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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功能区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回顾我国海

洋功能区划分级分类体系的发展历程，结合笔者编制浙江省市县级（区域性）海洋功能区划的工作

实践，发现《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现行《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浙江

省市县级（区域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的海洋功能区划分级分类体系存在不一致和模糊

之处，其编码方式也有改进和优化的空间。据此提出海洋功能区划分级分类体系及其编码的优化

建议，希冀为下一轮海洋功能区划分级分类编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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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

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基本功能区的

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海洋基本功能区［１］，

编制、实施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在于揭示各个具体

海域的客观自然属性及社会功能价值、适合的开发

利用方向，为科学、合理地开发与保护海域及其资

源与环境创造可靠的依据。

海洋功能区划是陆地区划的延伸与发展［２］。自

１９８９年开始，国家海洋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

海地方政府开展３次大规模的海洋功能区划工作。

其中，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开展小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工

作，按照海域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海洋开发战略

以及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保护海洋环境和协

调海洋开发活动等确定５类三级体系；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开展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工作，主要依据海域

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开发利用的要求，形成１０类

二级体系［２－７］；我国现行海洋功能区划执行的是国

务院２０１２年批复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
［８－９］，是在国标《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ＧＢ／Ｔ１７１０８—２００６，以下简称《技术导则》）１０类二

级体系基础上优化为８类二级体系。

依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和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以下简称《省

级技术要求》），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完

成省级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３年国家海洋局正式启

动新一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报批工作，

并推出《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据

此，浙江省于２０１４年启动新一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

划，依据主要为《省级技术要求》和《浙江省市县级

（区域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１０］（以下简

称《浙江省技术要求》）。

笔者曾承担“三门湾和乐清湾区域海洋功能区

划”编制工作，在编制过程中发现现行的《技术导

则》和《省级技术要求》分级分类、分区及其编码体

系中存在一些问题，仍有改进和优化的空间。本文

根据事物分类与编码的基本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

梳理，提出对应的分级分类和分区的修改方案，并

对其代码的优化提出建议。

２　分类与编码的基本要求

分类是指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分别归类，分

类思维方法是把思维对象按属性的异同划分不同

种类的逻辑思维方法。分类具有３个要素：母项，即

被划分的对象；子项，即划分后所得的类概念；根

据，即划分的标准。分类的原则是不重复、不遗漏、

标准统一［１１］。

编码（ｃｏｄｉｎｇ）是指用代码来表示各组数据资

料，使其成为可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和分析的信

息。代码（ｃｏｄｅ）是用来表示事物的记号，可以用数

字、字母、特殊的符号或其之间的组合来表示。代

码设计的原则包括唯一确定性、标准化和通用性、

可扩充性与稳定性、便于识别与记忆、力求短小与

格式统一以及容易修改等［１２］。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省级技术要求》存在的问题

（１）《省级技术要求》的分级分类体系与《技术

导则》及《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一

致。《技术导则》中确定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分类

体系包括１０个一级类、３３个二级类，并允许市、县

级海洋功能区划可按照具体情况向下扩展到三级

类。《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将海洋

功能区合并调整后分为８个一级类和２２个二级类。

《省级技术要求》在海洋功能区分类数量上与《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相同，但是在分级

分类名称及其编码上却有多处不一致，这种情况会

给省级以下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工作带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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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省级技术要求》出现实质性的超一级分

