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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洋开发规划的

实践与认识
,

屈 强 陈敏铭
(宁波市海洋办 宁波 ) (宁波师范学院 宁波 )

《宁波市海洋开发规划》(下简称《规划 )))

是宁波市第一次把海洋资源
、

环境置于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中进行研究的成

果
。

《规划》由全市总规划
、

13 个产业开发规

划
、

7 个县 (市
、

区 )海洋开发规划和 4 个专题

研究报告构成
。

现就《规划》的性质
、

特点和主

要内容
,

谈谈我们的粗浅认识
。

1 《规划》的性质

宁波市
,

既是一个计划单列的较大城市
,

又是我国沿海开放的港 口城市
。

这一市情
,

决

定了宁波市的海洋开发规划应该是以母城为

依托
,

港 口开发建设为中心
,

合理配置海洋资

源为重要内容
,

为海洋资源综合开发
、

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和生产力总体布局而进行的战略

部署
。

因此
,

《规划 》具有鲜明的战略性
、

综合

性和整体性
。

战略性
,

是指从规划的层次高度和 目的

意义分析
,

它依据全市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

和目标
,

对区域内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

海洋经

济发展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研究

和规划
。

如对海洋规划区内的主要资源开发

利用规模
,

城镇建设 的总体布局
,

海洋环境保

护及海洋生态建设
,

重大的能源
、

交通等基础

设施问题进行研究和规划
。

对这些关系到全

市乃至更大地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带有全局性或决定性的问题
,

必须从长

远的
、

宏观的
、

全局的角度予以研究
,

从战略

的高度进行统筹兼顾
、

全面安排
,

为经济建设

的战略布局作出重要决策指明方向
。

综合性
,

是指从规划对象之间的相互关

系分析
,

是海洋资源多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基本属性的反映
,

是规划区内各

涉海产业利益的协调
,

是各地方利益的综合

平衡
。

因此
,

《规划》具有多 目标
、

多因素
、

多层

次
、

多效益
、

综合统一的特性
,

必须综合处理

好海洋经济与人 口
、

资源
、

环境协调发展的问

题
。

整体性
,

是指从规划区域特性和规划功

能分析
,

把规划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

究和规划
,

具有各产业规划和分区规划所没

有的整体特性或整体功能
,

即
“

整体大于部分

之和
” 。

规划区涉及近海
、

浅海及沿岸陆域等
,

虽然它们特性不同
,

但须将之作为一个整体
,

一个系统
,

海陆一体化
,

通盘规划
,

确定近期

开发以海岸带为主
,

包括海岛与海湾等沿岸

海域
。

所以
,

《规划》是从海陆有机整体的自身

条件和环境特点出发
,

以获取整体效益为 目

标
,

拟定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
。

由此而产生

的总规划
,

比较各产业规划和分区规划具有

它们所没 有的新功 能
。

所 以
,

整体性是 《规

划》的最主要特性之一
。

2 《规划》的主要特点

从宁波市的市情海况 出发
,

其海洋开发

规划具有
“

一高三突出
”

的特点
。

2
.

1 开发规模大
、

起点高

作为计划单列城市的宁波
,

其经济和社

会的高速发展
,

必需一个强大的资源供应支

撑系统
。

而宁波市陆地面积狭小
,

资源开发利

用程度较高
,

潜势有限
。

这就构成了主要 自然

资源严重的供需矛盾
。

所以
,

宁波市经济发展

要突破缺乏现代原材料和能源的资源结构性

限制
,

建立资源补偿型的经济结构模式
,

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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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为此
,

必然有赖于开发

海洋
,

以海洋资源补充其他资源之不足
,

从而

激发宁波市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

机制
,

把海洋开发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

作为沿海开放的较大城市宁波
,

在改革

开放的发展过程 中已积累了较为雄厚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和科技实力
,

初步具备了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

这有利于

宁波服务全国
,

面向世界
,

着眼 21 世纪
,

为将

海洋开发置 于国际海洋经济发展 的大背景

下
,

建筑在国际先进海洋开发技术的高起点

上 ;
并为充分利用城市 已有的经济辐射力和

凝聚力
,

适当扩展规划工作范围
,

而不只局限

于海岸带
,

进行大规模的海洋开发
,

提供了可

能比
。

2. 2 突出优势资源

港 口航道资源是宁波市海洋资源优势中

的优势
,

开发建设港 口是振兴宁波经济的龙

头
。

然而
,

一些限制 因素制约了深水 良港作用

的发挥
。

函需全面规划
,

发挥城市社会经济资

源优势
,

促进大中小配套
、

功能齐全的综合性

港口群体的形成
。

2. 3 突出海洋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规划》的范围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海

