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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围填海发展历程及特征

岳奇，徐伟，胡恒，张静怡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１２）

摘要：文章从我国围填海发展现状入手，阐述了世界围填海的规模及分布情况，分析了日本、

韩国、荷兰、卡塔尔及迪拜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围填海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总结了典型国家

和地区的围填海发展特点，最后得出世界围填海的５种需求模式及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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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紧

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沿海地区把寻找土地的目光

投向了大海，海洋渔业、临海工业、旅游、港口经

济的发展等都产生强大的围填海需求。填海解

决了城市建设、临港工业区、港口码头和物流区

的用地需求，缓解了经济发展和建设用地不足的

矛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如天津市临港工

业区一期２０ｋｍ２ 围海造陆工程，形成的土地直

接经济价值达百亿元。

与此同时，由于围填海活动的评估、论证、公

众参与、规划与管理等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无序

无度的围填海已经给海洋环境带来多方面的负

面效应，造成部分地区海岸生态系统退化，海洋

环境污染加剧，宜港资源衰退，近岸海岛灭失，自

然岸线比例急剧下降，甚至引发了一定的社会

问题。

在此现状背景下，本文对世界围填海的分

布、典型国家的围填海发展历程及其特征进行了

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围填海的５

种需求模式及发展规律，借此希望对我国的围填

海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２　我国围填海现状

根据国家海洋局每年公布的全国海域使用

管理公报，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年底，全国累计确权填

海面积为１１．０９万ｈｍ２，平均每年１万ｈｍ２。

全国围填海造地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分

布于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辽宁省和天津市等区

域，占到同期全国围填海造地总面积的６８．８９％，

比例分别为１６．５７％、１５．６３％、１４．０５％、１４．００％和

１２．６４％（图１）。

图１　我国围填海分布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
［１］

３　世界围填海分布

３１　围填海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世界围填海主要分布在４个区域，分别是东

南亚沿岸（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波斯湾

沿岸（迪拜、卡塔尔等）、欧洲（荷兰、希腊、德国、

英国、法国等）、美洲沿岸（美国东海岸、墨西哥湾

沿岸等）。

３２　遥感可视的围填海总量及分布

为研究各国的围填海总量，本研究采用了遥

感影像提取的方法，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遥感影

像，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围填的区域分别进行

提取，并计算其加总面积，可得每个国家的填海

总面积（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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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根据遥感提取的世界各国填海总面积情况
［１］

序号 国家 填海总面积／ｋｍ２

１ 中国 １６０３．１６

２ 丹麦 １５．６０

３ 日本 ６４３．６４

４ 德国 ２４．２８

５ 韩国 ４２４．１２

６ 法国 ２５４．４３

７ 伊朗 ２７．６３

８ 瑞典 ４１．２２

９ 科威特 ４１．４９

１０ 波兰 ２０．２８

１１ 沙特 １１１．６０

１２ 美国 ３４０．５９

１３ 巴林 ５９．００

１４ 加拿大 １０．２９

１５ 卡塔尔 ９４．９１

１６ 巴西 ３．１１

１７ 阿联酋 １９０．９１

１８ 乌拉圭 ０．７２

１９ 阿曼 ６．３８

２０ 阿根廷 ３．７４

２１ 俄罗斯 ５１．７６

２２ 墨西哥 ５．７４

２３ 土耳其 ２．３５

　　注：ａ）中国仅以国家海洋局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已批

准实施的区域用海规划为统计单元，对区域用海规划以外的填海

未进行计算；ｂ）其他国家的填海总面积是根据遥感影像进行的提

取，因此对于填海年代较为久远的海岸带区域，可能存在实际为

填海，但未纳入统计的情况；ｃ）对于填海大国荷兰，由于其填海年

代久远，遥感影像难以辨识填海界限，因此未进行统计．

４　典型国家围填海发展历程及特征

４１　日本

日本的国土狭小，但海岸曲折、漫长，海湾众

多。日本很早就开始围海造地。日本的围填海

大致经历了４个阶段（表２）：在１９４５年之前为围

填海发展的初期，主要用于为农业和工业发展提

供用地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１９４６－１９７８年

是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和恢复的重要时期，到１９７８

年，日本人造陆地面积累计约达７３７００ｈｍ２，主要

用于港口和临港工业，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一条

长达１０００ｋｍ余的沿海工业地带
［２］；１９７９－１９８６

年，日本的围海造地开始进行结构化调整，用途

转向第三产业，并更多地考虑环境效益，围海造

地的规模和速度大大减小；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对土地的需求趋缓，社

会公众对围填海的生态环境影响更加关注，日本

的围填海开始逐年下降，特别是工业用围填海下

降最多，一直到目前，日本的围填海基本上保持

每年５００ｈｍ２ 的总量。

表２　日本围填海发展历程

阶段 用途 规模

１９４５年前 工业、农业 １４５．００ｋｍ２

１９４６－１９７８年 港口、临海工业、重化工业 ７３７．００ｋｍ２

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 港口、第三产业 １３２．００ｋｍ２

１９８７年至今 城镇、工业 每年约５００ｈｍ２

日本围填海管理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１）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日本在１９２１