类，却没有明确给出对应的分类及其代码。《省级

技术要求》１．２节中规定：“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在渤

海内不区分海岸和近海基本功能区。辽宁和山东

两省在渤海的功能区列入海岸基本功能区进行表

述。河北、天津两省市的功能区统一表述为海洋基

本功能区。”［１３］实质上，上述规定在省级海洋功能区

划中形成三级分区，即海洋功能大区、一级类和二

级类，却没有在分类表中明确给出功能大区的分类

级别及其代码。

（３）一级类区划成果的代码不规整。《省级技

术要求》在“成果编制要求”中提出，登记表“采用

ＡＸ－Ｙ结构 （‘Ａ’代表海岸基本功能区，‘Ｘ’为一

级功能类型代码，‘Ｙ’为同一功能类型的功能区序

号）”。这种结构存在一个问题，即“Ｙ”所反映的分

区序号有可能是２位数，造成一级类海洋功能区的

区划成果代码有可能是４位、有可能是５位，视觉观

感不整齐。

（４）不同级类别的命名未能体现区别。《省级

技术要求》中第８类保留区的二级分类名称与一级

分类相同（表１之“８保留区”和“８．１保留区”），违

反不同级类别的命名应体现区别的原则。

（５）海洋功能分级分类的代码与区划成果的分

区代码要求不一致。分级分类的一级类代码在《省

级技术要求》３．１节中的表述形式为１……８，同时二

级类代码的表述形式为１．１…１．６（表１），而在５．２

节区划登记表中对区划成果的一级类代码的表述

形式要求为ＡＸ－Ｙ或ＢＸ－Ｙ结构（“Ａ”“Ｂ”分别

代表“海岸基本功能区”“近海基本功能区”），存在

一级功能分类的代码与一级类区划成果的代码对

应关系不一致的问题。

３２　《浙江省技术要求》存在的问题

（１）《浙江省技术要求》对功能区代码的要求

为：“功能区代码”栏，填写功能区的代码，该代码为

功能区的唯一标识码，采用“Ｘ－Ｙ－Ｚ”结构，其中

“Ｘ－Ｙ”是省区划确定的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的

代码，“Ｚ”是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内二级类海洋

基本功能区的序号。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特殊利用

区、保留区等不划分二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的，直

接采用省级海洋功能确定的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

区的代码“Ｘ－Ｙ”。上述分类与代码方案继承《省级

技术要求》存在的问题，同时引发了另外两个问题。

（２）代码未明确反映二级海洋基本功能区的类

型。《浙江省技术要求》要求：“……二级类海洋基

本功能区……代码最后一位的序号（‘１’～‘４’）与

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中……的二级类海洋基本功

能区的排序相对应”，导致区划成果的二级类分区

的代码仅有空间属性，没有对应于《省级技术要求》

的二级类类型属性，这样的编码方案从信息含量的

角度来看是不完整的；同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和 海 域 使 用 分 类 （ＨＹ／

Ｔ１７１０８—２００６）等标准二级类编码均体现二级类的

类型，从海陆统筹及海洋综合利用与管理角度来

看，海洋功能区划的二级类编码也应反映功能区

类型。

（３）区划结果有可能出现一级类和二级类并

列。《浙江省技术要求》要求，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特殊利用区、保留区等不划分二级类海洋基本功能

区的，可直接采用省级海洋功能确定的一级类海洋

基本功能区的代码“Ｘ－Ｙ”，这样会导致区划结果中

一级类分区与二级类分区的代码平行出现，显得层

次不清。

表１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分类体系

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 二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

代码 名　称 代码 名　称

１ 农渔业区

１．１ 农业围垦区

１．２
养殖区（渔业基础设施

区）

１．３ 增殖区（养殖区）

１．４ 捕捞区（增殖区）

１．５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捕

捞区）

１．６
渔业基础设施区（重要渔

业品种养护区）

２ 港口航运区

２．１ 港口区

２．２ 航道区

２．３ 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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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 二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

代码 名　称 代码 名　称

３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工业和城镇建设区）

３．１
工业用海区（工业建设

区）

３．２
城镇用海区（城镇建设

区）

４ 矿产与能源区

４．１ 油气区

４．２ 固体矿产区

４．３ 盐田区

４．４ 可再生能源区

５
旅游休闲娱乐区

（旅游娱乐区）

５．１ 风景旅游区

５．２
文体休闲娱乐区（文体娱

乐区）

６ 海洋保护区
６．１ 海洋自然保护区

６．２ 海洋特别保护区

７ 特殊利用区
７．１ 军事区

７．２ 其他特殊利用区

８ 保留区 ８．１ 保留区

　　注：“（）”内为《省级技术要求》的分类名称及编码．

４　建议

（１）修改国标中的分级分类体系和部分命名。

国标是进行海洋功能区划的原始依据，具有高于行

业标准和地方规范和优先级别。既然现行的《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和《省级技术要求》已经将海洋功能

区修订归并为８个一级类和２２个二级类，有必要适

时修改国标《技术导则》，并建议修改一级类“８保留

区”之唯一的二级类名称为“８．１保留功能区”（表２）。

（２）明确海岸功能区和近海功能区在分类体系

中的地位，并赋予其相应代码。建议《省级技术要

求》扩充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表，增加高于一级

类的“大区类”，用犃、犅、犆代码分别代表“海岸功能

区”、“近海功能区”和不区分海岸与近海的“海洋功

能区”（适用于河北和天津），并在原有一、二级类编

码表中明确这两种大区的代码（表２）。

（３）用不同含义的代码集分别表示功能区的分

级分类和区划成果的分区序号。建议采用“Ｘ”“Ｙ”

“Ｚ”等符号表示功能区的级别和类型，用“Ｉ”“Ｊ”“Ｋ”