洋开发活动频繁且强度较大
、

社会经济部门

密集
、

海洋环境负荷很大的地域空间
,

其生

态
、

环境
、

资源承受着 比其他城市和地区更大

的压力
。

所以
,

环境的整治任务就更为突出
。

2
.

4 突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城镇体系的

完善

宁波市主要海洋产业体系 已成雏形
,

并

在沿海地带基本展开
。

在此基础上
,

应进一步

根据海洋资源的优势
、

利用方向及其配套组

合内容
,

选择更具优势的主导产业和专门化

产业
。

生产力和城镇布局
,

以宁波母城为核心

沿海岸展开
,

并已初步形成体系
,

尚需集聚建

设新城镇
,

完善海岸带城镇体系
,

明确它们的

海洋职能
,

为进一步调整生产力布局
,

优化海

洋资源配置
,

奠定坚实的基础
。

3 《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 》是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立足于海洋资源环境

条件的综合评价
,

根据海洋开发
、

整治与经济

长期发展 的需要
,

致力于人 口
、

资源
、

环境的

协调和统一
,

确定全市海洋开发整治与经济

建设 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
,

提出海洋资源的综

合开发利用
、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

海洋环境的

治理保护等任务
。

3
.

1 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1) 海洋资源环境条件的综合分析

¹ 资源总量的评估
。

是在全面收集
、

整理

并分析规划区内海洋资源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的
,

特别注重对海岸带调查和海岛调查所获

取的最新资料的分析
。

进而分别阐述了规划

区内的土地资源
、

港湾航道资源
、

岛屿资源
、

滨海旅游资源
、

海洋 自净能 力
、

海洋水产
、

矿

产
、

海洋能源等各项资源的空间分布
、

数量和

质量
,

并进行综合分析和区域论证
.

。

得出
“

规

划海域内
,

具有港湾水深
、

岸线曲折
、

岛屿众

多
、

海涂广阔
、

陆架油气丰富
、

环境容量较大
、

海水营养盐及海洋生物丰富等特点
,

从而形

成优越的海洋资源环境
”

这一结论
。

º 资源的地域组合特征评价
。

从资源地

域系统角度评价规划 区内的主要海洋资源种

类与相关配套或综合利用的各种资源之间的

组合情况出发
,

确定区域资源优势
,

揭示限制

因素
。

宁波市海洋资源丰富
,

突出的即
“

港
、

渔
、

涂
、

岛
”

四大优势资源
。

《规划 》着重评价港湾航道资源
。

从全市

具 有建港条件的港址 13 处
,

可利用 岸线

37 k m 这一区域资源出发
,

联系邻近相关地

区的资源组合
,

得出这样的结论
: “

这种资源

结构
,

为建设多层次
、

多功能
、

分工协作
、

各有

特色的组合港
,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联系

上海港和舟山港
,

具备结合成宏大的港 口矩

阵的有利条件
,

可共建一个世界级的东方大

港
。 ” “

所以
,

宁波市的港湾航道资源
,

是具全

球性意义的稀缺资源
,

是建设东方大港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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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资源
,

也是城市赖以振兴的最重要资源
。 ”

