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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科学制定海域空间规划和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文章梳理辽宁省现有用海类型及其存

在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用海类型及其发展趋势,根据用海需求以及满足用海需求的有利条件,

从多目标角度预测分析辽宁省用海情景,并提出用海管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拥有渔业

用海和工业用海等多种用海类型,但存在用海结构不平衡、海洋功能区划不完善、节约集约用海水

平不高、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生态用海体现不足等问题;发达国家根据不同宗旨采取的用海管

理措施可对辽宁省提供启示;针对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

海洋立体开发的用海需求,结合海洋渔业等方面的有利条件,辽宁省可分别以生态保护、经济发展

以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平衡为主要目标发展休闲渔业和可再生能源等各种用海类型;未来辽

宁省用海管理应建设用海数据共享平台、制定陆海统筹的海域空间规划、实施和完善“多规合一”

的管理制度、加强公众参与以及加强区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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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cientificallyformulatetheseaareaspatialplanningandmakefulluseof

marineresources,thispapercombedtheexistingseausetypesandexistingproblemsinLiaoning
Province,drewlessonsfromtheseausetypesanddevelopmenttrendofdevelopedcountries,

predictedandanalyzedtheseausesituationinLiaoningProvincefromtheperspectiveofmultiple

objectivesaccordingtotheseausedemandandthefavorableconditionstomeettheseausede-

mand,and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onseausemanagement.TheresultsshowedthatLia-

oningProvincehadmanytypesofseause,suchasfisheryseaareaandindustrialseaarea.How-

ever,thereweresomeproblems,suchasunbalancedseausestructure,imperfectseaareaspatial

planningandmarinefunctionzoning,lowlevelofeconomicalandintensiveseause,deterioration

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insufficientecologicalseause.Theseausemanagement

measuresadoptedbydevelopedcountriesaccordingtodifferentpurposescouldprovideenl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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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toLiaoningProvince.Inviewoftheseausedemandofmarinefisherytransformationand

upgrading,marineecologicalsustainabledevelopment,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

andmarinethree-dimensionaldevelopment,combinedwiththefavorableconditionsofmarine

fishery,LiaoningProvincecoulddevelopvarioustypesofseausesuchasleisurefisheryandre-

newableenergywiththemaingoalofecologicalprotection,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

balance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Inthefuture,LiaoningProv-

ince'sseausemanagementshouldbuildaseausedatasharingplatform,formulatelandandsea

areaspatialplanning,implementandimprovethe“multicomplianceandone”managementsys-

tem,strengthenpublicparticipationandstrengthenregionalexchangesandcooperation.

Keywords:Seausetype,Threedimensionaldevelopment,Oceanranch,Marineecologicalenviron-

ment,Marinespatialplan

0 引言

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

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古至今,人类对于海洋的

开发利用从未停息。辽宁省位于我国沿海最北

部,濒临黄海和渤海,广阔的海域是辽宁省发展海

洋产业的坚实基础。由于盲目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以及缺乏科学的海域空间规划,目前辽宁省海域

管理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辽

宁省海域空间的高质量开发利用,而且可为其他

沿海地区提供参考,向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迈进。

本研究梳理辽宁省现有用海类型及其存在的

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用海类型及其发展趋势,重
点预测分析不同目标下的辽宁省用海情景,并提出

