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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对养殖用水的来源也开展相应探索。由于深井海水温度稳定、

开采成本低的特点，近年来我国海水养殖业对深井海水的利用程度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

包括大菱鲆、对虾等品种的深井海水养殖技术体系。深井海水的特殊性也为养殖带来一定程度的

风险，包括过度开采带来的深井海水枯竭和深井海水水质可能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相关法

律法规尚未对深井海水的开发做出明确规定，造成管理缺位。文章从深井海水养殖的现状出发，

梳理相关法律资源，提出深井海水开发利用的管理维度和制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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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沿海丰富的地下

海水资源因其特殊属性被养殖业越来越重视，并逐

步用于养殖。多年来，受各类因素的影响，海水养

殖消费市场扩大，养殖业规模出现新一轮扩张，对

深井海水的开采力度也不断地加强。在法律属性

上，地下深井海水的特殊性给相应的监管带来难

题，地下海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水质等问题对养殖

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带来诸多的隐患。因此，对地

下海水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政策监管已经成为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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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海水养殖对深井海水的利用现状

目前我国利用深井海水进行养殖主要是利用

深井海水化学指标和水温稳定的特性进行越冬、育

苗和引入种的养殖。深井海水水质清澈，水温、

ＣＯＤ等指标稳定，在一定深度盐度低于浅层海水。

由于我国北方养殖区域四季温差变化较大，利用深

井海水水温稳定的特性可以很好地解决自然浅层

海水水温波动问题。从养殖成本角度考虑，开采深

井海水提供了温度稳定、盐度低的养殖水源，与工

业净化、调温等方式相比降低了费用。

国外海水养殖业对深井海水的利用比较典型

的有日本利用深井海水养殖鲍鱼，我国对地下深井

海水的利用主要伴随着工厂化水产养殖模式的兴

起。雷霁霖［１］在我国北方利用“温室大棚＋深井海

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对引入种大菱鲆进行养殖，大

菱鲆为冷水性鱼类，适合生长温度为１２℃～１８℃，

而我国北方养殖地区四季海水温度变化大大超出

这个范围，利用深井海水的工厂化养殖模式解决海

水温差过大的问题；徐维柱等 ［２］、罗世菊［３］利用深

井海水的低盐度特征，分别研究培育中国对虾健康

苗种技术和海带配子体克隆育苗试验；徐宗法等［４］

利用地下海水进行海湾扇贝越冬的效果研究，郑春

波等［５］利用塑料大棚及地下海水进行刺参苗越冬试

验，研究结果都表明利用地下海水调温，在沉淀池

进行海湾扇贝和刺参越冬效果明显；苏利等［６］在秦

皇岛采用地下海水进行陆基工厂化养殖大泷六线

鱼，也获得相应成效（表１）。

表１　我国部分地区对深井海水的养殖利用情况

养殖

品种

养殖

阶段

养殖（实验）

区域

利用深井

海水特性

开采深度／

ｍ

大菱鲆 成体 辽宁、山东 温度稳定
１３～２０、

８０～１２０

中国对虾 育苗 山东海阳 低盐度 不详

海带 克隆育苗 山东烟台 低盐度 ７０～８０

扇贝 越冬 山东莱州 温度稳定 不详

刺参 越冬 山东文登 温度稳定 ６０～８０

大泷六线鱼 成体 河北秦皇岛 温度稳定 ２６

２　开采深井海水进行养殖的风险因素

开采深井海水进行养殖的逐渐推广也引发相

应的问题，目前开采深井海水进行养殖的风险因素

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深井海水补充量有

限，过度开采可能导致其总量枯竭；另一方面是深

井海水水质指标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可能对养殖造

成不确定的影响。

２１　深井海水枯竭的风险

从地质角度分析，潮间带开采的地下海水的来

源主要是海水在水平方向由于静压力产生的渗透

和海水涨潮覆盖潮间带后自上向下渗入地下。此

外，大气降水也会渗入地下，这部分淡水自上而下

补给地下海水，起到淡化地下海水作用。上述因素

决定地下海水渗透补充的速度是有限的。

在开展规模化深井海水养殖的大部分地区，地

下海水的消耗速度远远超过渗透补充速度，由此造

成地下海水水位普遍下降，使开采深井海水越挖越

深，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井水枯竭现象［７］。此外，深层

海水由于地面淡水渗透作用的减弱，水质指标相对

恶化，会导致取水和净化的养殖成本上升。因此在

利用深井海水从事养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规模化

工厂化养殖模式下，必须考虑深井海水开采量的

问题。

２２　地下海水水质管理的风险

虽然深井海水有水质清澈，水温、ＣＯＤ等指标

稳定的特性，但是由于各地地质的构成不同，不同

区域的地下水成分也相对复杂。根据相关数据，相

邻的两口地下海水井水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４］。

由于地质原因，深井海水的重金属含量和还原

性物质含量都可能高于地表海水，而《渔业水质标

准》（ＧＢ１１６０７－８９）和《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

质》（ＮＹ５０５２－２００１）具有标准值的项目也有限。

对深井海水而言，铁、锰等重要指标在上述标准体

系中都缺乏体现，而总铁对鱼类养殖的影响被证明

有一定毒性，需要进行有效控制［８］。而由于制定标

准的对象不同，现行《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１４８４８－

９３）对养殖用地下海水的针对性也较弱，不能提供

相应的指导作用。

影响鱼类养殖的水化学因子相当多，而现有养



１０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殖用水的测定项目难以对深井海水水质做出针对

性控制和有效预防其相关风险。此外，地下海水重

金属含量高，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重金属的富集

效应会引起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

３　深井海水开采相关法律法规辨析

目前我国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主要

基于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制度。关于地下水

资源的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而地下海水的开发

利用又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海洋类法律法规

的规定。由于地下海水的特殊属性，这些法律法规

都未能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我国深井海水开采的管

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水资源费制度对深

井海水开发利用的适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作

为我国水资源保护的基本法，其第二条明确规定

“水资源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并指出地下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等都要在该法规定的范围

