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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海域使用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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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通过对福建海洋经济与海域使用现状资料的分析，由海洋产业结构、

用海规模和效益的对比入手，分析不同海洋产业用海特点及单位海域产值和海域使用效率

的差异。根据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相关涉海规划，评估了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对海

域使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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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目前主要集

中在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方面［１－４］，如姜旭朝等

将中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发展分为３个阶段，并

指出不同发展阶段３次产业对海洋经济和国民

经济的贡献不同。有关海域使用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制定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法、编制海洋功能

区划及海域使用金的征收及利用等方面［５－７］，

宋德瑞等研究海域使用发展趋势与空间潜力评

价，对我国２０１５年的用海需求作出预测
［８］。

由海洋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分析用海需求，提出

海域使用水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９－１０］。然

而关于区域海洋经济，由海洋产业结构与用海

结构的对比来分析不同海洋产业用海规模和经

济效益特点的文章尚未见报道。本文通过对福

建海洋经济与海域使用现状资料的对比分析，

阐述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结构与用海规模

的关系，分析不同海洋产业用海特点及单位海

域产值与海域使用效率的差异。根据社会经济

整体发展需求，评估福建省海洋经济对海域使

用的需求。

１　海洋经济与海域使用规模

随着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海洋资源的利用强度不断加大，各项开发

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经济建设的

用海需求与资源及生态环境健康的矛盾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将会更加突出，合理高效地进行海

域使用已成为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

的重大问题之一。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福建海域使用

规模不断扩大，根据调查资料，福建省已利用

管理海域总面积为１６７５３２．１８ｈｍ２，约占福建

管辖海域面积的 １．２３％。海域使 用强 度为

１．２３％；大陆海岸线长约３３２４ｋｍ，其中人工

岸线 长 约 １３４９．９６ｋｍ，岸 线 开 发 强 度 为

３５．９８％。以 ２００８ 年 福 建 省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２６８８．２ 亿 元 计，海 域 使 用 单 位 面 积 产 值

１６６．２万元／ｈｍ２，单位岸线产值为０．８１亿元，

单位人工岸线产值为１．９９亿元。

１１　海洋渔业

２００８年，福建省渔业经济总产值１１４７．３９亿

元，其中渔业产值 （含苗种）５７１．７６亿元；渔业

经济增加值６１１．１６亿元，增长１０．２６％；水产品

总产量５５４．２万ｔ，水产品出口创汇１１．２０亿美

元；水产品加工产量１９７．２０万ｔ，产值２４９．２７亿

元；海水养殖面积１２．０７万ｈｍ２。

福建省共有渔业用海１２３７００．３０ｈｍ２，占

全省用海面积的７３．８４％。作为传统的海洋产

业，福建省海洋渔业以传统的养殖方式为主，

底播养殖、池塘养殖、设施养殖的用海面积占

到该类用海总面积的９８．３％，工厂化养殖仅占

０．３９％，渔港和渔船修造用海的比例也很低
［１１］。

 基金项目：“９０８专项”，全国海域使用管理总体规划研究项目 （９０８－０２－０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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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海洋交通运输业

２００８年福建省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达

２８４．９亿元，港口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态势良好，

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为２．７亿ｔ，集装箱吞吐量

为７４０万标箱。２００８年完成投资６１．６亿元，新

增１６个泊位、吞吐能力３２６０万ｔ，全省港口深

水泊位达１００个，总吞吐能力达２．３亿ｔ。

福建省交通运输用海共有８０９２．５３ｈｍ２，

占全省用海面积的４．８３％。主要有航道用海、

港池用海、路桥和港口工程用海。

１３　海洋盐业与船舶制造业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海盐生产基地，采用纯

自然生产方式，食盐以质量优异闻名省内外，

远销香港、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

区。２００８年全省海盐产量３８．３６万ｔ。

２００８年，福建省海洋船舶工业实现增加值

达３７．０亿元，造船产量２４４艘，造船完工综合

吨位１０９６６２９ｔ，造船完工综合吨位首次突破百

万吨，修船产品产量２４３１艘，修造船舶营业收

入１２６．６８亿元。２００８年以工业为主的海洋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１０９６．８亿元。福建省工矿用海总