用海管理建议,以期为陆海统筹的海域空间规划提

供决策参考。

1 辽宁省现有用海类型及其存在的问题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南临黄海和渤

海,地处环渤海地区的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的

关键地带。辽宁省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

沿边的省份,同时是我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

区对外开放的门户。

辽宁省是海洋大省,海域(大陆架)面积约为

15万km2,其中近岸海域面积约为6.4万km2;拥
有海岛266个,海岛面积约为191.5km2;大陆海岸

线约为2292km,海岛海岸线约为628km。辽宁海

洋经济实力较强,在我国沿海地区排名中上游。

1.1 辽宁省现有用海类型

1.1.1 渔业用海

渔业用海是辽宁省最主要的用海类型,其面积

在辽宁省用海总面积中的占比高达90.91%。因地

理位置优越以及洋流带来大量饵料,渔业用海在辽

宁省各沿海地区基本均匀分布。受温度和水质等

条件影响,养殖方式均为底播养殖,主要品种包括

海参和鲍鱼。此外,辽宁省深海海域的用海类型几

乎全部为渔业用海,主要分布在小长山岛、獐子岛

和海洋岛附近海域以及辽东湾西北沿岸。

1.1.2 工业用海

工业 用 海 面 积 约 占 辽 宁 省 用 海 总 面 积 的

3.59%,主要分布在葫芦岛市北部、锦州市、盘锦市

以及大连市的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区近岸海域。

1.1.3 交通运输用海

交通运输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

2.08%,主要包括港口用海、航运用海和路桥隧道用

海。其中,港口用海和航运用海主要分布在葫芦岛

市、锦州市、盘锦市、营口市、大连市和丹东市的港

口和近岸海域,路桥隧道用海主要包括大连市星海

湾跨海大桥和大连湾海底隧道。星海湾跨海大桥

是我国首座海上地锚悬索式跨海大桥。大连湾海

底隧道是在我国北方开建的首条海底沉管隧道,其
建筑团队基本为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原班人马,充分

借鉴港 珠 澳 大 桥 沉 管 施 工 的 成 熟 技 术,预 计 于

2023年竣工通车。

1.1.4 旅游娱乐用海

旅游娱乐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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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沿岸,主要包括观光旅游

用海和休闲娱乐用海,著名的滨海旅游景区包括营

口市的白沙湾、大连市的仙浴湾、丹东市的大鹿岛

和葫芦岛市的绥中止锚湾等。

1.1.5 造地工程用海

造地工程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

1.71%,主要分布在大连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

市和丹东市的东港市。其中,填海造地活动主要集

中在大连市的瓦房店市、葫芦岛市和锦州市,围海

活动主要集中在大连市的普兰店湾、锦州市的凌海

市和盘锦市的田家镇。

1.1.6 排污倾倒用海

排污倾倒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

0.01%。目前辽宁省共有绥中发电厂二期工程配套

码头项目临时性海洋倾倒区以及盘锦港25万吨级

航道一期工程临时性海洋倾倒区等6处海洋倾

倒区。

1.1.7 海底工程用海和特殊用海

海底工程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

0.08%,主要包括海底电缆管道和深海排污管道;特

殊用海面积约占辽宁省用海总面积的1.26%,主要

包括军事设施、防波堤和测量标志。

1.2 存在的问题

1.2.1 用海结构不平衡,开放式用海占比较大

近年来辽宁省大力培育优质渔业和水产养殖

业,全力推广深海养殖和底播养殖等养殖方式,促

进渔业用海的进一步发展,而其他用海类型的面积

占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开放式养殖面积约占渔

业用海面积的88%,与其他养殖方式相比,开放式

养殖的缺点是海洋经济增长点较为分散,导致海洋

经济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差[1]。

除渔业用海外,工业用海是辽宁省较主要的用

海类型,其中约有96%为盐业用海。由此可见,辽

宁省用海类型较单一,用海结构不平衡。

1.2.2 海洋功能区划不完善

辽宁省沿海岸垂直方向的海域空间呈现近海

用海率高而远海用海率低的趋势。目前辽宁省远

海和深海海域仅有小部分被开发利用,仍具有较大

的开发利用潜力。此外,辽宁省仍存在未确权用

海、涉海项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2]以及相邻的不

同海洋功能区之间出现用海矛盾等问题。例如:在
渔业用海中有大部分养殖区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而向外扩展,压缩旅游娱乐用海等其他海洋功能区

的用海面积。

1.2.3 节约集约用海水平不高

与其他环渤海地区相比,辽宁省海洋开发利用

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用海面积增长速度很快,但
海洋经济增长却十分缓慢,且这种差异呈现扩大趋

势[3]。例如:辽宁省渔业用海面积最大并使用大量

劳动力,但由于生产效率较低,渔业用海产生的经

济总值与其消耗的成本并不匹配[4]。总体来说,辽
宁省海洋经济竞争力没有较大优势,尤其在海洋科

技和海洋资源等方面存在劣势。

1.2.4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海水自净能力降低

由于陆源污染物倾倒入海以及海洋资源不合

理开发利用,辽宁省海域面临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和

海水自净能力降低等问题。例如:因上游企业非法

排污,曾经风景秀丽的大连市旅顺口区老虎尾海域

近年来出现黑水横流的现象。

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在辽宁省直排入海污

染物中占比最大,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悬浮

物。例如:由于部分厂区周边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

超标,葫芦岛市的茨山河、连山河和五里河汇合处

的河水呈红色、绿色和黑色等颜色,并散发难以形

容的刺激性气味;再加上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流

入河道,该地区水质全部为劣Ⅴ类。此外,辽宁省

沿海还遭受风暴潮和海水入侵等自然灾害的侵害。

1.2.5 生态用海体现不足

辽宁省现有7个国家级涉海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10个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总面积约为192.9万hm2[5]。由于我