年就颁布了《公有水面埋立法》，建立了围填海的

许可、费用征收和填海后的所有权归属等管理

制度。

（２）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围填海总量中的作

用。政府采取“不鼓励、不限制”的中立态度 ，以

需求为主导、通过市场规律来调节。

（３）注重区域的整体规划。从国家全局角度

制定沿海地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对重点发展地

区，如一些布置有产业带的较大海湾，有较为系

统的总体空间规划［３］。

（４）注重围填海的平面设计。对于基本功能

岸段内的围填海项目进行平面规划，设计项目的

布局与形态，以人工岛式居多，自岸线向外延伸、

平推的极少，工程项目内部大多采用水道分割，

很少采用整体、大面积连片填海的格局，在岸线

形态上，大多采用曲折的岸线走向，极少采取截

湾取直的岸线形态。

４２　韩国

韩国的围填海起步较早，早起的填海主要用

于扩充农耕用地，解决农业用地紧张的制约，其

围填海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５个阶段：一是１９１０

年的围填海萌芽期，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围填海

工程，主要用于农业；二是１９１０－１９４５年，是韩

国围填海开始期，填海工程分布广，主要用于农

业种植；三是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韩国的围填海迎来

蓬勃发展期，填海的用途逐渐向水利工程、工业

建设等方向转变；四是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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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的主要用途已经变成工业、交通运输或综

合利用，农业用已占少数；五是１９９０年至今，民

众开始意识到围填海的环境影响，政府开始采取

谨慎的围填海政策，每年仅有较少的围填海实

施［４］（表３）。

表３　韩国围填海发展历程

阶段 用途 规模／ｋｍ２

１９１０年以前 农业 小规模围填海工程

１９１０－１９４５年 农业 ４０８．８０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 农业、水利、工业 ５８５．６０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 工业、交通运输、农业 ４５７．１０

１９９０年至今 工业、交通 较少的围填海

韩国的围填海管理主要经验有：

（１）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关围海造地管理最

重要的法律为１９６１年颁布的《公有水面管理法》

及１９６２年颁布的《公有水面围填法》，以这些法

律法规为基础，形成了完善的围填海使用申请审

批制度程序（图２）。

图２　韩国围填海审批流程

（２）实施围填海的总量控制。制订了公有水

面围填海基本计划，该计划每１０年制订一次，每

５年进行研究一次，必要时可随时进行更改。

（３）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谨慎的围填海管理政

策。由于政府逐渐意识到公众对围填海的关注，

并认识到围填海对环境的影响，韩国政府采取了

谨慎的围填海政策，对只有公众认可的填海项目

才可以实施。以世界最长防波堤新万金工程为

例，该工程经过长达１５年，先后经历５任总统，斥

资１．９万亿韩币，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合龙，并经历

了４年的修缮之后才竣工完成。

４３　荷兰

荷兰围填海造地规模宏大，技术要求较高，

有近８００年的历史，并因此而著名。荷兰位于西

欧北部，面临大西洋的北海，处于马斯河、莱茵河

和斯凯尔特河的下游河口地区，是西欧沿海平原

的一部分。荷兰海岸线长约１０７５ｋｍ，境内地势

低洼，其中２４％的面积低于海平面，１／３的国土

面积仅高出海平面１ｍ
［５］。从１３世纪至今，荷兰

国土被北海侵吞了５６００ｋｍ２ 余。为与洪水抗

争，排除积水，防洪防潮，拓展生存空间，荷兰开

展了大规模、长期持续地围填海造地行动。目

前，荷兰全国围海造陆面积达５２００ｋｍ２，挡潮闸

建筑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６］。

荷兰围填海造地的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分为

４个 阶段：一是１３—１６世纪缓慢发展时期，利用

最原始的方法，选择天然淤积的滨海浅滩，用木桩

及枝条编成阻波栅，围出淤积区，在区内挖分布均

匀的浅沟［７］；二是１７—１９世纪飞速进展时期，进入

１７世纪，荷兰国力增强，达到历史上“黄金时代”。

一方面风车得到改进，提高了排水效率；另一方面

商人的投资力度加大，造地速度大大加快；三是２０

世纪全盛时期，进入２０世纪，出现了柴油机和电力

取代蒸汽动力，围海、排湖造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四是２１世纪以来退滩还水时期，前３个阶段主要

是出于生存安全的需求，第四个阶段是为了追求与

自然和谐相处［８］（表４）。

表４　荷兰围填海发展历程

阶段 用途 规模／ｋｍ２

１３－１６世纪 防洪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１７－１９世纪 防洪、农业 ３０００

２０世纪 农业、工业 １６５０

２０世纪末至今 城市、林业 退滩还水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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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卡塔尔

