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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辫 涂开发与环境保手户的可持续发展

许长新邱珍英

一、引言

海洋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气候

环境和便捷的国际通道，它为全世界也为我

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使我国沿海地区一直成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
区域。我国沿海地区承载人口近5亿，创造

全国GDP的58％，其中的海洋产业是沿海乃

至全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沿海
滩涂作为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海陆

交接带并不断演变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

的后备土地资源。我国沿海滩涂分布十分广
泛，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

沿海11个省市区共有滩涂21 709km2。我国

是农业大国，海涂地区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可供农业开发。由此可见，沿海滩涂资源的

开发会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

动力。但是，在开发滩涂的进程中，如果不

能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则会给环境带
来负面影响。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保护

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要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滩

涂等资源，．AA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二、滩涂的作用及-g效益

1．滩涂的作用

沿海滩涂包括潮间带泥滩、沙滩和海岸

其他咸水沼泽。从开发利用角度看，沿海滩

涂不仅拥有全部潮间带，还包括潮上带和潮
下带可供开发利用的部分。湿地被人们称为

“地球之肾”，作为一种重要的湿地资源，滩

涂具有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降解环境污
染、蓄洪抗旱、控制土壤侵蚀、促淤造陆、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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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

向大海拓展生存空间，围垦沿海滩涂，

可以增加土地面积，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必

需的建设用地，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扩大食
物来源。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中

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

源短缺的矛盾日见突出，合理有效地利用部
分滩涂资源，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土

地的需求。此外，滩涂开发具有高度综合性，

它与城镇、航运、港口、工业等建设息息相

关。浅海滩涂养殖业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创汇
产业。滩涂开发不仅有发展大农业的优势，

而且有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巨大潜力，能够

促进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社会效益

开发滩涂资源，不仅满足了经济发展的

需要，而且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和再就业岗
位。将沿海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招募进滩

涂公司，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可以培养一批

掌握一定技术水平的养殖、种植大户。另外，
滩涂行业也使越来越多的城镇下岗职工实现

了再就业。
三、不合理的滩涂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

1．引起水资源供需矛盾

滩涂围垦开发需要增加大量淡水资源用

以淋盐洗碱以及农业种植，对于某些水资源
紧缺地区，滩涂的围垦开发将更进一步加重

水资源的紧张状况。
2．造成港汉淤积

引起港汊淤积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挡潮闸上游来水量少、流速小。二是滩面潮

   



水流被切断。由于在滩涂开发中，过于追求

匡围面积，起围线向外一推再推，起围高程

一降再降，这样就切断了沿海港口的大多数
港汉，归潮型潮流锐减，造成航道淤积。有

的围垦，审批不严，致使河流泄洪受到影响；

有的海湾盲目围垦、降低进潮量，使海湾通
道淤浅，导致航运不畅。

3．破坏生态环境

滩涂生态系统很容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对滩涂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常常严重破

坏滩涂生态系统的原有平衡，使其很难恢复

原有的活力及高生产力。

水产养殖是滩涂区资源利用的主要形式

之一，不合理开发会造成海水富营养化和水
生动物疾病的传播(表1)。

表1 开发区沿海不同地区水色水质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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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又被破坏，将降低滩涂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生产力。目前我国湿地损失率已达到

85％，致使相当一部分海滨沼泽地消失。如
我国红树林沼泽面积从3万hm2降低为．0．6

万hlTl2，损失率达80％。另外，海滨沼泽地
的保护与候鸟迁徙和生物多样性保存有密切

关系。过度采捕滩涂底栖生物，不利生物多

样性保存和某些生物的大量繁衍。
污染是造成滩涂生态区生态环境恶化的

主要因素。滩涂的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废水的

由于水产引用海水进行养殖，换水时又
将池水倾回海洋，使得为养水产而投入的饵

料随海水一同流回海洋。同时，由于生活污
水直接倾入海洋，造成营养物质在海水中富

排放，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农药、化肥、
除草剂的残留物，船舶的排油，生活

污水，入海河流带来的陆源污染物等。

由于目前重视不够和处理技术的落后，
污染给滩涂生态系统产生诸多不利影

响，如有毒物质的积累、生物多样性

的降低、食物网的简化等，降低了生态系统

的调节和恢复功能(表2)。
四、我国沿海滩涂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1．围垦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