国用海分类体系的形成时间较早,偏重于经济方面

的用海分类,而对于生态用海体现不足,这也是长

期以来我国偏重海洋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具体体

现。在未来海洋开发利用中,应逐渐转为以生态保

护为核心。

2 发达国家的用海类型及其发展趋势

2.1 美国

新英格兰地区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北部,是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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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和加拿大的区域。新英格兰地区包括6个

州,其中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是该地区最大的

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2016年出台的《新英格兰海

洋规划》将用海活动分为10种类型并明确相应的管

理措施:①海洋生物及其栖息地类,利用海洋生物

及其生境数据,依法适用管理和审查程序;②文化

资源类,确定管理活动中可能影响的利益相关者;

③海上运输类,定期管理海上运输基础设施,了解

海洋活动对海上运输的影响;④国家安全类,更新

数据库中的国家安全地图,为军事活动提供数据支

持;⑤商业和休闲捕捞类,开发渔业捕捞并进行数

据评估;⑥娱乐类,开发娱乐项目并进行数据评估;

⑦能源和基础设施类,为海上能源开发商与政府提

供数据并促进合作;⑧水产养殖类,科学评估并促

进跨机构合作;⑨海砂资源类,维护和更新海砂检

测数据;⑩恢复类,维护和更新生态恢复数据。

《新英格兰海洋规划》充分考虑过去、现在和未

来用海活动之间的兼容性,增强对不同时期海洋开

发利用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的认识,对人

类活动、海洋经济、文化资源、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

环境进行基线评估,全面清点与海洋规划目标密切

相关的恢复和养护活动,同时增加海洋生态系统修

复和保护的机会。该规划以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为

管理目标,可以看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用海类型及其

发展趋势均以海洋生态环境为基础[6]。未来新英格

兰地区仍会将用海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负

面影响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追求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破坏海

