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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期）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探讨

林　杰１，黄发明１，周沿海２

（１．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福建农林大学交通技术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３）

　　摘　　　要：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期）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区位于环三都澳湾顶，

规划区内以水产养殖为主，涉及保护区、海岛和区域防洪排涝等敏感目标。文章根据规划

区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结合 《关于改进围填海造地工程平面设计的若干意见》和 “五个用

海”要求，针对无居民海岛和有居民海岛、防洪排涝、湿地等主要问题，划分 “一轴七片

区”的规划方案，提出减少海岛数量、增大海岛面积，同时结合区域防洪排涝要求，预留

环形水域，延长人工岸线，提高景观效果和价值等规划思路，以期为今后类似区域建设用

海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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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务院批准了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

试验区发展规划》，从投资和财税、金融、园

区、产业、科教、人才、用海、环境、海岛、

对台、开放等１１个方面赋予福建海洋经济发展

３９条支持政策，旨在加快福建海洋经济发展，

打造海峡蓝色产业带、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环

三都澳发展区”定位为统筹环三都澳发展布局，

合理有序推进岸线开发和港口建设，引导装备

制造、化工、冶金、物流等临港产业集聚发展，

目标拟建设成为海峡西岸东北翼新的增长极。

由于历史原因，环三都澳长期以来虽然负

有天然良港的盛名，却是个产业 “空白港”。

“有海难兴、有港难用”成为制约闽东发展的一

大障碍。为此，福建省２０１０年将环三都澳区域

列为福建十大新增长区域之一，以港口建设为

龙头，以临海工业发展为核心，实施港口群、

产业群和城市群 “三群联动”，深度推进 “临

海、跨海、环海”三步走战略。

据统计，目前宁德市在建项目总投资超

２０００亿元，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全市投资总

和的２倍；全省新确认的５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投资总额１／３投向环三都澳区域。大唐火

电、中广核、中海油等一大批以能源、冶金、

石化为代表的临港重化工业纷纷抢滩闽东沿海。

但环三都澳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突出，

可建设用地资源十分有限，重点开发区深水岸

线后方陆域严重不足，是开发深水港及临港工

业的重大制约。为改善宁德市发展受土地资源

制约的瓶颈，规范海洋开发活动和秩序的需要，

同时依托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期）区域建

设用海规划打造蓝色经济综合示范区，宁德市

人民政府提出了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一期用海

规划的设想。

区域用海规划制度实施以来，对于服务沿

海经济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沿海地方

政府的高度重视，已成为当前海域工作的重点

和热点问题。据统计，沿海市县人民政府共组

织编制了５０多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其中３０多

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通过审批［１］。由于对围填

海平面设计、预留水域和海岛等并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２－３］，部分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过分注重填

海面积，忽视生态用海和节约集约用海。

根据国家海洋局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相关技

术规范要求，结合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期）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需要解决的海岛、防洪排涝、

生态保护等问题提出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

期）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方案，以期为今后类似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第１０期 林　杰，等：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 （一期）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探讨 ４５　　　

１　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用海规划区海域

特征

１１　自然环境和海洋生态概况

规划区位于三都澳内，属中亚热带海洋性温

暖湿润的季风性气候。潮汐为正规半日潮流，潮

流为往复流。地貌以人工围垦区、潮滩和潮汐通

道为主。区内地势平坦，水深较浅，基本在０ｍ

等深线之上。规划区及其周边海域除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石油烃等部分指标处于超标状态外，

其他海水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指标良好。

１２　自然资源概况

规划区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港口航道资源、

滩涂湿地资源和海岛资源等。

规划区建港的岸线主要为漳湾岸段，规划

深水岸线３９７０ｍ，规划建设深水泊位１８个，

最大可停靠２０万吨级散货船。

三都澳海岛众多，规划区内主要有小岁屿、

樟屿、鸟屿、官沪岛４个海岛，其中小岁屿和

樟屿入选２０１１我国首批开发无人岛名录。

小岁屿位于宁德市市辖区，无居民海岛。

小岁屿为大陆岛，岩性为花岗岩。岛上植被覆

盖率约８０％，表层为黄壤土。海岸多为沙质岸

滩，北侧为基岩岸滩。岛北侧是通漳湾港的主

航道，涨潮可通航千吨轮船。地处海淡水交汇

处，是青蟹等栖息的好场所。尚未开发利用。

规划主导用途：交通运输用岛。

樟屿位于宁德市福安市，无居民海岛。樟

屿为大陆岛，岩性为火山岩。岛上植被中等发

育。基岩海岸。地表为红壤。地处鲈门港口海

淡水交汇处，岛北侧为通漳湾港主航道，可通

千吨轮船。原开发用途：岛上有耕地，种植水

果。南部垦区养殖对虾。规划主导开发用途：

交通运输用岛。

鸟屿位于宁德市市辖区，有居民海岛。鸟

屿由花岗岩组成。中间高，两端低，多岩岸，

间有堤岸，岸线曲折。地表为黄壤土、褐土，

人口１２００人。岛民以农为主，耕地４０．２ｈｍ２。

周围滩涂产蛏苗、蛤、鲇等。

官沪岛位于宁德市市辖区，有居民海岛。岛

形似犬。官沪岛由花岗岩组成。西高东低，多泥

岸，周围为滩涂。有１自然村，人口６９３人，以

农为主，耕地２１．１ｈｍ２。围垦滩涂２６．７ｈｍ２，养

殖
!

