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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人类对海岸海洋的

开发利用历史也非常悠久，沿海人民在认识海

洋、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

文化景观。海洋文化景观体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与海洋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协调。浙江是我国

的海洋大省，在浙江漫长的海岸线上，由于人口

剧增、经济开发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资源

变得极为短缺。浙江沿海地区广泛分布的淤长型

滩涂围垦则成为浙江沿海解决土地总量平衡的

重要举措，各地“围海造地”愈演愈烈，传统的

海洋文化景观都在经历着“现代化”的演变。同

时，在沿海地区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大量的海洋

文化遗产和海洋文化景观被毁弃。随着沿海地区

旅游开发热潮的到来，大量有价值的海洋文化景

观也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城市化作为一个建立在经济转型基础上的社会

形态和文化的历史变迁，已形成全球化浪潮渗透

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浙江沿海作为城市化的

先发地区，更易受到各种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冲

击，传统海洋文化景观的地域特色和多样性遭遇

不同程度破坏，海洋文化景观的保护和传承遭遇

空前的危机。 

2011 年初，《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

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强度

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在海洋资源开发

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海洋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

的价值，并使其得到不断发展，是摆在政府和学

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宁波大学李加林教授和

宁波市规划局高新区分局王杰助理工程师依托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

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对浙江海岸海洋环境历

史演变和文化景观资源开发系统研究基础上，完

成的专著《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研究》（海洋出版

社 2011 年 5 月出版），就是这方面很好的探索。 

该书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课题成果。是作

者从事浙江海岸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系统研究的

一部新作。全书 24.2 万字，共 6 章。分别为绪

论、海洋文化景观的理论基础、浙江海洋文化的

形成机制、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分类系统、浙江

海洋文化景观评价、浙江海洋文化景观保护性开

发模式研究等内容。 

该书首先在分析文化与景观的关系基础上，

提出了海洋文化景观的概念内涵，并分析了其基

本特征，认为海洋文化景观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

对于海洋自然环境主动适应的结果，体现了人们

的生产生活与海洋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协调，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其次，从地

理环境感应与人文环境作用两方面探讨了海洋

文化景观的形成机制。再次，借鉴景观和旅游资

源分类方法，提出海洋文化景观分类体系，并提

出包含自然地理基底、具象质料、非具象质料三

方面内容的海洋文化景观系统结构。第四，提出

基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海洋文化景观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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