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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中用岛

必要性分析技术要点探讨

傅世锋，吴海燕，陈　鹏，庄孔造，陈庆辉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无居民海岛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无居民海岛

灭失具有不可逆性。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区别于一般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缺乏相

应的技术规范。文章阐述了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中用岛必要性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从

区位条件、土地资源条件、项目用地需求和用岛方案比选４个方面递进分析的论证方法，

并结合泊位工程用岛案例进行了应用示范，可为完善无居民海岛使用论证技术和无居民海

岛使用管理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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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于２０１０年

３月正式施行，确定了无居民海岛使用论证制

度。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发布了 《无居民

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编写大纲》，为无居民海

岛使用论证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依据，是当

前规范无居民海岛使用论证仅有的技术规定。

《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编写大纲》尚未

对不同用岛方式的项目作出相应的规定，适用

于一般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拟造成海

岛灭失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区别于一般

的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因此，进行无居民海

岛灭失使用论证技术的探讨可为提高无居民海

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质量，科学利用海岛资源

提供技术支持。

１　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中用岛必要

性分析的重要性

　　无居民海岛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

稀缺性、不可再生性。根据 《海岛保护法》

第三条：“国家对海岛实行科学规划、保护优

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无居民海

岛是国家所有的财产，不仅具有经济利益，

还承担着生态保护、国防安全、领土确定和

科学研究等多方面的功能［１］。目前，国内无

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研究滞后［２］，对无居民

海岛以及其周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识还不够

全面、深刻，有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如海

岛的生态系统演化、资源环境承载力、海岛

与周围海域相互作用机制等，无居民海岛灭

失具有不可逆性，对于灭失海岛的开发活动

应当持慎重态度。因此，该类无居民海岛使

用项目论证应当是从海岛生态系统和资源保

护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论证无居

民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其首要问题

应充分论证项目有无用岛必要。

２　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中用岛必要

性分析的技术要点

　　 《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编写大纲》

中有明确 “必要性分析”的章节，包括项目建

设必要性分析和项目用岛必要性分析，有相当

一部分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重项目建

设必要性分析，轻项目用岛必要性分析，或者

两部分内容混淆不清，笔者认为项目建设必要

性分析在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有较详细

的阐述，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可引用

和补充，项目用岛必要性应当是海岛使用论证

的重点。

《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编写大

纲》尚未规定用岛必要性分析的技术要求，

笔者认为海岛灭失的用岛必要性分析应当包

含两层含义，即 “用岛的必要性”和 “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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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的必要性”，可从区位条件、土地资源条

件、项目用地需求、用岛方案比选４个方面

递进分析。区位条件是指决定区位主体位置

的各种因素和关系的总和，包括自然因素和

社会人文因素，区位条件复杂多样，不同的

区位主体其区位条件是不同的［３－４］。因此，

不同的用岛项目其区位条件分析应有针对性

而不是大而全地生搬硬套。应注意的是，大

环境的区位条件通常在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中已涵盖，如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等因