洋生态系统的活动。

2.2 英国

英格兰东部海域是英国用海类型最丰富、休闲

旅游用海最多、渔业最繁荣以及海洋采砂授权最多

的海域,该海域还包括能源采集用海和交通运输用

海等多种用海类型[7],其对英国海洋经济的意义不

言而喻。

《英国英格兰东部海洋空间规划》自2014年正

式颁布以来每3年修订1次,以生态系统方法为基

础,将英格兰东部海域的用海活动分为矿产开采用

海、渔业养殖用海、港口运输用海、休闲旅游用海、

可再生能源用海、疏浚和废物处置用海以及国防用

海等类型。

由于《英国英格兰东部海洋空间规划》覆盖近

海和远海海域,其实施促进陆海统筹的发展模式,

如远海大型风电场、海上变电站、海底电缆和陆上

输电线路等的组合发展。目前英国海洋管理的最

高目标是打造“清洁、健康、安全、富饶和生物多样

化的海洋”,因此英格兰的用海活动也将秉承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并结合海

洋经济、社会就业和能源转型等因素。

2.3 比利时

比利时北海海域的用海面积较小,但涵盖交

通、矿产、渔业和旅游等多种用海类型。2014年比

利时开始制定其北海海域第二轮《海洋空间规划》,

并根据未来可能面对的不同情况,结合社会福利、

生态景观和海洋经济三大因素,明确6个用海方向

及其重点发展目标。①放松海区重点发展社会福

利;②自然海区重点发展生态景观;③富饶海区重

点发展海洋经济;④嬉戏海区重点发展社会福利和

生态景观;⑤活动海区重点发展生态景观和海洋经

济;⑥航行海区重点发展海洋经济和社会福利。可

以看出,后3个用海方向将不同目标的组合作为发

展重点。

随着用海需求的日益扩大,比利时北海海域的

海上休闲娱乐和海底工程建设等活动导致用海紧

张,海域可用空间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比利时北

海海域用海类型的发展更趋向于海上能源开发利

用,包括海上风电开发利用以及能源设施建设与渔

业用海兼容等方面[8]。此外,比利时在制定用海政

策时将北海海域作为整体考虑,采取国际方案促进

跨区域合作[9]。

2.4 对辽宁省的启示

如果将生态保护作为海洋管理的宗旨,辽宁省

可借鉴《新英格兰海洋规划》中海洋生物及其栖息

地类、文化资源类和恢复类等的用海类型,利用海

洋数据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如果参考英国以打造“清洁、健康、安全、富饶

和生物多样化的海洋”为海洋管理最高目标,辽宁

省可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用海和国防用海,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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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安全等方面。

如果将社会福利、生态景观和海洋经济作为海

洋管理的三大要素,辽宁省可吸取比利时的用海经

验,结合现有海域和资源条件,合理划分各海区。

3 辽宁省用海情景预测

3.1 用海需求

3.1.1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

辽宁省作为海洋渔业大省十分重视渔业的发

展。渔业用海是辽宁省用海面积占比最大的类型,

也是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挥支柱型产

业的作用。未来渔业用海仍是辽宁省的重要用海

类型,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应将休闲渔业和海洋

牧场作为发展方向。

休闲渔业充分利用渔业自然环境和渔村人文

资源,通过规划设计,发挥渔业和渔村的休闲旅游

功能,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渔业和渔村发展。海洋

牧场充分利用海洋生态环境,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

和系统化管理制度,对鱼类、虾类、贝类和藻类等海

洋经济生物进行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海上放养;海洋

牧场是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高效产

出的新型养殖模式,也是促进海洋渔业发展、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洋生境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海

洋生物资源的重要措施。

3.1.2 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是“十四五”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辽宁省应将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

高、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作

为发展目标,更加重视污染物倾倒排放和新能源开

发利用等方面,在发展海洋产业和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时将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首要考虑因

素。污染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解决污染

问题也是辽宁省即将面对的首要难题[10]。

3.1.3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辽宁省交通运输用海和旅游娱乐用海等

用海类型的占比较小。为顺应海洋经济发展趋势,

应提高海洋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如海洋水产加工

业、海砂采集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综合利用

业、海洋船舶工业、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科学研究、

教育和社会服务业。

3.1.4 海洋立体开发

为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

立体开发是辽宁省重要的用海策略,主要包括“海

洋牧场+海上风电”和“风光渔”立体互补2种模式。

“风光渔”立体互补模式将海水作为整体分为

3层,实现上层风力发电、中层光伏利用和下层渔业

养殖的立体互补开发利用。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发

布的《关于明确渔光互补用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规定渔光互补用海项目的选址、申

请和取得方式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等方面。

与“风光渔”立体互补模式相比,“海洋牧场+
海上风电”模式[10]仅考虑海面与海底空间的融合,

更符合现阶段的发展实际和基础(图1和图2)。

图1 “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模式

图2 发电机与渔业装置的结合模型

3.2 满足用海需求的有利条件

在海洋渔业方面,辽宁省海域自然条件优越且

区位优势明显,渔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巨大,且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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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和营口港等6个大型港口,交通十分便利。

此外,辽宁省拥有庞大的海洋渔业发展人才储备库。

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辽宁省海洋保护区的总

面积位于全国前列。辽宁省拥有辽东湾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大连獐子岛海域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和双台子河口海蜇中华绒螯蟹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7个国家级涉海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总面积约为100.7万hm2;拥有鸭绿江

口滨海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连斑海豹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总面

积约为78.8万hm2;拥有锦州大笔架山国家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和辽宁盘锦鸳鸯沟国家级海洋公园等

10个 国 家 级 海 洋 特 别 保 护 区,总 面 积 约 为

13.4万hm2。随着公众海洋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

辽宁省可能出现更多的海洋保护区。

在海洋产业方面,目前辽宁省海洋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约为42%,在全国范围内不具优势。然而

辽宁省拥有的涉海专业在校生数量最多,海洋科技

发明专利持有量和涉海研究机构数量也居全国前

列,具有坚实的人才和智力基础。因此,辽宁省发

展海洋科技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此方面加大政

策和资金投入将快速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海洋牧场方面,辽宁省拥有我国首个海洋牧

场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相关技术研发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辽宁省近海生物资源丰富且品种繁多,