《规划 》分别对另外 3 种优势资源
,

分析

确定区域资源的整体优势和单项优势
,

现实

可开发的资源优势和潜在优势
,

全国的优势

和省区内的优势
,

从而为确定区域分工格局

和专业化方向提供依据
。

浅海渔业资源是具

有全国意义的
,

特别是象山港
,

是国家挂号的
“
大鱼池气全市滩徐面积约 1 50 万亩

,

居浙江

省各地市之首
,

其意义还在于 已成为建设滨

海工业区的重要后备土地资源
;
环境独特的

岛屿
,

已成为国内外投资开发的热土
,

并开始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

将成为海洋开发的跳板

和前沿阵地
。

当然
,

如果从海洋资源配置角度分析
,

还

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

所以
,

在《规划》中揭示了

影响区域发展的限制因子
。

例如
,

高区位势能

与薄弱的基础设施
,

形成显著的落差
;
深水 良

港与内陆集疏运方式没有形成配套的运输体

系
;
现代化的组织管理和通讯

、

信息系统尚未

建成
;
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

、

严重衰退与

远洋外海渔业资源及浅海增养殖资源尚未充

分开发
,

产生强烈的对比 ;滩涂的快速淤涨与

围涂的投入不足
,

工交建设用地剧增
,

供需失

衡
;
海岛资源巫需开发与岛上劳力和民间游

资回流大陆
,

产生 明显的失控
;
海洋污染加

剧
,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等
。

揭示

限制因子为趋利避害
、

整治环境和调整布局

指明方向
。

(2) 海洋产业的合理布局

《规划 》主要对统计 口径上的海洋产业

(海洋运输
、

海洋水产
、

海盐
、

滨海旅游业等 )

进行规划
,

编制这些产业的战略发展方向
,

以

及产业的基本建设布局
。

这里着重介绍港 口

运输业规划
。

《规划》在全面分析评价全国相应产业地

域分布现状的基础上
,

提出宁波市港 口运输

业的战略方向为
:

争取经过 90 年代或更长时

间的努力
,

把北仑港建设成为我国大陆沿海

的深水大港和国际深水中转枢纽港
,

并以此

为核心建成大中小配套
、

功能齐全的综合性

港 口群体
;
加速以港 口为中心的交通集疏运

网络建设
,

拓展港 口腹地
,

建设港 口基地
,

实

现把宁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港 口城市的

战略目标
。

港 口建设布局
。

在北仑港区
,

近期规划完

成北仑二期
、

三期工程
,

着手规划四期集装箱

泊位
,

远期规划穿山半岛岸线布置若干集装

箱和辅助泊位
,

规划梅山岛内侧布置万吨级

泊位
、

外侧布置散杂货和油品中转的泊位
。

地

方港 月规划
,

近期先行建设石浦港万吨级泊

位
,

远期发展一批沿海各县的中心港
,

并逐步

使之成为一个群体
,

发挥综合效益
。

港 口腹地的拓展
。

为了充分开发利用北

仑深水港乃至整个宁波一舟山海域
,

规划加

快以
“

三铁二高一空港
”
为骨干的内陆集疏运

网络建设
。 “

三铁
”
即三条铁路建设

:

近期的萧

雨复线改造
; “
九五

”
修筑义 甫(义乌一宁波 )

铁路
,

以沟通湘赣云贵腹地
;
建设甫闽 (宁波

一福州 )沿海铁路
,

以
“

蓝色铁路
”

北接上海
,

沟通东南沿海各主要港 口
。 “

二高
”
即两条高

速公路建设
:

杭甫高速公路
,

沿海高速公路宁

波段
,

沟通东南沿海主要城市
。 “
一空港

”
即加

快把栋社机场改造成为一级国际机场
,

同时

增辟至欧美大陆的国际航线
,

使之与北仑国

际海港建设相配套
,

形成海空联运
。

港 口基地的建设
。

配合东方大港的建设
,

规划建成五大港 口基地
:

全国大型进 口矿砂

中转基地
、

华东大型国际集装箱远洋中转基

地
、

华东大型煤炭储存中转基地
、

华东大型原

油进 口成品油出 口中转基地
、

全国大型液体

化工产品储存中转基地
。

3
.

2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生产力合理布局是海洋开发整 治的核

心
。

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

海洋环境的治

理保护都必须通过合理布局生产力来实现
。

(1 )规划 区总体地域格局的选择

在《规划 》中
,

我们明确地提出了
“

宁波市

海洋开发应以港 口开发为先导
,

振兴宁波为

宗旨
。

依托深水良港的有利条件
,

重点开发北

仑
,

大力拓展两翼
·,

形成点一轴拓展的海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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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模式
,

不断培育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

以促进宁波市和周边沿海城市经济的全面发

展
。 ”