面积６９９６．６４ｈｍ２，占全省用海面积的４．１７％，

为盐业、大型船厂和大型电厂所利用。

１４　滨海旅游业

２００８年福建省旅游总收入１０１４．６亿元，

接待游客８８５５．４万人次。全省在建及新开工旅

游项目３６６个，总投资达４２９亿元。旅游娱乐用

海包括旅游基础设施用海、海水浴场和海上娱

乐用海。旅游娱乐用海面积共３１３．３７ｈｍ２，为

全省各类用海总面积的０．１９％。

２　海洋产业结构与用海规模和效益的对比

２００８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２６８８．２亿元，

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５２．０亿元，海洋第二产

业增加值１０９７．７亿元，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３３８．５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３．４％、２０．７％

和１５．５％。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

洋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工业五大

主导海洋产业增加值之和达１０８１．６亿元，占全

省海洋经济总量的４０．２％，分别占到全省海洋

经济总量的１３．９％、１１．５％、１０．６％、２．８％和

１．４％。海洋主导产业对壮大海洋经济、带动和

聚集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福 建 省 已 利 用 管 理 海 域 总 面 积 为

１６７５３２．１８ｈｍ２，约占福建管辖海域面积的

１．２３％。在已利用管理海域中，主要的用海

类型有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工矿用海、

旅游娱乐用海、围海造地用海、海底工程用

海、排污倾倒用海、特殊用海和其他用海，

各类海域使用如图１所示。

图１　福建省各类海域使用结构图

各类海洋产业对海域资源的利用和经济效

益存在很大的差异 （表１），如以加工制造业为

主的海洋第二产业占到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

４０．８０％，用 海 面 积 仅 占 全 省 用 海 面 积 的

４．１８％；海洋交通运输业占到全省海洋经济总

量的１３．９％，用海面积仅占全省用海面积的

４．８３％；滨海旅游业占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

１１．５％，用海面积仅占全省用海面积的０．１９％；

海洋渔业为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１０．６％，但用

海面积最大，占全省用海面积的７３．８４％。以单

位海域产值和海域使用效率系数的数据对比，

海洋渔业单位产值仅为２０万元／ｈｍ２，海域使用

效率为０．１３％；海洋第三产业的海洋交通运输

业和滨海旅游业单位产值分别为３５２万元／ｈｍ２

和３９６９万元／ｈｍ２，海域使用效率分别为２．１９％

和２４．３５％，滨海旅游业相比海洋交通运输业海

域使用效率高１１．２倍；海洋第二产业单位产值为

１５６８万元／ｈｍ２，海域使用效率９．７７％。

以上数据表明：海洋渔业占用海域资源多，

而效率低，拉动海洋经济的作用主要靠空间的

扩张；海洋交通运输业占用海域资源也较多；

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海洋第二产业占用海域资

源较少，效率较高；滨海旅游业单位产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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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３９６９ 万 元／ｈｍ２，海 域 使 用 效 率 高 达

２４．３５％。因此，应加快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占用海

域资源少、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拉动海洋经济的

有效途径，尤其是滨海旅游业更是应大力提倡

的发展方向。

表１　海洋产业增加值与海域使用规模的单位产值及效益系数

海洋产业类别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占海洋经济

总产值的比重／％

海域使用

面积／ｈｍ２

海域使用

比例／％

单位海域产值／

（万元·ｈｍ－２）

海域使用

效率系数

海洋渔业 ２５２．６９ ９．４０ １２３７００．３０ ７３．８４ ２０ ０．１３

海洋交通运输业 ２８４．９０ １０．６０ ８０９２．５３ ４．８３ ３５２ ２．１９

滨海旅游业 １２４．３８ ４．６３ ３１３．３７ ０．１９ ３９６９ ２４．３５

海洋第二产业 １０９６．８０ ４０．８０ ６９９６．６４ ４．１８ １５６８ ９．７７

　注：表示海洋第二产业以工业制造为主，其用海面积以工矿的用海面积计；表示海域使用效率系数：海洋产业增加值占海

洋经济总值的比重／该产业海域使用比例。即：海域使用效率系数高，该产业占用海域资源少，海域使用效率高，对海洋经济拉动作

用大，反之亦然．

３　社会经济发展对海域使用需求评估

福建省主要涉海规划围绕着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建设，推进海洋产业集中集约发展，构建