为海洋牧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辽宁省自2016年

起连续多年提出“加快海洋牧场建设”,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有效促进水产养殖业和休

闲渔业的共同发展。

3.3 多目标下的用海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3.3.1 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标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生态环境和海

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政府

的政策支持下,该目标下的海洋开发利用以最大限

度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宗

旨[11]。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该目标下的用海

类型大部分通过牺牲经济效益或仅获得少量经济

效益而获得更多的生态效益[12]。从长远来看,这种

用海类型将成为大部分沿海国家的重要选择。生

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表现形

式,在各种用海类型中应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原则,主要包括优先发展海洋保护区、严格保护海

岸线、保护海岛等海域空间以及优化海洋功能布局。

(1)休闲渔业用海。传统渔业用海易造成过度

捕捞,威胁生物多样性;发展休闲渔业用海有利于

充分开发利用多元素渔村资源、促进原始渔村发展

和推动传统渔业转型;主要措施包括制定相关福利

政策和调动渔民参与积极性;主要分布在大连市獐

子岛和鹭岛以及丹东市河口景区和大鹿岛附近

海域。

(2)海洋保护区用海。辽宁省具有较好的海洋

保护区建设基础;发展海洋保护区用海有利于恢复

海洋自然生产力、扩大物种规模、促进生物繁衍生

息和保护生态环境;主要措施包括建设完善各类海

洋保护区、针对不同物种开展分季保护和尽可能保

护生物自然栖息地;主要分布在目前已有的国家级

涉海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和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3)科研用海。辽宁省具有较好的海洋科研基

础;发展科研用海有利于研究珍稀物种的生存条件

和促进生物保护;主要措施包括实施相关政策、规

划建设科研用海试验区以及针对不同水域和水深

开展科学用海研究;主要分布在海洋特别保护区中

的科研用海区域。

(4)可再生能源用海。传统矿产用海大部分开

采不可再生能源,开采过程也易造成污染,而海上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很大的开采潜力,且除在海

上风电基站修建过程中产生污染物外,很少对周边

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发展可再生能源用海有利

于缓解能源紧缺和海洋污染问题;主要措施包括建

设海上风电基站以及利用海底和陆地电缆收集电

能并合理分配使用;海上风能主要分布在大连市的

庄河市附近海域,潮汐能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各近岸

海域。

(5)安全管理用海。用海安全是一切用海活动

的基础,确保海上设施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发展

安全管理用海有利于维护海上设施和保障海上安

全;主要措施包括制定相关规定以及定期维护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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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基础设施;主要分布在可再生能源用海区域。

(6)恢复用海。目前辽宁省存在生态环境已遭

受严重破坏的海域,亟须实施相关措施;发展恢复

用海有利于恢复海洋自然生产力和相关水域生态

环境;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政府部门的合作和管理、

投入资金和技术以及通过定期收集相关数据随时

调整规划;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渔业资源枯竭海域。

3.3.2 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

海洋是巨大的资源宝库,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

标旨在把海洋资源最大限度地转换为经济效益,一

切以经济发展优先。无限制的渔业捕捞用海、工业

用海以及直接排污用海等用海类型均受这种经济

最大化目标的影响,即单一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其

他不良影响。这种目标的用海类型通常具有较完

善的基础设施、较悠久的活动历史和较丰富的实践

经验,虽对海洋生态环境有所损害,但不可否认对

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水产养殖用海。辽宁省传统的渔业用海仍

是最主要的用海类型,且拥有大量从业人员;发展

水产养殖用海有利于转变养殖类型和提高养殖效

率;主要措施包括推广海洋牧场等科学养殖模式以

及着力提高海水产品产量;主要分布在大连市、营

口市和葫芦岛市附近海域以及海洋牧场所在海域。

(2)工业用海。辽宁省具有较完善的工业基

础,工业用海也是辽宁省主要用海类型之一;发展

工业用海有利于加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技

术更新换代以及促进工业由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

向技术型转变;主要措施包括鼓励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以及逐渐淘汰传统的污染性产业;主要分布