卡塔尔位于阿拉伯湾西海岸的中部，是由沙

特阿拉伯向北延伸的一个半岛，周围有几个岛

屿。从南到北全长１６０ｋｍ，自东向西宽８０ｋｍ，

包括诸岛在内总面积１１５３２．５ｋｍ２。卡塔尔

１９７１年才独立，凭借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使得该地区人均ＧＤＰ高达９万多美元，堪称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卡塔尔围填海发展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

展迅速。具有特色的填海工程包括珍珠岛填海、

ＬＵＳＡＩＬ填海工程和伊斯兰博物馆填海工程等。

其围填海发展的特点有：

（１）起点高，注重高品位。卡塔尔当地崇尚

建设具有地标性的建筑，倾向将海岸建设成优美

的景观廊道，如伊斯兰博物馆由华人设计师贝聿

铭设计，突堤与人工岛相连，突堤为透水结构，人

工岛四周采用直立式设计，没有不美观的海岸

裸露。

（２）注重水循环。注重将填海设计成水道交

割的区块，水道往复、水流通畅，从而保证填海区

域的生态功能最大化。

（３）采用独特的内挖式填海。由于卡塔尔地

区并不缺少土地资源，填海主要是为了营造优美

的海岸环境，因此为节省土石方、就地取材、减少

运输成本，采用了向岸内挖的方式进行“填海”，

通过这种方式起到对海岸进行整治、修复、开发

的目的。

４５　迪拜

迪拜是阿联酋７个酋长国之中第二大酋长

国，近年来迪拜的发展速度较快，已从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的小渔村变成今天享誉全球的现代化大都

市。为了与新加坡、香港、拉斯维加斯等在商业、

休闲领域竞争，迪拜酋长国提出了建设海上人工

岛的宏伟工程。这项工程设计为朱迈拉棕榈岛

填海工程、阿里山棕榈岛填海工程、代拉棕榈岛

填海工程、世界岛填海工程、海运城填海工程。

目前，棕榈岛和世界岛的开发已经基本完成。

迪拜的填海主要特征有：① 整体规划。迪拜

海上人工岛工程是以迪拜酋长家族为主导进行

的大规模围填海活动，以其控制的Ｎａｋｈｅｅｌ公司

负责规划、设计和开发，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实

际上是为其提供服务。② 不占用自然岸线，注重

延长岸线。迪拜海上人工岛工程建设后可增加

海岸线１０００ｋｍ余。③ 大量采用仿自然生态设

计。填海工程大量采用了优美形态，如采用了棕

榈岛、世界地图等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已成为当

地标志性工程。④ 注重环境影响，分散式开发。

迪拜棕榈岛和世界岛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大规模

围填海的最先进模式，将大块的填海分散呈小块

岛屿组团的方式，其在设计上注重环境影响，时

刻注重突出“亲水性”。

５　研究结论

５１　围填海主要可分为５种需求模式

不同国家，因不同的国情，特别是不同的地

理环境特征，围填海造地的原因及做法各不相

同，其结果也各异［９］。围填海的主要作用有：防

灾减灾、形成农耕用地、形成工业用地、形成城镇

生活用地［１０］、形成景观或生态功能空间。根据各

国围填海造地的成因可以分为５种类型：防灾减

灾需求主导、农业需求主导、工业需求主导、城市

化需求主导、景观生态需求主导（表５）。

表５　围填需求类型

序号 类型 用途 典型国家和地区

１ 防灾减灾需求主导 防洪防潮、防侵蚀、防灾害性天气等 早期荷兰

２ 农业需求主导 农业种植、水产养殖 韩国

３ 工业需求主导 港口、码头、临港工业 日本、中国

４ 城市化需求主导 城镇建设 美国

５ 景观生态需求主导 亲海景观、旅游娱乐 卡塔尔、迪拜

５２　填海规模及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正相关

填海是由需求主导的人类活动，纵观每个国

家的围填海发展历程，围填海的规模取决于需求

规模，围填海的速度受制于填海技术和需求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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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程度，而需求规模、填海技术和需求的迫切程

度都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经济发展速度。根据生

产要素分配理论，当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经济

快速发展时，就迫切需要发展所需的空间这一生

产要素及时给予供给，而陆域空间有限，加之短

时期内生产力水平不会产生质变，进行围填海是

最行之有效的发展空间拓展方法。因此，当一个

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人口膨胀期，填海规模和速

度越大；反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人口增速趋

缓，填海规模和速度随之下降。

５３　填海用途反映国家总体经济社会水平

研究表明，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填

海的主要用途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就每个

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填海主要用于粮食生产；

随之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填海主要用于工业、

港口；进入现代化后，填海逐渐成为增加亲水空

间、提供景观生态区的重要手段。就整个世界围

填海发展历程而言，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仍处于通

过填海为农业、工业用地提供发展空间的阶段，

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注重填海的生态环境保护

和景观设计，填海主要用于增加亲水空间。

综上，我国应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吸取他们在围填海管理中的

经验，为当前我国的围填海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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