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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大连市确权海域使用数据为基础，对大连市海域用海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大连市海域用海规模在不断扩大，平均增长率为

３４％，其中２００６年用海面积５２８．０６ｋｍ２，增长率最大，为５７％，截至２０１３年用海面积达

８１５１．５５ｋｍ２；海域利用率为２８％，其中滩涂使用面积为５９８．３３ｋｍ２，使用率为５４％，围填海

面积已达滩涂总面积的３３％；大连市海域使用类型较为丰富，但是多样性指数比较低，仅

为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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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大连

被确定为辽宁沿海开发的核心和龙头，海洋开发

与利用进入高峰期，海域开发力度和密度的不断

加大，各类用海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增加。然而，

海域同土地一样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资源，海洋开

发利用应该遵从开发与保护并重、集约节约利用

海洋资源的原则，合理配置海洋空间资源，提高

海域使用效益，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海域使用现状，了解海洋开

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科学的海域管理决

策，对于优化海域空间资源配置，实现海洋资源

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１－３］。目前，国家再次

赋予大连新的战略定位，大连面临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４］。

通过对近１０年大连市海域使用数据的统计

分析，发现大连市海域使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近１０年来海域使用的变化发展趋势和规

律，对于缓解行业用海的矛盾，提高海域的综合

利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１　大连市基本情况概述

大连拥有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拥有优良的

深水宜港资源、丰富的潮汐能源、海流能源、海洋

风能资源［１，５］。近海海域面积２９０００ｋｍ２，是陆

域面积的２倍多，其中滩涂面积约１１００ｋｍ２，

０～２０ｍ水深海域面积约６０００ｋｍ
２，２０ｍ水深

以上海域面积约２１９００ｋｍ２。

２　大连市海域使用结构及规模

海洋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是海洋事业稳定

发展的前提，为了保障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合理利

用，保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６］，海域使用数据是

海洋事业发展的关键与基础。

本文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大连市确权海域使

用数据为基础数据，进行大连市海域使用统计分

析。通过统计分析，对大连市海域使用现状给出

了客观评价。

２１　大连市海域主要用海类型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大连市海域使用面积总计

８１５１．５５ｋｍ２，主要用海类型包括渔业用海、工业

用海、交通运输用海、旅游娱乐用海、海底工程用

海、造地工程用海和特殊用海等。其中，渔业用

海面积７９６６．７５ｋｍ２；工业用海面积８２．４７ｋｍ２；

交通运输用海面积４６．４４ｋｍ２；旅游娱乐用海面

积２２．３６ｋｍ２；海底工程用海面积０．９１ｋｍ２；造

地工程用海面积 １１．５９ｋｍ２；特殊用海面积

２１．０３ｋｍ２（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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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连市海域各市县区主要用海类型统计 ｋｍ２

地区
渔业

用海

工业

用海

交通运输

用海

旅游娱乐

用海

海底工程

用海

造地工程

用海
特殊用海 合计

瓦房店 ３７２．１３ １３．２１ — ０．１９ — ０．５１ — ３８６．０３

金普新区 ３０６．１６ ６．７９ ２０．５２ １０．７１ ０．０１ ３．０９ ０．０６ ３４７．３４

旅顺口区 ６８．５９ １．９８ ３．２１ ３．８５ — — ０．７５ ７８．３８

大连市区 ７２．９２ ７．０３ ５．７３ ５．２５ ０．４２ ３．３０ １９．６１ １１４．２７

普兰店市 １２０．９７ ２２．３２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６３ ０．０６ １４４．７４