内展开；《水法》中并没有直接明确地下水的定义，

在国家标准《水文地质术语》（ＧＢ／Ｔ１４１５７－９３）中，

地下水是指埋藏在地表以下各种形式的重力水，从

这一定义来看，深井海水属于地下水范畴，应当适

用《水法》。而《水法》第八十条规定“海水的开发、

利用、保护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水

法》释义也指出“本法适用范围不包括有关海水的

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防洪活动、水污染防治［９］”，

从水质属性上看，深井海水属于海水，即应当依照

《水法》之外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依据《水法》制定和颁布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对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水资源费

制度做出详细规定。水资源费制度作为我国对水

资源的基本保护制度，对地下水开采做出取水许可

和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的规定。

作为地下水和海水的交集，对地下海水开发利

用的规定，《水法》似乎做出前后矛盾的表述。但根

据《水法》第八十条和《水法》释义的明确规定，应当

认定对深井海水的开发利用适用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并不充分。

３２　在海岸带区域内打井取水的相关规定

对于在海岸带区域内打井取水的行为，除《水

法》规定的取水许可制度外，我国海洋、海域方面的

法律法规尚无其他相关管理规定。《水法》释义指

出，“《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水

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已有规定，因此海水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不适用本法”［９］。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的范畴仅针对内

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范围内对海水的

开发利用，在海岸带区域内开采地下海水并不属于

其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海水养殖场，应

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仅宽泛规定海水养殖场的

环境评价，对海水养殖过程中深井海水的开发利用

并没有明确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露天开采海滨

砂矿和从岸上打井开采海底矿产资源，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污染海洋环境”，深井海水并不属于海

底矿产资源，本项规定也不适用于深井海水的开

采。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深井海水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此外，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海岸带管理法规，

由于地下海水开采活动尚未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各地区海岸带管理也没有相关规定。因此，目前在

海岸带区域内开采深井海水无须得到许可。

４　开采深井海水的管理维度和制度建议

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深井海水是实现地下海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由于目前我国深井海水

开发利用的监管机制相对滞后，必须进行相应的制

度建设。对深井海水开发利用的管理，首先应当明

确主管部门，进而从“行政许可－水质标准－技术

指导”的维度进行监管。

４１　明确深井海水开发利用的主管部门

目前沿海各地对深井海水的开采行为疏于管

理，这在本质上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深井

海水开采的管理权限，造成部门之间权限不清、责

任不明；在现有法律资源下，行业主管部门只能进

行业务指导，却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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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采深井海水用于养殖的行为，政府应当迅速出

台相关法规，明确其主管部门。

从海水开发利用角度，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承担相关管理责任；从取水管理角度，水利部具有

相关专业性；从目前开采深井海水一般用于海水养

殖角度，对水质的监管应当由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牵

头。由于深井海水开采的复杂性，多头管理显然不

能达到相应管理效果，必须从速明确主管部门和各

部门管理职能，保障深井海水开发利用的有序性。

４２　增设开采深井海水的行政许可

由于深井海水的本质属于海水，目前取水过程

无须办理相关许可，也不适用水资源费制度，但深

井海水仍然属于地下水，具有稀缺性，对深井海水

的开采仍然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因此对此设

立相关许可符合我国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制度的

立法初衷。鉴于目前开采深井海水多用于海水养

殖，可以考虑将深井海水养殖视为特种养殖，并在

对应办理的相应特种许可中，对开采深井海水项设

立开采量和管径监管。此外，沿海地区应对区域内

海水井进行核查备案，并严格把关海水井井位，新

开海水井应远离排污口、河口及养殖场排水渠等污

染源，禁止向陆地延伸方向打井。在此基础上，相

关管理部门应对海水井开采量等进行限制，从而有

规划、有限制地开发利用地下海水资源。

４３　增设养殖用地下海水水质指标

深井海水的重金属含量和还原性物质含量都

可能高于地表海水，为保证养殖产品的安全品质，

必须进一步完善养殖用水水质标准。从养殖户的

实际操作来看，生物过滤气浮池等操作能去除部分

有害物质，但由于地下海水成分复杂，曝气增氧操

作是否能完全有效去除海水中的有害物质尚待相

关实验证实。目前《渔业水质标准》（ＧＢ１１６０７－８９）

和《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ＮＹ５０５２－

２００１）等相关技术标准未涉及地下海水的相关指

标，必须针对地下海水水质增加相关重要指标；在

养殖过程中对处理好的地下海水进行相关指标监

测，确保进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保证养殖产品的

质量安全。

４４　对深井海水开发利用的技术指导

对深井海水的过度开发利用是造成海水井水

质下降和枯竭的主要原因，开放式流水进入海水也

会对海水水质进行污染。此外，由于部分养殖工厂

距离海岸线尚有一定距离，养殖废水直排地面会带

来系列环境问题。

可以通过推广循环用水的养殖技术，确保地下

海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于目前深井海水的工

厂化养殖多数采用井水泵抽水进行开放式流水养

殖，鱼的粪便和残饵直接排放入海对沿岸近海造成

污染，进而污染海水井水质。倪琦、雷霁霖等［１０］论

证一种高级循环养殖模式，该模式中最初投入的原

水资源基本可以实现循环使用，每日只需补充少量

新水（５％～１０％）；此种模式已经在山东部分企业

实际运用。推广循环利用地下海水的养殖技术，不

仅能保证地下海水的循环使用，也能有效避免养殖

废水对环境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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