蛏、鲇、牡蛎和对虾等。

１３　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规划区海域海洋开发强度较大，以海水养

殖 （围垦养殖、渔业基础设施）为主，其他海

洋开发利用活动有交通运输用海、工业用海等。

目前已建有下塘３０００吨级通用码头和

１０００吨级杂货码头泊位各１座，漳湾码头泊位

４座及位于横屿的渔业码头；已批待建小岁屿

８＃、９＃泊位，主要开展对台货运业务。

海水养殖以围垦养殖为主，涉及的行政村

有官沪村、鸟屿村、上塘村、下塘村和门下村。

截至２０１１年，渔业养殖劳动力为２４０３人，漳

湾镇涉及海水养殖面积为１８８７ｈｍ２，规划用海

区围垦养殖面积约８．１ｋｍ２，主要品种为鱼类、

虾蟹类、贝类、藻类。

规划区内已有福建联德企业年产３０万吨镍

合金项目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与本规划区的最

短距离为１２ｋｍ，环三都澳湿地水禽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后湾片、云淡片和盐田港片与本规划区

的最短距离分别为３ｋｍ、４ｋｍ和１６ｋｍ。

２　规划思路和基本原则

２１　规划思路

２１１　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① 开发与保护问

题。规划用海区内涉及两个有居民海岛和两个

无居民海岛，如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对海岛进行开发和保护是

本次规划平面设计的关键。② 保障社会发展和

稳定问题。土地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环三都

澳的港口发展，在积极推进海西建设和海峡蓝

色经济试验区构建的重大历史机遇，急需为宁

德的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用地保障。但同时，规

划用海区所处的区域集水面积约２８．７ｋｍ２，各

溪流河道坡陡，汇流时间短，近年来遭受多次

洪涝灾害。本次规划即需满足临港工业区落地

项目用地的需求，又要预留能够满足规划区和

漳湾镇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的防洪排涝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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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态保护问题。本规划位于三都澳的湾顶，

水动力条件差。规划区的周边有湿地、大官井

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环三都澳湿地水禽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涉及官沪岛、鸟屿、樟屿、小