等符号表示区划成果的分区序号。

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的二级类代码形式成为

“ＸＹ．Ｚ”，其中Ｘ的取值是Ａ、Ｂ或Ｃ，分别代表“海岸

功能区”“近海功能区”和不区分海岸与近海的“海洋

功能区”；“Ｙ”和“Ｚ”分别为一级类和二级类的类型编

码、取值与表１之对应的代码相同。修改后的海洋功

能区划分级分类体系及代码如表２所示。

一级类区划成果的代码采用“ＸＹ－ＩＪ”的结构。

“ＩＪ”为省级区划成果的一级类的功能区序号、与省

海洋功能区划一致，在技术上统一为２位，当序号为

个位数时用前导数字“０”补齐（即Ｉ可能为０）。

二级类区划成果的代码采用“ＸＹ－ＩＪ．Ｚ－Ｋ”

的结构，其中“ＸＹ－ＩＪ”继承上述一级类区划成果的

代码，“Ｚ”为二级类的类型代码，“Ｋ”为二级类划分

结果的功能区序号。即使用“两级四层”（一级功能

类型－一级类分区序号．二级功能类型－二级类分

区序号）的编码方式描述二级类区划结果，与“一级

两层”（一级功能类型－一级类分区序号）的一级类

区划结果的编码方式相继承。“ＸＹ－ＩＪ．Ｚ－Ｋ”这

种区划成果的编码形式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直接提

取出“ＸＹ．Ｚ”的代码，从而了解该二级类分区对应

的二级类海洋功能。

（４）引入新的二级类。在市、县级区划工作中，

对于不划分二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的，引入一个新

的二级类，其二级类的名称在一级类名称前加“其

他”二字，其二级类代码顺延。

５　结语

编制海洋空间规划是世界各国在海岸带综合管

理（ＩＣＭ）中的普遍做法
［１４－１９］，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

度具有领先于海洋空间规划的优势［２０］，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经过优化之后的分级分类与分区体系及其编

码能够相对清楚地体现二级类功能区的具体类型，

同时也明确各类型二级类的个数，便于计算机的识

别。当然，这种优化方式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增加

字符数、不能够迅速知道某个一级类功能区中二级

类功能区的个数等，但相比现存的分级分类编码体

系则更加严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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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及代码的优化建议

大区类 一级类 二级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Ａ 海岸基本功能区

Ａ１ 海岸农渔业区

Ａ１．１ 海岸农业围垦区

Ａ１．２ 海岸养殖区

Ａ１．３ 海岸增殖区

Ａ１．４ 海岸捕捞区

Ａ１．５ 海岸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１．６ 海岸渔业基础设施区

Ａ２ 海岸港口航运区

Ａ２．１ 海岸港口区

Ａ２．２ 海岸航道区

Ａ２．３ 海岸锚地区

Ａ３ 海岸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Ａ３．１ 海岸工业用海区

Ａ３．２ 海岸城镇用海区

Ａ４ 海岸矿产与能源区

Ａ４．１ 海岸油气区

Ａ４．２ 海岸固体矿产区

Ａ４．３ 海岸盐田区

Ａ４．４ 海岸可再生能源区

Ａ５ 海岸旅游休闲娱乐区
Ａ５．１ 海岸风景旅游区

Ａ５．２ 海岸文体休闲娱乐区

Ａ６ 海岸海洋保护区
Ａ６．１ 海岸海洋自然保护区

Ａ６．２ 海岸海洋特别保护区

Ａ７ 海岸特殊利用区
Ａ７．１ 海岸军事区

Ａ７．２ 其他海岸特殊利用区

Ａ８ 海岸保留区 Ａ８．１ 海岸保留功能区

Ｂ 近海基本功能区

Ｂ１ 近海农渔业区 Ｂ１．１ 近海农业围垦区

   

Ｂ８ 近海保留区 Ｂ８．１ 近海保留功能区

Ｃ 海洋基本功能区

Ｃ１ 海洋农渔业区 Ｃ１．１ 海洋农业围垦区

   

Ｃ６ 海洋保护区 Ｃ６．１ 海洋自然保护区

   

Ｃ８ 海洋保留区 Ｃ８．１ 海洋保留功能区

　　注：对于海洋保护区的一级类和二级类名称，“Ａ海岸大区”和“Ｂ近海大区”可以加上前导限定词，成为“Ａ６海岸海洋保护区”“Ｃ６．１近海

海洋自然保护区”等形式；但不划分海岸和近海的“Ｃ海洋大区”直接命名为“Ｃ６海洋保护区”“Ｃ６．１海洋自然保护区”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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