《规划》以资源和 区位优势较突出
、

经济

技术依托条件好的北仑地区 (包括大榭 )作为

重点和突破 口进行开发建设
。

同时
,

为下一步

重点开发的地域转移逐步创造条件
,

即拓展

两翼
,

第一步
,

在本世纪 内重点开发北仑
、

镇

海港 口经济开发区
,

初步建成东方大港和大

榭国际港 口经济贸易区
,

努力拓展郭巨半岛

北岸深水岸线
;
第二步

,

21 世纪初重点开发

象山港
、

三门湾北岸和杭州湾南岸
。

通过这样

的不同发展阶段重点建设地域的逐步转移
,

可以使海洋开发由每一阶段的不平衡性逐步

趋向较长历史时期的相对均衡
。

(2) 各开发整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海洋开发必然是以一定地域为单位
,

其

规划应反映各地域的自然
、

经济
、

社会等多方

面的特点
。

所以
,

合理
、

科学的开发整治区划

是海洋开发规划的基础
。

本次规划
,

我们以区

分开发整治的主导方向为主要 目的
,

并按照

¹ 在自然
、

社会
、

经济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类

似性
; º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向上具有较

大的共同性
; » 适当照顾行政区的完整性等

原则
,

将规划 区划分为 5 个开发整治区域
:

( a) 北仑一镇海港 口经济开发区域 ; ( b) 杭州

湾南岸滩涂综合开发利用区域
; ( c )象山港海

洋资源综合开发区域
; (d) 三门湾一大目洋渔

工贸经济区域 ; ( e) 重要岛屿开发区域
。

对各开发整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

制订
,

是在高层次地域专业 (门)化分工协作

的基础上进行的
。

我们根据各开发整治区域

内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察赋状况
,

确定它们

总体发展方向和发展 目标
,

优化产业结构
,

布

局主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

其简况如表 l
。

表 1 五区域发展战略一览表

区 域

北 仑一镇 海

港 口 经济开

发区域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

察赋状况

港湾航道资源丰富
,

陆域

较广

地 区 总体 发展

方向和发展 目标

以交通为导向
,

以建设东

方大港为目标
,

建设三 区

形成三带
、

五基地

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

杭 州湾南岸

滩涂综合 开

发区域

土地资源十分丰富
,

航道

资源尚佳

以土地资源为导向
,

集聚

二镇开发
、

配合 北仑 建

设
、

开辟海湾通道
,

大力

围涂造地强化专门产业

以重化工为主导产业
,

建

设一批电力
、

钢铁
、

造船
、

建材
、

海洋工程等大型装

置工程

大力发展港 口运输业

形成棉花
、

蔬果
、

淡水鱼

三大专门化产业

象 山港海洋1水产资源丰富
,

开发潜力}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
兴建

资源综合开 {大
、

港湾资源良好
、

潮汐 }象 山港综合开肛程
、

集

发 区域 }能资源丰富
、

旅游资源叫聚强蛟镇建设
,

带动全区

}待开发 {发展
,

使之成为宁彼东南

1
.

1部最发达的经济区

港 口运输业
、

电力工业
、

浅海滩涂增养殖业
、

休疗

养旅游业
、

临港工业等 5

产业为主

形成
“

三带
”三 区

:

港 口岸线开

发带
、

港 口大型装置工业带
、

加工贸易开发带和经济技术

开发区
、

保税区
、

岛屿经济贸

易区

建设优质棉基地 41 万亩
,

围

涂造地 10 万亩
,

商品蔬果基

地 33 万亩
,

涂塘养鱼基地 3

万亩
,

集紧泅门
、

观城二镇建

设

建设横山
、

强蛟
、

双山
、

大列山

港 口 码头
,
西沪港

、

黄墩港增

养殖基地建设
,
横山岛为主体

的森林公园和休疗养区
,

建设

鹰龙山等港 口电厂建设

三 门湾一大 }渔场近岸渔期长
、

开发港

目洋渔工 贸 }口 海运
、

围涂造地
、

发展

经济区域 l增养殖条件佳

依托渔港
,

速建石浦镇 ,I 发展 5个专门化产业
:

海}集聚石浦镇
、

明港镇建设
,

围

带动基地
,

拓展外海
,

建 l水增 养殖业
、

海洋捕捞 l涂造地 5
.

