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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黄海湿地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及可持续发展

行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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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地处太平洋西岸、江苏沿海中部，是一座被湿地环绕的城市



海 岸 型 湿 地〔 城市东部 〕

■ 建有珍禽、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



湖荡湿地〔 城市西部 〕

堆积成堤、自然演进，围垦形成湖荡湿地



斗龙港、黄沙港、新洋港、川东港
四大港直达入海，市区环高速圈生
态廊道加快建设

独特生态空间〔 东西部湿地之间 〕



2019年7月5日，阿塞拜疆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21个成员国中有18个国家联署支持盐城，无一票反对



这是中国第一块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提名地由分布于辽
宁、河北、山东、江苏、天津及上海的16处候鸟保护
地组成，第一期位于盐城市，主要由潮间带滩涂和其
他滨海湿地组成。

中国的其他13 块世界自然遗产均处于我国内陆区
域，盐城黄海湿地是中国这个海洋大国绵延数千公里
海岸线上第一块与海洋直接相关的世界自然遗产，标
志着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从陆地走向海洋“零的突破”。

盐城黄海湿地的重要意义



这是全球第二块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

盐城黄海湿地是东半球第一块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
是世界面积最大的连片泥沙滩涂，也是亚洲最大、最重要
的潮间带湿地所在地。

全球第一块潮间带世界自然遗产是位于欧洲的瓦登海。
它是欧洲大陆西北部到北海之间的一块浅海及湿地，沿荷
兰、德国、丹麦三国海岸分布。2009年，瓦登海被世界遗
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荷兰、德国联合申报）；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这一遗产进行了扩充（德国、
丹麦联合申报）。

盐城黄海湿地的重要意义



与全球众多国家关联度最密切的世界自然遗产

盐城黄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
（EAAF）上的关键枢纽，是全球数以百万计迁徙候鸟的停
歇地、换羽地、越冬地和繁殖地。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EAAF）是全球九条
候鸟迁徙通道中最大、最长、迁飞候鸟数量最多一条，也
是面临生态威胁程度最高的一条，俄罗斯、中国、韩国等
22个国家因鸟类迁徙而搭建起紧密的“生命共同体”。

盐城黄海湿地的重要意义



这是江苏及长三角城市群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盐城黄海湿地是江苏省第一块世界自然遗产，也是

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当中目前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

为全球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开展自然保护提供了全

新的“中国经验”，也将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多“盐城示范”。

盐城黄海湿地的重要意义



自然的原始之美

一望无际的湿地滩涂，芳草萋萋，莽莽苍苍；

春季，芳草初生，群鸟北归；

夏季，草木扶苏，鸥鹭翔集；

秋季，红蓬如幕，雁鹤归来；

冬季，北风飘雪，鹤鹿相闻。

盐城黄海湿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V）



独特的地质地貌

盐城黄海湿地拥有全球最大的辐射状
沙洲群，罕见的大面积分布在潮间带上，
近岸部分与海岸紧密连接浑然一体。整个
辐射沙洲气势磅礴，一望无际，被人们称
为“海洋生命的乐园、迁徙鸟儿的家园、
向海生长的田园和十分壮观的海上公园”，
世界其他地区海岸罕有可媲美者。

盐城黄海湿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V）



特殊的生态过程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是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节点。

历史上，古长江和古黄河曾在这里
交汇，现如今射阳河、黄沙港、新洋港、
斗龙港等众多河流从这里出海，沟河港
汊纵横交错。大河携带入海的沉积物在
特殊的水文条件和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
了一系列泥滩、沙滩、沼泽等。

巨型滩涂向大海缓慢延伸，生态优
越，植物演递清晰，食物丰富，是天然
的候鸟家园。

盐城黄海湿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V）



生物多样性及濒危物种

盐城黄海湿地有超过680种脊椎动物，

包括415种鸟类、26种哺乳动物、9种

两栖动物、14种爬行动物、216种鱼

类以及165种底栖动物，是对世界迁

徙候鸟保护具有特别价值的地区。

盐城黄海湿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V）



生物多样性及濒危物种
• 这里支持了17种IUCN红色名录物种

的生存
• 这里是丹顶鹤全球最大的越冬地
• 这里是全球麋鹿最大的基因库

• 这里是世界上两个最稀有的迁徙鸟类
勺嘴鹬和小青脚鹬存活依赖地

勺嘴鹬：极危物种（CR）
全球数量不超过250对，是世界上最为珍稀的候

鸟。勺嘴鹬的喙酷似勺子形状，嘴扁扁的，因

此也有人戏称它为“小勺子”。勺嘴鹬在西伯

利亚东北部繁殖，每年有超过50%的勺嘴鹬在南

来北往的迁徙中来到黄海湿地觅食、换羽等，

停留时间长达3—4个月。

盐城黄海湿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V）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盐城市黄海湿地保护条例》

全方位保护盐城黄海湿地，自

2019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从规划、保护、利用、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立法规范。

• 严格实行黄海湿地统一管制。

• 黄海湿地实行名录管理制度。

• 黄海湿地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盐城黄海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及可持续发展

三年行动纲要

放大世遗效应，“三步走”擦亮金字招牌

推动世遗优势转化为生态优势、竞争优势。
• 2021年，盐城黄海湿地遗产实现全面保护

• 2025年，盐城黄海湿地遗产实现科学保护、活态传

承、合理利用；

• 到2035年，呈现“河海安澜、碧水畅流、鱼翔浅底、

鹤舞鹿鸣、候鸟欢飞、游人如织”的美好画面。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区域保护地联盟
来自上海、河北、辽宁、江苏、

山东、天津相关部门及自然保护

地管理机构的26家成员单位。

在国家林草局的监督和指导下建

立跨地域、跨机构的保护机制与

技术合作创新平台，协同区域内

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修复与管理

创新实践。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黄（渤）海湿地国际会议

• 自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成功举办黄渤海湿地国际会议

• 成为汇聚全球滨海保护相关领域各届等各利益攸关方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环黄海生态经济圈

黄海生态区

中国与韩国、朝鲜同处黄海生态区

环黄海地区是东北亚重要的经济圈，是推动国内区

域合作走向国际的重要空间。盐城将全方位深化对

外开放，将生态牌、经济牌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合作牌。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黄海湿地研究院 立足盐城、聚焦黄海、面向全球，集应用型科学研究、科

学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于一体的研究性智库平台。

• 研究院聘请了16位国际专家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

• 组建了一支国际志愿者团队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黄海湿地研究院

筑巢引凤

研究院位于盐城市经济开发区

未来科技城，办公科研面积共

1.8万平方米，研究院大楼由盐

城市政府出资购买，市委市政

府还将每年投入2000万元支持

研究院开展专项研究。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盐城师范学院湿地学院

人才培养

由盐城师范学院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共同创建。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美丽中国建设者和接班人。

2020年，学院招收第一届本科生61名。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黄海湿地博物馆

公众宣教

我市将原火车站改造为盐城湿地博物

馆，在周边建设国际会议中心、城市

湿地公园与国际会展中心，打造集保

护展陈、公众教育、科研培训、国际

会议、生态旅游集散等功能为一体的

“城市生态综合体”，成为盐城“生

态嘉年华、湿地会客厅”。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生态修复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外来入侵物种防治

东台川水港生态修复示意图 互花米草防治试点



盐城黄海湿地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务实举措

国际交流与合作

知名院校：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荷兰罗格宁根大学、同济大学……

国际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天合公益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中心……



■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认同

■ 创新国际生态保护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

■ 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了示范样板





THANKS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