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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函字〔2025〕88 号

答复类别：B 类

民进界别活动小组：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出《关于开展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

评价助力厦门湾生态保护修复的建议》（第 20255029 号）收悉。

我局作为分办单位，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进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科学评

估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性。因此，我局高度重视您提

出的这项建议，相关办理工作也得到了贵组的肯定。

二、措施与成效

（一）注重实践，推动海洋生态修复

近年来，我局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积极作为，将实践探

索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推动厦门大

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承担多项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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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科研项目，在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和海洋生态系统评估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厦门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

总结并提炼厦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践经验，成功打造了下潭尾

红树林公园这一集生态保护与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示范项目。此

外，持续开展生态修复状况监测，保障生物多样性。2025 年的

监测结果显示，公园内生物多样性稳定并略有提升，底栖生物的

数量和种类均有增加，鸟类的种类也更为丰富。

（二）增殖放流，助力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自 2003 年起，累计放流包括日本对虾、黄鳍鲷、中国鲎在

内共 18 个物种种苗近 80 亿个单位。通过逐年不间断实施增殖放

流，已呈现较好的成效，对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的恢复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2015 年以来，厦门与金门共同发起两岸联合增殖

放流活动，以恢复厦金海域的生物资源，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目

前，双方已建立共同养护厦金海域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机制。截

至目前，厦金两岸已连续举办 11 次联合增殖放流活动，主要放

流物种有大黄鱼、黄鳍鲷、黑鲷、真鲷及中国鲎等。

（三）科学调研，开展资源调查与评估

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积极开展资源本底调查等工作。先

后委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集美大学、福建省水产研究

所等科研单位，开展了厦门海域渔业资源、厦门沿岸中国鲎育幼

栖息地分布、厦门湾黄鳍鲷增殖放流效果评估等课题调研，为海

洋生物资源的科学养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其中，针对黄鳍

鲷增殖放流效果评估，集美大学采用了“分子标记法”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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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法”。通过调查发现，厦门湾海域黄鳍鲷不仅能够维持一定

的种群资源量，始终是本海域最重要的经济渔获对象，而且在该

区域多地发现了黄鳍鲷自然繁殖的幼苗，说明放流活动已促使该

物种在区域内实现了有效的自然种群繁衍。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局将根据提案建议，持续开展厦门湾生态保护修复等工

作。

（一）规划引领，持续修复下潭尾红树林公园

持续推进《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养护技术服务》项目，

以规划为纲、生态为准，优先选用优良本土大苗补植受损林窗，

逐步恢复景观、提升生物多样性。同时，建立病虫害与互花米草

复发监控预警体系，力求超前预报，逐步形成连续养护档案。

（二）产学研合作，科学养护厦门渔业资源

持续开展厦门湾增殖放流工作，并同步对选定的经济物种放

流效果进行科学评估，以此养护厦门的渔业资源，促进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加强与金门方的紧密合作。在巩固厦金联合开

展增殖放流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金门县水产试验研究所、

金门大学等科研单位的合作，共同举办厦金海域学术论坛，促进

科研成果的共享，共同守护厦门湾的生态健康与渔业资源。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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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署名：王 宇

联 系 人：洪谦虚

联系电话：0592-2853912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5 年 7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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