在大连市的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区以及葫芦岛市北

部附近海域。

(3)海砂用海。辽宁省拥有丰富的海砂资源,

海砂的用途十分广泛;发展海砂用海有利于促进深

海海砂开采以及保障海砂的安全和有效供给;主要

措施包括以拍卖竞标的形式出让海砂开采海域使

用权、在可控范围内开采海砂以及提高深海海砂开

采技术水平;主要分布在葫芦岛市和锦州市的海砂

分布区。

(4)能源用海。辽宁省海域拥有丰富的能源资

源;发展能源用海有利于缓解能源紧缺问题以及以

能源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主要措施包括为能源开发

提供技术支持;主要分布在辽东湾石油分布区和庄

河市等海上风能分布区。

3.3.3 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平衡为主要目标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句话充分

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在经济

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平衡的目标下,即要注重经济效

益又要注重生态效益。

(1)旅游娱乐用海。辽宁省拥有大连市和营口

市等著名滨海旅游城市,拥有一定的旅游娱乐用海

基础;发展旅游娱乐用海有利于打造国际滨海旅游

度假区、发展蓝色经济以及带动经济腹地的发展;

主要措施包括完善滨海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旅

游度假区、设计往来航线和提供“一条龙”服务;主

要分布在大连市、营口市、丹东市和葫芦岛市附近

海域。

(2)交通运输用海。货轮运输具有运输量大和

价格低廉的优势,近年来游轮旅游也逐渐兴盛;发

展交通运输用海有利于建设世界级港口、配合旅游

度假区建设吸引更多船舶停靠以及增加蓝色经济

收入;主要措施包括规划和管理海上运输过程、避

免溢油和排污等污染海洋环境、加强港口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完善相关服务;主要分布在各大港口和国

内国际航线所在海域。

(3)休闲渔业用海。传统渔业用海易造成过度

捕捞,威胁生物多样性;发展休闲渔业用海有利于

充分开发利用多元素渔村资源、促进原始渔村发展

和推动传统渔业转型;主要措施包括制定相关福利

政策和调动渔民参与积极性;主要分布在大连市獐

子岛和鹭岛以及丹东市河口景区和大鹿岛附近

海域。

(4)可再生能源用海。传统矿产用海大部分开

采不可再生能源,开采过程也易造成污染,而海上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很大的开采潜力,且除在海

上风电基站修建过程中产生污染物外,很少对周边

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发展可再生能源用海有利

于缓解能源紧缺和海洋污染问题;主要措施包括建

设海上风电基站以及利用海底和陆地电缆收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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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合理分配使用;海上风能主要分布在大连市的

庄河市附近海域,潮汐能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各近岸

海域。
(5)组合用海(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辽宁省

海洋牧场工程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海上风电基

站在修建过程中会产生污染物,但在投入使用后对

周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发展组合用海有利于兼顾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以及

缓解用海压力;主要措施包括制定相关政策、协调

利益相关者和实施分层管理;除生态保护红线区以

及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海域外,其他海

域均可建设组合用海基地。

4 辽宁省用海管理建议

4.1 建设用海数据共享平台

辽宁省可参考《新英格兰海洋规划》建设统一

的用海数据共享平台,通过遥感卫星系统将数据上

传至数据库并定期更新,为全省提供用海数据查询

和管理服务。用海数据共享平台可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传统的重复搜索和维护用海数据的工作量,提
高数据管理效率和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可利用用

海数据共享平台整合数据,从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

环境等角度进行用海评估,并得到综合评估结果。

建设用海数据共享平台的方式同样适用于我国其

他沿海地区,不同沿海地区可建立各自的数据库并

将其作为全国数据库的分支,进一步实现全国范围

的用海数据共享。

4.2 制定陆海统筹的海域空间规划

目前辽宁省并未出台专门的海域空间规划,用
海活动均依据海洋功能区划,而可供参考的相关空

间规划缺乏大规模和计划性的陆海统筹。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大多数具有完整空间规划的国家逐