集，小型藻类大量滋生，与水生的其他生物 我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

竞争氧气和营养物质，造成其他水生生物的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

死亡。另外，由于水产较易感染病毒而发生海热潮，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约缩减

病变，导致排入海水中的池水往往含有致病了一半。其结果，不仅使滩涂湿地的自然景
表2开发区沿海污染种类及危害

登羞 盎塑 绫垫塑 丝壹

需氧物质污染 生活污水、养虾池废水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 在通过微生物由生化作用与分解和氧化

。一 等有机物以及一些无机盐还 时，大量消耗水中氧气，影响鱼类和其

原性物质 他水生生物生长，使水质变黑发臭

植物营养物质污染 生物污水如养虾池废水 氮和磷等营养物质

盐污染 矿山、码头排水及工业 各种酸、碱盐等无机化合物

废水

使藻类和其他浮游生物迅速繁殖，水体

溶解氧下降，水质恶化，使鱼类和其他

水生生物大量死亡，使水体富营养化

使水的矿化度增高，影响各种用水水

质。破坏水体的自然缓冲作用，抑制细

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妨碍水体自净，使

水质恶化，危害水生生物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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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澎洋开发与管理

海
洋 观遭到了严重磁

开 贝类生息、繁衍

发 生动植物绝迹，

节气候、储水分
6盘d-U％台匕^士宙■r

重要经济鱼、虾、蟹、

消失，许多珍稀濒危野
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

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

统计，中国沿海地区累
计已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hnl2，

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100万hrn2，两项

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然而，沿海
滩涂的开发仍呈逐年上升趋势。

2．海岸工程破坏自然滩涂

中国沿岸大于10 km2的海湾有160个，
许多海湾已建有大、中型港口，小型海湾普

遍为天然渔港。但是，在大城市毗邻的海湾，

由于填海建港、填海造地，岸线缩短，湾体

缩小，人工海岸比例增高，浅滩消失，海岸
自然程度降低。再加上海水养殖业的盲目发

展，养殖自身污染也较为普遍，海湾潮间带

和水域中天然生长的鱼、虾、蟹、贝、藻普

遍衰退。
五、滩涂开发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建议

1．合理开发滩涂资源以保护环境

若要更好地、持久地开发利用滩涂，则

必须保护好滩涂资源，保全滩涂环境。一是

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Ⅸ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国家海域使用

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严

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二是严格保护海洋和
滩涂生态环境，严格执行“谁污染、谁治

理”的制度，禁止任何企业直接向海洋和内

陆水域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物。三是加
强水利、防护林体系、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构筑滩涂资源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屏障和
环境。

2．理顺管理体制，强化滩涂资源综合管
理

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资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政府

的宏观调控，强化资源的综合管理。一是强
化滩涂资源综合管理。建议结合各级行政机

构改革，将农业资源开发、滩涂管理职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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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行政管理职能合并，统一由海洋

与渔业主管部门行使，便于统一政策和及时
协调矛盾，也便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滩涂等海洋资源调查体
系，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将滩涂等资源的开

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置于人大和社会监督之

下。

3．建立合理的利益导向机制，用现代企
业制度规范滩涂开发主体

要创新分配方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导向
机制，保护和尊重滩涂开发者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在坚持滩涂资源国有的前提下，实行

滩涂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继

续坚持谁投资、谁开发、谁受益。要真正把

市场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引入到滩涂
开发中来，充分释放出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

潜力和活力。
4．保护环境的具体做法

码头建设过程中，购置必要的除尘设备，

将大气污染减小到最低程度。养殖业建设养

虾、养鱼池时，设计建造科学合理的蓄水，
排水、净水装置，并对池水进行定期检测消

毒，防止海水的富营养化和水生生物疾病的

传播。人工栽植适合盐碱土地生长的绿色植

物(例如红树，它是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易生长于海滩盐碱池中，为优良的海滩防护

堤树种)，加强滩涂地区的绿化建设，以减弱
土地盐碱化程度，恢复生态平衡。废弃的养

虾、养鱼池要及时回土填埋。

总之，在充分利用滩涂资源、发展经济
的同时，要十分重视环境的保护，防止“掠

夺性”的开发。要把‘保护环境与滩涂开发
并重”的原则贯彻滩涂开发的始终，力求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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