素分析，所以，用岛必要性分析中的区位条

件分析应当选择与建设项目直接相关的因素

进行分析。土地资源条件分析应分析项目所

在区域的土地资源状况，重点关注项目区相

邻区域有没有存在可能利用的土地资源。项

目用地需求分析应从资源节约利用角度出发，

分析满足项目建设的最小用地规模，论证项

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用地规模的合

理性。用岛方案比选分析应从政策符合性、

社会影响、生态环境影响、满足项目用地需

求等方面进行比选，其目的是为了提出对海

岛资源和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用岛方案或用

岛方式。

３　项目用岛必要性分析实例

本研究以福州港罗源湾港区可门作业区６

号和７号泊位工程为例，说明无居民海岛灭失

使用论证中的用岛必要性分析技术要点，以期

能为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技术的完善提供

借鉴。

３１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福州市连江县下宫乡，属福州港罗

源湾港区可门作业区，拟建设６号、７号泊位和

配套堆场，６号泊位为７万吨级散货泊位 （水工

结构按１０万吨级设计），７号泊位为２０万吨级散

货泊位 （水工结构按３０万吨级设计），堆场面积

为６７．０６ｈｍ２。项目建设拟灭失４个无居民海岛

用于堆场建设，由北至南依次是连江小长屿、连

江长屿、园屿和门前岛 （图１），面积分别为

０．１０ｈｍ２、０．３７ｈｍ２、１．２２ｈｍ２、０．９６ｈｍ２，均

为大陆岛，海岛周围多为淤泥滩。

图１　无居民海岛分布

３２　区位条件

３２１　自然因素———深水岸段开发利用是罗源

湾港区发展的需要

　　罗源湾是福建省七大深水港湾之一，为构

造型基岩海湾，形似倒葫芦状，口小腹大，湾

口宽度仅１．９ｋｍ，湾内纵深约２５ｋｍ，平均宽

度约７ｋｍ，有岛屿作屏障，有良好的避风条件，

湾口可门水道、岗屿水道、岗屿—门边一线以

东及湾北侧航道水深大多大于０ｍ，最大水深达

７０ｍ以上，可门水道２０万吨级船舶可以全天候

进出港。湾内大部分海域海底处于弱冲刷状态；

湾北岸和可门水道基本稳定，海底处于冲淤动

态平衡状态。罗源湾海岸线曲折，岬角众多，

海岸线长约１５７．４ｋｍ，深水岸线主要分布于北

岸的狮岐－将军帽岸段、南岸竹屿－可门岸

段①。深水岸线作为港口岸线稀缺而宝贵的资

源，其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推进港口区域的发

展，本项目位于南岸深水岸线岸段，项目建设

与岸线资源条件相匹配，符合 《港口岸线使用

审批管理办法》岸线 “深水深用”原则，该岸

段的开发利用是罗源湾港区发展的必然。

３２２　社会因素———周边海域开发现状将促进

海岛空间资源的利用

　　罗源湾是福建省优先发展的重点港湾之

一，是福建省 “两集两散”的散货港区。根

据 《关于扩大福建省大宗散装货物进出口的

①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峡西岸经济区重点产

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 （海域环境专题），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福州港总体规划 （修订），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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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闽政办
!２０１１"２９号），大宗散货

接卸转运中心建设是重点，罗源湾可门作业

区是煤炭、铁矿石大宗散货运输的主要港区

之一。根据调查，门前岛、园屿、连江长屿

和连江小长屿所在海域功能定位明确，开发

利用强度较大，主要为交通运输用海，已建

深水泊位６个，已批在建泊位８个。本项目

相邻区域，东侧已建４号和５号泊位、西侧

已建的１０号和１１号均为散货泊位，西侧已

批拟建的９号为通用泊位码头。可门作业区

开发已初具规模，港区配套基础设施具备一

定的基础，疏港公路已建成，疏港铁路也即

将建设。因此，本项目所在深水岸线的开发，

是提升可门作业区散货运输能力的必然。此

外，与本项目配套的可门作业区６号和７号

泊位后方陆域填海造地工程正在施工，由图１

可以看出，本项目涉及的４个无居民海岛离

东侧已建的４号和５号泊位工程的最近距离

约８０ｍ，离东南侧的６号、７号泊位后方陆域

填海造地工程 （一期）最近距离约５０ｍ，４个

海岛周边海域基本上为０ｍ等深线以上的滩涂

区，海岛位于大陆沿岸，便于与相邻工程及后

方陆域整体开发，可为港口建设提供重要的空

间资源。

３３　土地资源条件———罗源湾区域宜港建设

用地资源缺乏

　　罗源湾周边地貌以构造剥蚀低山和丘陵为

主，山高在２００～５００ｍ。海湾沿岸大部分地区

岩体直逼海岸，有些地段为断层陡崖，基岩岬

角和小型海湾相间分布，湾内潮滩宽阔，水下

浅滩平缓。山间盆地和沿江、沿海湾冲积平原

错落于山地丘陵之间，是罗源湾沿岸主要的村

镇聚集区和生产、生活区。现存的可直接用于

城市建设的用地供应量较少。环罗源湾区域较

平坦的区域面积较小，仅分布在河口区域和围

垦区，相当大区域的坡度在１５°以上，采用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将距海岸线１ｋｍ的缓冲区与坡度