“一圈一带一体六湾十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

局，重点集中在城市、港口、交通运输枢纽、

工业开发区的发展规划布局。包括建设大型深

水港口，发展港口物流业、海水产品加工业、

临港工业集群，滨海旅游业等，目标是形成沿

海港口群、临港工业群等海洋经济聚集区，形

成产值上千亿的海洋产业集群。以海湾为依托

推进海洋产业集中集约发展，２０１０年福建的海

洋经济总值为３４４０亿元，规划到２０１５年，全

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７３００ 亿元，２０２０ 年为

１５０００亿元，规划的实施必将加大用海需求，加

大对海域资源利用和环境的压力，经济建设的

用海需求与环境资源制约的矛盾在今后一段时

期内就会更加突出。按此发展目标，每５年翻１

番，到２０２０年海域使用的总体规模将增加４倍

多，目前使用海域占总海域面积的１．２３％，似

乎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然而岸线开发强度已

达到３５．９８％，显然单靠海域和岸线资源利用的

空间扩张难以支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必须加大海洋产业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含量。

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

３１　海洋渔业用海的需求

福建省渔业以底播养殖、池塘养殖、设施

养殖等传统养殖方式为主，面临重大的产业结

构升级的要求，立体生态养殖、工厂化养殖、

设施渔业、休闲渔业、远洋渔业等占用海域资

源少的生产方式将成为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期，总体上滩

涂和近岸的传统用海方式和规模将不会产生明

显的改变，但会向深水海域拓展，总体用海的

规模会有所增加。此外，根据相关涉海规划，

部分滩涂和浅海养殖将让位于港口、工业和城

市建设，但局部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

３２　港口交通运输、临港工业和城市建设需求

根据海域使用现状调查，福建省交通运

输、临港工业和围海造地主要用于港口建设

和城镇建设，用海面积分别为８０９２．５３ｈｍ２、

１４１５．７２ｈｍ２ 和２０１４１．８９ｈｍ２，三者使用面

积合计２９６５０．１４１ｈｍ２，共占全省用海面积

的１７．６９％。

围填海项目集中在海湾和近岸滩涂地带，

大多为生态脆弱敏感区，大规模的围填海必然

造成滨海湿地的丧失和对环境的破坏，根据

《福建省海湾围垦填海规划环境影响综合评

价》［１１］，以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为规划期，围填海需

求约 ５７１９６ｈｍ２，占 １３ 个 港 湾 总 面 积 的

１０．９１％；若 与已围垦区 计算，围 填海 累积

１１８４１３ｈｍ２，占１３个港湾总面积的２２．５９％。按

照围填海需求，大部分海湾围填海的面积将超过

２０％，将对海域的水动力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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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部分海湾如厦门湾已经没有围填的海域空间。

为了改变集中在海湾和近岸滩涂的围填海

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状况，同

时又要满足海西建设大规模用海用地的需要，

福建省提出今后围填海的重点将朝湾外拓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福建省批准确权围填海的面

积分别为２５０２．５６ｈｍ２、１３１２．８２ｈｍ２ 和

１２６７．５７ｈｍ２，３年合计５０８２．９５ｈｍ２。由

此可推算出福建的港口、临港工业和城市建

设包括围填海对海域使用的需求规模至少为

目前的２倍，如果按目前海域使用的面积为

基数，将占全省用海面积的３５％ （图２），对

整体的海域使用格局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图２　１３个主要港湾围填海需求占海湾面积比

３３　海底工程、排污倾倒用海的需求

由于港口、临港工业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

相应的海底工程、排污倾倒用海的用海需求也

会增加，但由于所占用海比例较小，对整体的

海域使用格局影响较小。

３４　滨海旅游用海的需求

滨海旅游为海洋主导产业之一，与交通运

输、临港工业、海洋渔业等产业相比是一种对

环境资源消耗少、经济效益高的节约型产业。

目前滨福建滨海旅游主要是利用岸线资源和海

上娱乐项目，规模小，占用海域资源少。由于

滨海旅游发展强劲，海上娱乐项目和规模的发

展空间大，预计用海需求有较大的增幅。

３５　特殊用海的需求

特殊用海包括了海洋保护区，已有统计数

据按已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实际面积统计，海洋

保护区属于公益性用海，占全省海域使用的面

积比例偏小，随着海洋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

对海洋典型生态系统、重要渔业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需求将大幅度的增加，明显加大海

域使用面积的比重。

４　结论

根据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相关涉海

规划，海洋渔业用海面积将有所增加，由于建

设的需要，局部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向

深水海域发展以及开拓远洋捕捞是今后的发展

方向。港口、临港工业和城市建设包括围填海

对海域使用的需求规模至少为目前的２倍，由

于港口、临港工业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相应

的海底工程、排污倾倒用海的用海需求也会增

加。由于滨海旅游发展强劲，海上娱乐项目和

规模的发展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预计用海需求

有较大的增幅。随着海洋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

特殊用海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明显加大海域

使用面积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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