筹海域、陆域的
规划工作，从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上
寻求解决办法。本文以“既分又合”的
思路为指导，根据规划理论框架和方法
论体系构建陆海统筹知识体系框架，以
期将其充分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

推进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学科建设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文通过深
度梳理和分析学科知识体系，提出以下
建议：新增体现陆海统筹的二级专业方
向，将陆海统筹纳入规划学科建设的顶
层设计；以全面匹配陆海统筹规划实践
需求为出发点，宽口径培养陆海统筹规
划人才；借助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
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整合重建的契机，
将陆海统筹系统性融入规划学科的整体
框架，不断更新迭代知识图谱，打造国

土空间规划学术与教学共同体，提高规
划学科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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