5 万 亩
,

发展双盘

设成为外向型渔业基地 业
、

滩涂种植业
、

盐业和 }涂
、

下洋涂
、

蟹钳涂的滩涂养

港 口运输业
,

并在这些资}殖和 浅海 区的名贵水产 品增
源产业基础上发展相应{养殖基地

,

建设三门湾”仁岸高

的加工业 }等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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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区区 域域 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件 地 区 总 体 发 展展 产业结构构 产业布局局

察察察赋状况况 方向和发展目标标标标

重重要岛屿开开 ¹ 具有近岸
、

近港 口
、

近近 优先建设基础设施
,

依托托 港 口运输
、

仓储
、

出 口加加 架设大桥
、

铁路公路进岛
、

建建

发发区域域 经济开发 区或 口岸
;;;

港 口
、

紧密配合
、

努力把把 工
、

渔盐业业 设深水大港港

ººº 近渔场的区位优势
,

相相 海岛建设成国际港 口 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经对对对隔离便于管理
;;;

济贸易 区
、

海洋渔工贸基基 海水增养殖
、

旅游业业 海湾牧场
、

良私试验场
、

休疗疗

»»» 港 口
、

渔业资源丰富富 地和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发发 养旅游 区区

基基基基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海海海海海洋捕捞
、

海水增养殖
、、

农副产品生产
、

加工
、

销售成成

蔬蔬蔬蔬蔬果种植禽畜饲养
、

港 口口 套的海洋产业系列
,

陆岛交交

运运运运运输 5 专门化产业业 通
、

港 口码头头

注
: ¹ 北仑港 口经济区岛屿 º 象山港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区岛群 » 石浦港渔工贸经济区岛群

。

( 3) 重点建设项目的区位选择

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
,

本世纪和下

世纪初可能提供的资金和科技发展水平
,

把

重大海洋开发项 目合理地安排在适当区位
,

也是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内容
。

因为
,

它们将对

产业部门的发展
、

对所有区域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起到深刻的作用
。

此次规划中的重点建

设项 目
,

是围绕全市海洋开发总体 目标与要

求进行筛选的
。

主要突出两方面内容
:

一是制

约区域海洋开发广度与深度而又急需加以解

决的薄弱环节
。

解决这些问题将对海洋整体

开发起到重要的支撑和辅助作用
;
二是具有

非常明显的区际相对优势和相对效益
,

需要

优先开发与整治的项 目
,

其建设往往可以带

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

构成区域产业结构中

的主导产业或基础产业
。

此次规划报告中
,

列出 了 30 个项 目
,

按

基础设施项 目
、

基础产业项 目
、

治理保护项 目

及远期项 目排列
,

而没有按工程时序排列
,

以

区别于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

3. 3 海洋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协调开发利用与治理
、

保护的关系
。

协调

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

也是海洋开发规划的重

要内容
。

《规划》中
,

海洋整治系统工程以八大

项目为重点
,

涉及海洋环境的治理
、

生态环境

的保护
、

不利自然环境的改善等三方面
。

( 1) 海洋环境的治理

随着宁波市经济建设的大规模掀起
,

海

域环境压力也随之增大
。

所以
,

我们在分析海

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
,

进行了海域环境规划
。

将全市海域划分为杭州湾南侧海区
、

雨江 口

及其毗邻海区
、

象山港海区
、

三门湾海区
、

大

目洋和猫头洋海区
,

分别确定了它们的环境

功能区类别
、

环境目标和环境标准
。

并以北仑

一镇海港 口经济开发区域为重点规划了
“

海

域环境污染防治工程
。 ”

( 2) 生态环境的保护

本次规划主要部署了防减海洋灾害的
“

风 暴潮防护工程
”和

“

海 防林体系建设工

程
” ;
有关自然保护的是

“

海水增养殖和苗种

基地建设工程
” 。

( 3) 不利自然环境的改善

主要规划了
“

航道整治工程
” 、 “

围涂造地

工程
” 、 “

沿海快速公路工程
” 、 “

海洋油气开发

配套工程
”

等四个项目
。

总之
,

宁波市的海洋开发可概括为
:
以港

口开发为先导
,

振兴经济为中心
,

依靠科技进

步
,

优化资源配置
,

注重环境保护
; 以建设 东

方大港为主要 目标
,

北仑和大榭岛开发为突

破 口
,

实施
“

四一五八
”
计划

,

全面发展海洋经

济 ( “四一五八
”
计划即开发四大优势资源

,

建

设一个港 口群体
,

形成五个海洋开发区域
,

完

成八大重点整治工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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