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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土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在全国开展的主体功能区划规划工作中也是重要

的工作地域之一。但无论从自然角度，还是从管理角度，海洋都具有其独特的特性，要求其

主体功能区划规划工作与有所不同。文章从区划指导思想、区划类型、区划范围、区划指标

体系、区划分区和区划管理六个方面讨论了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的特殊性及要求，并从整体

上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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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海洋作为

国土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在开发中保护、在

保护中开发成为海洋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为

改善我国海域使用缺乏统筹规划、资源过度利

用与开发不足并存、近岸海域污染和生态恶化

加重的状况，《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已于2002年

经国务院批准并正式实施。海洋功能区划是基

于海域使用进行的区划，结合新一轮基于国土

开发的国土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海洋功能区划

的修编要按海洋国土的主体功能区划规划进

行，其工作应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一、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指如何进行新的海洋国土主体

功能区划规划工作。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因而新的海洋国土主体功能区

划规划应在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框架内进行，以保

持其极高的法律地位。

二、区划类型

《海洋功能区划导则》(GBl7108—1997)将海

洋功能区分为五大类：开发利用区、整治利用

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功能区和保留区。

2002年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分为十大类：港

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

用区、滨海旅游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

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和

保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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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国土主体功能划分为优

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

类。

由此可见，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是基于对海域

的利用，而新的国土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是基于国

土的开发，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

因此，结合海洋开发、利用的特点，参照“十

一五”规划的要求，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与国土

主体功能区划的四大类进行适当的叠加，并进行

适当的调整是可行的办法。

三、区划范围

考虑到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仍以近海为

主。海洋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的范围向陆应包括海

岸带的最小的行政区，向外则达到我国行使海洋

管辖权的范围，外围可作为对外(外国)的禁止

开发区。

四、区划指标体系

区划指标体系应基于D—PSR—c(Driver—Pres—

sure—State—Response—Contr01)框架选取(图1)。

在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关键问题包括五

个方面。

(1)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指标选取。主要包

括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以及资源承载力。

(2)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与潜力指标选取。主

要指经济、社会指标的选取，包括如何考虑社会

福利和指标的权重等。

(3)系统恢复力指标选取。包括生态自我恢

复能力、环境自我净化能力以及人类社会自我管

理与调控能力。

(4)海洋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指标选

取。包括生态价值、社会一文化(科学)价值、经济

价值，以及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对社会一文化

安全的影响、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和对国家安全的

影响等。

(5)指标体系建维。在区划中，如何将多指标

体系归一到单指标，或者是简化到可进行分区操

作的少数几个指标，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五、区划分区

区划分区时，有四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

(1)背景值与基准值。背景值的获取相当困

难，但却是进行区划分区的基础。根据背景值的

变化，才能判断是属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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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限制开发，背景值的时间序列选取要恰当。若

无背景值，则只能选择基准值作为参照。

(2)分区方法。海洋和海岸带作为复杂的巨

系统，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是区划方法的基

础。选取的方法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分区方法包

括评价方法和预测方法。

(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既要考虑资源环境

的承载力，又要考虑社会经济的承载力；既要考

虑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现状，又要考虑资源环

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4)区划边界。区划的边界大小直接影响到

区划后的使用和管理。边界太小，则各种分区有

可能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密集的

斑块状；若边界过大，则尤其是对近岸区达不到

区划的目的，因此可根据海域性质(如近岸的海

湾、河口等)进行分类确定。若考虑将来海域使

用权交易，区划边界更为重要。

六、区划管理

在区划工作中，要做到领导重视、资金保障、

技术可行。

(1)统一思想，确定区划的指导原则。

(2)进行关键技术研究，选定关键技术。

(3)制定实施导则。

(4)在区划过程中严格检查，保证区划的一

致性。

(5)在区划时仔细考虑，便于区划后的管理。

(6)在区划执行过程中，针对性地制定区域

政策，并保证区域政策的执行。

(7)研究区划评价技术，对制定的区划进行

评价。

(”制定、实施动态跟踪监测监控技术。

(9)认识到区划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以生态环境的改善，区划的结果要在

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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