渐将视线转移到海洋与陆地空间统筹发展上,陆海

统筹已成为空间规划的主流趋势。因此,辽宁省管

理用海活动的当务之急是制定陆海统筹的海域空

间规划,在陆海统筹思想的指导下有效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培育新型海洋产业以

及发挥海洋经济对内陆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

提高全省的经济实力。

4.3 实施和完善“多规合一”的管理制度

“多规合一”是指在一级政府的一级事权下,各

种规划相互衔接并保证参数的一致性,在统一的空

间信息平台上建立控制线系统进行管理。海域空

间规划的“多规合一”有利于减少各类规划因编制

目的和技术存在差异而出现的矛盾,达到最大化有

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目的。在实施和完善海域

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过程中,应由相关政府部门

承担主要任务,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状的管理层

级,简化管理程序;坚持一切行动以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原则,当不同规划之间产

生冲突时也以此原则为底线[13]。

4.4 加强公众参与

受制于传统“重陆轻海”思想和海洋科学知识

宣传不足等因素,我国公众的海洋意识比较薄弱。

同时,公众参与制定海域空间规划缺乏法律制度保

障,目前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成果审查阶段,即公

众仅能对已经拟定的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而不能

持续性参与整个海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执行过程。

因此,辽宁省管理用海活动除维护政府的主导地位

外,还要保护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例如: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积极征

集局部用海规划意见;在实施“退捕上岸”时充分调

动渔民积极性,妥善安排退捕渔民就业,营造积极

退捕和相互监督的良好氛围。

4.5 加强区域交流合作

我国的海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具有效率高和

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但由于目前国际海域空间规划

技术体系仍由欧美国家主导,我国特色的海域空间

规划技术体系难以与国际接轨。“走不出去”的主

要原因不在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于缺少与国际社

会的交流合作[14]。因此,我国应积极通过学术论坛

等形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广我国的海域空

间规划技术体系,同时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辽宁省应立足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

区位优势,同时融入京津冀经济圈和东北海洋经济

圈,通过“双向融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和共

同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针对海域空间规划内

容之一即用海类型展开具体研究,以辽宁省海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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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例,分析其用海类型和存在的问题,根据未来

用海需求以及满足用海需求的有利条件,从多目标

角度预测用海情景,并提出用海管理建议。通过分

析不合理用海造成的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不仅有利

于推动辽宁省海域空间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辽宁

沿海经济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有利于为

其他沿海地区提供参考,向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

标迈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局限于辽宁省海域

空间,而缺乏对整体海域空间的研究。由于海水具

有流动性,用海活动造成的海水污染和渔业资源枯

竭等问题不能仅依靠某地的局部治理就能彻底解

决,不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暂时解决问题,但随着

时间的推进可能产生更大的问题。因此,用海管理

需要多个沿海地区、整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用海类型的研究将

更加细致,同时更多种类组合的立体开发模式将被

应用,有利于开发新的用海类型以及充分开发利用

海域空间和海洋资源。

参考文献

[1] 王厚军,丁宁,岳奇,等.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域综合管理探析

[J].海洋开发与管理,2021,38(1):3-7.

[2] 翟伟康,张建辉.全国海域使用现状分析及管理对策[J].资源

科学,2013,35(2):405-411.

[3] 张建丽,宋德瑞,初佳兰,等.基于数据挖掘的海域使用现状研

究:以辽宁省近岸海域为例[J].海洋环境科学,2020,39(3):

407-412.

[4] 姜丽.辽 宁 海 洋 经 济 竞 争 力 评 价[J].开 放 导 报,2016(2):

38-41.

[5] 周连义,陈梅,赵月.辽宁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划定问题的思考

[J].中华海洋法学评论,2021,38(2):110-126.

[6] 黄小露,王权明,李方,等.美国东北部海洋空间规划简介及对

我国的借鉴[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9,36(9):3-8.

[7] 郭雨晨.英格兰东部海洋空间规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

开发与管理,2020,37(2):19-25.

[8] 张秋明.比利时海洋空间管理的演进与经验[J].国土资源情

报,2008(7):27-32.

[9] IntergovernmentalOceanographicCommissionofthe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Marinespatialplanningandthesustainableblueeconomy

[Z].2021.

[10] 杨红生,霍达,茹小尚,等.水域生态牧场发展理念与对策[J].

科技促进发展,2020,16(2):133-137.

[11] KJELLG,SVENB.Marinespatialplanning:coordinatingdi-

vergent marine interests [J].Ambio,2021,50 (6):

1172-1183.

[12] 王晶,张志卫,金银焕,等.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法》概况

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9,36(3):10-16.

[13] 安太天,朱庆林,岳奇,等.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多规合一”问题

及对策研究[J].海洋湖沼通报,2019(3):28-35.

[14] 周超.我国海洋空间规划技术“酒香也怕巷子深”[N].中国海

洋报,2019-02-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