庄河市 ９０９．４５ ７．８７ ８．７３ ０．０９ — ２．６０ — ９２８．７３

长兴岛 ８６．６５ ２３．２８ ７．０３ — ０．２５ １．４６ ０．５４ １１９．２０

长海县 ６０２９．８８ — ０．９６ ２．０２ — — — ６０３２．８５

合计 ７９６６．７５ ８２．４７ ４６．４４ ２２．３６ ０．９１ １１．５９ ２１．０３ ８１５１．５５

大连市海域渔业用海比例最高，占大连市用

海面积的９７．７３％，主要分布在黄海庄河市、长海

县以及金普新区黄海海域。其中，长海县占比最

高，为大连市渔业用海面积的７５．１７％。工业用

海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１．０１％，主要集中在大连

普兰店市、长兴岛地区。交通运输用海占大连市

用海面积的０．５７％，主要集中在重要港口区，包

括大连湾、大连港、大窑湾、大连新港等，其中金

普新区较高，分别占大连市交通运输用海面积的

４４．１８％。旅游娱乐用海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

０．２７％，主要分布在金普新区一带，占大连市用

海旅游娱乐用海面积的４７．８９％。海底工程用海

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０．０１％，其中，主要是跨海

桥梁、海底隧道用海。造地工程用海占大连市用

海面积的０．１４％，其中，长兴岛、大连市区、金普

新区、庄河市均有分布，金普新区与大连市区占

比较高，均在大连全市造地工程用海的２５％以

上。特殊用海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０．２６％。

２２　大连市海域主要用海方式

大连市海域用海方式包括填海造地、构筑物、

围海、开放式、其他方式。其中，填海造地用海面积

７５．３４ｋｍ２；构筑物用海面积７．４０ｋｍ２；围海用海面

积７５９．２６ｋｍ２；开放式用海面积７３０８．０２ｋｍ２；其

他方式用海面积１．５２ｋｍ２（表２）。

表２　大连市海域各市县区主要用海方式统计 ｋｍ２

县市区 填海造地 构筑物 围海 开放式 其他方式 合计

瓦房店 １．６１ ０．１２ １５６．１５ ２２６．７８ １．３８ ３８６．０３

金普新区 ２５．８９ １．０３ ７６．９５ ２４３．４４ ０．０３ ３４７．３４

旅顺口区 ４．１３ ０．４８ １０．９３ ６２．８４ － ７８．３８

大连市区 １２．８３ １．１０ ８０．０４ ２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１４．２７

普兰店市 ０．９７ ０．１３ ９９．４１ ４４．１３ ０．１１ １４４．７４

庄河市 １０．０８ ０．３３ １６８．２６ ７５０．０６ － ９２８．７３

长兴岛 １９．８４ ４．１３ ４０．０２ ５５．２１ － １１９．２０

长海县 － ０．０７ １２７．５０ ５９０５．２９ － ６０３２．８５

合计 ７５．３４ ７．４０ ７５９．２６ ７３０８．０２ １．５２ ８１５１．５５

填海造地用海在大连市各市县区海域均有

分布，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０．９２％。其中金普新

区、长兴岛比例较高，分别占大连市填海造地面

积的３４．３６％、２６．３３％，主要用于港口建设、工业

用地建设、城镇建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构

筑物用海占大连市用海面积的０．０９％。围海包

括盐业用海、围海养殖、港池等，占大连市用海面

积的９．３１％。开放式用海占比最高，为大连市用

海面积的８９．６５％，开放式主要为开放式养殖，黄

海海域较为突出。其他方式占大连市用海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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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０．０２％。

３　海域开发利用动态变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大连市海域用海规模不断

扩大，平均增长率为３４％。其中，２００３年较之

前用海规模明显扩大，用海面积达４６７．６４ｋｍ２；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用海面积分别为２０４．８７ｋｍ２

和２５２．５９ｋｍ２，增长率分别为４４％和３８％。虽

规模扩大，但用海需求减小，增速放缓；２００６年

用海需求明显增加，用海规模再度快速扩大，用

海面积达５２８．０６ｋｍ２，增长率为５７％，增速超

过１００％；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用海面积分别为

４４９．７３ｋｍ２、５６９．６４ｋｍ２，增长率均在３０％左

右；２００９年用海面积为６０１．７９ｋｍ２，增长率为

２４％，增速放缓仅为６％；２０１０年用海需求又一

次暴发，用海面积达１３５４．４９ｋｍ２，增长率为

４４％，增速达到峰值１２５％。２０１１年用海规模

最大，用海面积为１５０９．９５ｋｍ２，但增长率降低

为３４％，增速放缓；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用海规模

均已超过１０００ｋｍ２扩大，但增长率和增速均持

续降低（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各用海类型动态变化 ｋｍ２

年份 渔业用海 工业用海
交通运

输用海

旅游娱

乐用海

海底工

程用海

造地工程

用海
特殊用海 合计

２００３ ４６４．２７ － １．２９ ２．０３ － － ０．０６ ４６７．６４

２００４ １８１．０１ ６．８４ １．２８ １．２２ ０．０１ １．６４ １２．８７ ２０４．８７

２００５ ２４５．２２ ２．１１ ３．０７ １．０７ － － １．１３ ２５２．５９

２００６ ５２３．６４ ０．３２ ２．２４ １．５３ － － ０．３２ ５２８．０６

２００７ ４４１．３７ ０．７８ ４．６５ １．０６ ０．４２ １．４６ － ４４９．７３

２００８ ５４６．１５ １７．０５ ４．０３ ０．５１ ０．１２ １．２２ ０．５４ ５６９．６４

２００９ ５８５．２８ ８．７１ ６．６３ ０．６９ － ０．４８ － ６０１．７９

２０１０ １３２０．６３ １５．１５ ５．６６ １０．２６ ０．２５ ２．５５ － １３５４．４９

２０１１ １４７６．７１ １９．７１ ４．８３ １．５５ ０．１１ ０．９４ ６．１１ １５０９．９５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６．２１ １．１６ ３．５３ ０．７０ － １．２１ － １０９２．８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９６．２６ １０．６５ ９．２４ １．７５ － ２．０９ － １１１９．９９