岁屿等海岛生态敏感区。因此，本规划需达到

经济发展与海域环境的和谐。

２１２　规划思路

考虑到临港工业区定位为临港重化工业集

聚区，根据其今后实际利用需要，依照 《关于

改进围填海造地工程平面设计的若干意见》和

坚持 “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

用海、依法用海”５个用海等原则，设计思路以

减少海岛数量，增大海岛面积，构建环流水域，

维护海岛独立属性为出发点，形成产业链、生

态系统一体化的临港工业区。

２２　规划基本原则

（１）坚持陆海统筹原则。加强陆域经济和

海域经济的联动发展，实现陆海之间资源互补、

产业互动、布局互联、协调发展。把海洋产业

发展更好地与沿海、海岛的优势资源开发、特

色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合理

布局海洋产业和临港工业园区。

（２）坚持以港兴工原则。利用沿海深水良

港众多和海运成本低廉等优势，大力实施项目

带动战略，推动临港工业快速发展。形成技术

先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高素质产业体系。

（３）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结合漳

湾海域资源特点、开发利用现状以及发展定位，

因地制宜地考虑各个岸段、功能组团的条件和

特点，从维持良好的生态系统出发，合理布局。

（４）坚持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的原则。漳

湾临港工业区围海造地全面考虑和权衡社会、

经济、生态、景观等各方面的因素，推进临海

产业聚集，优化产业布局，集中集约节约用海。

３　规划初步设计方案

规划区范围西至沿海货运专线和漳湾镇北

侧潮汐通道中线的连线，东至鸟屿、官沪岛东

侧，北至雷东村、樟屿岛北侧，南至官沪岛南

侧。规划用海区涉及４个海岛，共２４ｋｍ２，陆

地海岸线１０．２ｋｍ，岛屿岸线１９ｋｍ，陆地面

积５．３ｋｍ２，岛屿 面积 ２．６ｋｍ２、海 域 面 积

１６．１ｋｍ２。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涉及的乡镇为宁

德市蕉城区漳湾镇和福安市下白石镇，涉及的

行政村为：漳湾村、海英村、漳江社区、上塘

村、下塘村、门下村、鸟屿村、官沪村、雷东

村、福屿村 （前９个村隶属宁德市蕉城区漳湾

镇，福屿村隶属福安市下白石镇）。

３１　功能定位

根据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环三都

澳区域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福建省宁德

（漳湾）临港工业区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漳

湾临港工业区腹地及周边影响因素，结合规划

区道路、资源等外部条件，规划用海区功能主

要定位为以港口、铁路、高速公路为依托，建

成环三都澳港口物流中心和海峡西岸生态冶金

工业基地。

３２　规划功能结构

规划用地结构为 “一轴七区”。

“一轴”：即产业发展轴，以金湾主干道为

基础，连接现代物流园区、不锈钢产业区、冶

金产品深加工区、基础金属冶炼区、高端装备

制造业区、新型材料产业区。

“七区”：即现代物流园区、不锈钢产业区、

冶金产品深加工区、基础金属冶炼区、高端装

备制造业区、新型材料产业区、冶金技术研发

及配套服务区。

（１）现代物流园区：用地面积约７７０ｈｍ２。

以温福铁路、衢宁铁路、沈海高速和宁德货运

专线、深水港为基础，发展港口仓储、保税物

流、配送联运、集装箱运输、冶金产品贸易、

商务会展、保税加工等为主的港口服务业，加

快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培育物流龙头企业，打

造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

（２）冶金技术研发及配套服务区：用地面积

约３３４ｈｍ２。重点研发冶金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

节能、降耗、高效生产等新技术，全面提高冶金

行业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设备制造能力，

建成集情报收集与交流、技术研发与推广、人才

培养与服务三位一体的冶金技术研发区。

（３）新型材料产业区：用地面积约２２８ｈｍ２。

重点发展新型高强高韧、高比强高比模、耐热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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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新型冶金材料，发展耐高温、高强度合金、磁

性合金材料，建成高精度、高强度、高附加值的

新型冶金材料产业区。

（４）高端装备制造业区：用地面积约３３３ｈｍ２。

以海洋工程装备、港口机械、新能源汽车、大

型精密铸件、大型变电设备、石油天然气装备、

大型船舶装备为重点发展方向，立足海西，面

向全国，建成产业集中度高、创新能力强、附

加值高、特色鲜明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集聚区。

（５）不锈钢产业区：用地面积约２３３ｈｍ２。

以金属深加工产品为主要原料，建立辐射本地

以及周边区域的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并发展以

不锈钢制品、压延及制管、建筑装饰材料、五

金厨卫具、机械加工为代表的不锈钢制成品产

业，打造海峡西岸 “绿色不锈钢精品基地”，建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不锈钢加工和贸易为一

体的不锈钢产业示范园。

（６）冶金产品深加工区：用地面积约３３４ｈｍ２。

以金属材料作为原料基础，以大力发展优质、

紧缺、进口替代板材、棒材等为导向，进行冶

金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综合利

用效率，形成冶金产品深加工区。

（７）基础金属冶炼区：用地面积约３４４ｈｍ２。

发挥深水港和铁路运输的优势，以金属矿、回

收的废弃金属为原料，重点发展钢铁、镍等金

属的提炼，为冶金产业园区产业链提供基础金

属原料，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基础

金属冶炼区。

３３　规划方案分析

（１）本规划结合海域现状的潮汐通道和

《福建省宁德市 （漳湾）临港工业区防洪排涝规

划》的要求，结合预留防洪排涝水道设置景观

湖，突出人水和谐，构建优美的水域景观。同

时，通过预留水道，起到分割功能区的作用，

维持海岛，体现延长人工岸线、多区块、组团

式的围填海设计理念。

（２）考虑到临港工业区定位为临港重化工

业集聚区，根据其今后实际利用需要，本规划

将占用两个有居民海岛———鸟屿和官沪岛 （面

积合计２．２ｋｍ２）。因此，规划将这两个海岛合

并，以西侧水道与陆地隔开，形成新的人工海

岛 （面积为１３．２ｋｍ２），虽然减少海岛数量，但

增加了海岛面积。

（３）规划区形成基础金属冶炼—冶金产品

深加工—不锈钢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冶金技

术研发—新型材料产业的产业链，促进循环经

济和清洁生产。功能区的布局上，将重污染的

功能区布置在城市下风向，减少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４　讨论

本区域建设用海规划位于近岸，开发强度

大，连片开发必须占用海岛。在平面设计上，

本规划充分体现了人工岛式、多区块组团式结

合的围填海方式，全面提升围填海造地工程的

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

海洋自然岸线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实

现生态用海、科学合理用海。在利用海岛问题

上，本规划提出减少海岛数量，增大海岛面积，

变小岛为大岛，将海岛自然生态系统转换为自

然与人工有机结合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满

足了开发海岛的需求，又体现了海岛的保护原

则。在实践中，应根据规划用海区自然环境条

件，海域开发利用现状、产业落地等综合因素

考虑，因地制宜，将 “五个用海”和 “关于改

进围填海造地工程平面设计的若干意见”贯穿

于规划当中。

参考文献

［１］　徐伟，刘淑芬，张静怡．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编制问

题的思考［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１１，２８（１１）：１４－

１７．

［２］　ＧＨＡＺＡＩＮＨ Ｍ．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Ｊ］． 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９（２）：２３７－２４７．

［３］　国家海洋局考察团．日本围填海管理的启示与思

考［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７，２４（６）：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