图叠加，该区域坡度１５°以上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５６．０％，其中坡度２５°以上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３２．５％，项目紧邻的后方陆域坡度基本都在１５°

以上。因此，罗源湾水下浅滩、浅海空间资源

的合理利用是该区域建设用地拓展的方向，本

工程所在岸段０ｍ等深线与－１０ｍ和－２５ｍ等

深线之间距离较近，０ｍ等深线向陆侧滩涂分布

面积大，有利于形成一定规模纵深的陆域。

３４　项目用地需求

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有效堆场

容量为煤炭８６．７万ｔ、铁矿石４３．３万ｔ。根据

调访，单位面积堆存量约为３．５５ｔ／ｍ２，所需的

有效堆场面积约３６．６万ｍ２，散货堆场的面积利

用率约为６０％～７０％，则本项目需要的堆场总

面积至少约为５２．３万～６１．０万 ｍ
２。根据 《海

港总平面设计规范》，煤炭、矿石及其他大宗散

货库场面积应根据年货运量、货物特性、品种、

机械类型和工艺布置等因素确定；确定品种时，

应考虑各港的实际情况，在满足工艺设计合理

的条件下，宜适当留有余地。此外，本项目两

泊位的水工结构分别按照１０万ｔ、３０万ｔ预留，

项目还需预留堆场容量。因此，本项目所配套

的堆场面积应当是大于５２．３万～６１．０万ｍ
２。

３５　用岛方案比选分析

根据码头类型、堆场装卸工艺以及无居民海

岛分布实际，项目分灭失４个无居民海岛，灭失

两个无居民海岛以及不灭失无居民海岛３种用岛

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表１）。通过占用无居民海岛

规模、规划符合性、拆迁规模、项目用地需求、

堆场效率、水动力影响、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等多因素综合比较，对用岛方案的合理性进行论

证，提出用岛方案、用岛方式的优化措施。

表１　用岛方案比较

比选条件

灭失门前岛、园屿、

连江长屿和连江小长屿

（工可方案）

灭失门前岛和园屿 不灭失无居民海岛

占用无居民海岛规模
灭失４个无居民海岛，用岛面积

为３．３６７４ｈｍ２

灭失两个无居民海岛，用岛面积

为２．７８０３ｈｍ２
不占用无居民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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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比选条件

灭失门前岛、园屿、

连江长屿和连江小长屿

（工可方案）

灭失门前岛和园屿 不灭失无居民海岛

规划符合性
符合海岛保护规划以及其他相关

规划

符合海岛保护规划以及其他相关

规划

符合海岛保护规划以及其他

相关规划

拆迁规模

管理房４处、水闸两座、简易码

头两个、简易厕所１处、蓄水池１

个、祭祀场所３处、测量标志两

个

管理房３处、水闸两座、简易码

头两个、简易厕所１处、蓄水池１

个、祭祀场所两处、测量标志两

个

无

项目用地需求 满足 满足 不满足

堆场效率 较高 较低 低

水动力影响

与已建泊位后方陆域前沿线一致，

与潮流流向基本一致，不会引起

工程区海底出现大冲大淤的变化

形成 “凹”字岸线，加剧淤积，

对周边海域冲淤动态也会造成一

定的影响

形成 “凹”字岸线，加剧淤

积，对周边海域冲淤动态也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占用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占用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无

４　结束语

无居民海岛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

性、不可再生性，无居民海岛灭失具有不可逆

性，对于灭失海岛的开发活动应当持慎重态度。

目前，规范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的技术依

据较缺乏。本研究进行了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

论证中用岛必要性分析技术要点的探讨，结合

泊位工程用岛案例进行了应用示范，说明该方

法具有可行性，可为完善无居民海岛使用论证

技术和无居民海岛使用管理提供参考。不同类

型项目的无居民海岛灭失使用论证技术存在差

异性，如旅游开发项目与泊位工程的区位条件

明显不同，论证因素的选择也应该具有针对性，

今后需进一步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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