合计 ７９６６．７５ ８２．４７ ４６．４４ ２２．３６ ０．９１ １１．５９ ２１．０３ ８１５１．５５

与陆地相比，海洋环境复杂多变，具有明显

的全局性、复杂性和特殊性［７］。在依赖于社会与

经济发展背景的同时，还强烈地反映了自然环境

条件与海洋资源禀赋开发利用的合理度。

大连市海域重点行业用海逐年呈指数增长。

用海需求最大的行业为渔业用海，渔业用海主导

着整体海域用海情况的动态变化。在２００８年以

后工业用海需求增大，加大用海投入，２００８年增

长率达１６９．４３％，以后几年工业用海规模均较

大，２０１１年最高达１９．７１ｋｍ２。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用海需求及结构也相应发生动态变化。

２０１０ 年，旅 游 娱 乐 用 海 面 积 最 大，达 到

１０．２６ｋｍ２。交通运输用海自２００５年起基本保

持平 稳，至 ２０１３ 年 用 海 规 模 扩 大，面 积 为

９．２４ｋｍ２。

４　海域使用水平指数

４１　海域使用强度

海域使用强度反映海域的开发利用程度，即

海域使用率，主要表示为已开发利用的海域面积

占规划范围内海域总面积的比例，海域使用强度

开发强度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犘＝犛犻／犛

式中：犘为海域使用强度指数；犛犻 为用海面积；犛

为总的海域面积。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大连市海域使用率

２８％，海域整体开发强度较低。其中，滩涂使用

率为５４％，开发程度较高。滩涂利用方式中围填

海尤为突出，分别占滩涂使用面积和总面积的

６１％、３３％；０～２０ｍ水深海域和大于２０ｍ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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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的主要用海方式均为开放式用海，其中，围

填海主要集中在１０ｍ以内浅海区（表４）。

表４　大连市不同水深海域的使用率

水深 利用面积／ｋｍ２ 总面积／ｋｍ２ 强度指数

滩涂 ５９８．３３ １１００ ０．５４

０～２０ｍ １８８３．４６ ６０００ ０．３１

＞２０ｍ ５６６９．７５ ２１９００ ０．２６

全市 ８１５１．５５ ２９０００ ０．２８

４２　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

综合考虑海域使用的类型数以及各类用海

的面积，计算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通过计

算可以了解海域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其多样利用

的可能性是否得到发挥。多样性指数计算采用

吉布斯马丁公式（ＧｉｂｂｓＭａｒｔｉ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具体

如下：

犌犿 ＝１－

狀

犻＝１
狓２犻

∑
狀

犻＝１

狓（ ）犻
２

式中：犌犿 为海域使用多样性指数；狓犻 为第犻种海

域使用类型的面积；狀为评价区域内海域利用的

类型数。犌犿 越大，表明海域利用类型越多样，具

体内容见表５。

表５　大连市及沿海各区市县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

市县区 瓦房店市 金普新区 旅顺口区 大连市区 普兰店市 庄河市 长兴岛经济区 长海县 大连市

多样性指数 ０．５１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７０ ０．５８ ０．３５ ０．６７ ０．０３ ０．１７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大连市海域使用类型的

多样性指数很低，原因在于长海县的用海类型过

于单一，主要为开放式养殖用海，拉低了大连市

整体的多样性指数。但大连全市的海域使用结

构比较合理，沿海各市县区中，瓦房店市、大连市

区、普兰店市以及长兴岛经济区海域使用的类型

多样性得到较大发挥。金普新区用海类型主要

集中于渔业用海和交通运输用海，而旅顺口区和

庄河市则因渔业用海占比较高，影响了其海域使

用类型的多样性。

５　结论

（１）近１０年间大连市海域用海规模不断扩

大，平均增长率为３４％，其中２００６年用海面积为

５２８．０６ｋｍ２，增长率最大，为５７％。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海域使用面积合计为８１５１．５５ｋｍ２，其中渔业

用海面积最大，合计为７９６６．７５ｋｍ２，主要分布

于长海县。

（２）大连市海域使用率为２８％，其中滩涂使

用面积为５９８．３３ｋｍ２，使用率为５４％，围填海面

积已达滩涂总面积的３３％。０～２０ｍ水深海域

开发程度为 ３１％，２０ ｍ 以上海域开发程度

为２６％。

（３）大连市海域使用类型多样性指数较低，

为０．１７。其中长海县用海类型单一，养殖用海占

主导地位，多样指数仅为０．０３；大连市区用海类

型多样性指数最高，为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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