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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介绍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沿革和编制流程的基础上,以京畿湾示范工程为例,研

究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方法,重点包括建立海洋空间调查和信息体系、开发并应用基于海洋生态

系统的管理方法、设定示范海域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以及促进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等方面,为完善我

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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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basedontheintroductionof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aswellasthe

formulatingmethodandprocessofmarinespatialplanninginKorea,takingthe“GyeonggiBay”

demonstrationseaareaasanexample,toconducttheelementarystudyonmarinespatialplanning
formulatingmethodandprocess,mainlyincludingthoseperspectivessuchasestablishingthema-

rinespatialinvestigationandinformationsystems,developingandapplyingthemanagement

methodsbasedonmarineecosystem,settingthecorevalueandobjectivesofthedemonstration

seaareaaswellaspromotingtheparticipationofinterestedparties,etc.,aimstooffersuggestive

referencesforimprovingthe marinespatialplanningand marinefunctionalzoningsystem

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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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届海洋空间

规划主题研讨会,提出“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

制订海洋空间规划,管理和规范海洋开发行为,保
护生态环境,以保障生态系统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

能力”的观点[1]。近年来,海洋空间规划已作为可实

现多目标的有效方式之一得到广泛重视,世界上很

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正在通过开展符合本国国情的

海洋空间规划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

目标。

1 海洋空间规划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海洋既是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
是沿海国家和地区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

略空间。开展海洋空间规划的目的是协调海洋生

态环境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统筹海洋

区域开发活动,宏观调控海洋空间开发秩序,形成

合理的海洋空间开发格局,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随着海洋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上

海洋空间规划含海洋功能区划具有3个发展趋势:

①更加注重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并将其作为规

划或区划的首要原则,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

念,发展导向和空间管治的一体化以及人口、资源、

环境和经济的空间统筹;②通常综合并用定性和定

量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定性分析为导向、定量分析

为手段综合评价规划或区划,尤其是在评价指标体

系权重以及区位优势度和生态重要性等指标的确

定上,往往需要采用专家打分的定性方法;③海洋

空间规划含海洋功能区划在对海域自然资源环境

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构

建,既有基于数理分析的技术,又有基于空间分析

的方法,往往需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模型,同时利用

GIS平台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以及采用多学科集成

分析方法[2]。

2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沿革

作为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韩国非常重视海

洋。为实现把韩国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海洋强国

的战略目标,韩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海洋发展战

略”,提出创造有生命力的海洋国土、发展以高科技

为基础的海洋产业和保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3大基本目标[3]。此外,韩国根据海洋管理的动态

不断调整其海洋管理体制,有效提高海洋管理效

率:1999年颁布《海岸带管理法》,并在该法的基础

上于2000年制订《第一次国家海岸带综合管理规

划》(2001—2010);2008年全面修订《海岸带管理

法》,将海域按照自然属性和利用方向分为利用、特

殊、保全和管理4个类型,目的是为解决开发和保护

之间的矛盾,有效进行海洋空间管理;在制定和实

施海洋空间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各项政策法规的基

础上,2010年制订《第二次国家海岸带综合管理规

划》(2011—2020)。

韩国的海洋空间规划和海岸带综合管理主要

经历概念引进期、成长期、制度建立期和实行期4个

阶段[4]。

(1)概念引进期。1985—1987年科学技术部开

展海岸带综合开发研究;1989年建设部等开展海面

基础调查和利用计划研究;1990年国土开发研究院

开展海岸便览研究;1991年科学技术部开展海洋开

发基本计划研究。

(2)成长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开发会议召

开并发布《21世纪议程》,同年韩国制订《第三次国

土综合开发计划》;1994—1997年科学技术部开展

海岸带综合管理案例研究;1995年建设交通部制订

《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计划》;1996年总理室和科学

技术部制订《海洋开发基本计划》;1996年建设交通

部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研究和西海岸实况

调查。

(3)制度建立期。1996年8月韩国海洋水产部

成立,此后由该部门主持于1998年开展海岸带综合

管理体制研究和南东海岸实况调查,1998年颁布《98
海洋开发实行计划》,1999年颁布《海岸带管理法》。

(4)实行期。由海洋水产部主持,2000年颁布

《海岸带整治计划》和《第一次国家海岸带综合管理

规划》(2001—2010),2001年颁布《第二次公有水面

填埋基本计划》,2003年开展海岸带实况基础调查,

2008年修订《海岸带管理法》;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

2005年发布实施《海域用途区域制度及损失防止制

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海洋水产部于2001—

2009年实施《第一次国家及地方计划海岸带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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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划》,于2010年颁布《第二次国家海岸带综合管

理规划》(2011—2020)和《第二次海洋水产发展基

本规划》(2011—2020)。

3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编制的主要流程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主要分为政策制定、

价值评估和规划3个过程(图1)。

图1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编制流程

其中,在政策制定阶段,编制新海洋空间管理

制度实施指南以及商议和制定相关政策;在价值评

估阶段,根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累计影响评价等

方法和模型的应用,利用基础海洋空间信息和GIS
手段进行海洋空间核心价值的定量分析,进一步完

善政策制定,为区域内空间规划及其后续的实施和

监管过程提供依据,有效提高空间规划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体系性。

4 韩国海洋空间规划编制方法案例———
京畿湾示范工程

4.1 京畿湾示范区的选定标准和依据

一般而言,海洋空间规划示范区主要选择可综

合运用各种海洋管理手段判断其管理效果的海域,

主要包含4个标准:①沿岸和海洋的代表性海域;

②海洋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有多种开发和利用需

求;③拥有空间信息和调查研究资料;④区域社会

关注度较高。本研究案例即京畿湾示范区存在各

种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且需求较集中、压力较

大,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现象也持续存在;与其他

海域相比,其在获取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系统

服务评价所需的基础信息和调查研究方面具有优

势。因此,京畿湾示范区具备实施新海洋空间管理

制度的条件。

4.2 京畿湾示范区概况

被选定为示范区的京畿湾海域以仁川和京畿

以西的汉江为中心,北部是长山串、南部是泰安半

岛;腹地分布有首都圈、工业带和仁川港,人口数量

占全国沿海人口数量的比重超过31%且在持续增

加,企业数量约占全国沿海地区的30%。

京畿湾海域开发利用方式多样,需保护的面积

也很大。占用和使用的海域面积为4.959km2,围

填海面积为54.3km2(截至2013年);海砂开采面

积为58.3km2(截至2014年)。分布有汉江河口和

岛屿,沿岸生态资源包括滩涂和海洋生物等,可提

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水产品生产、生物栖息

地、矿产资源开发、航道和港口以及自然和人文景

观等;港口和电力产业等社会资本集中在这一海域

投资,尤其是潮汐发电、潮流发电和海上风力发电

等海洋新能源开发需求激增,海岸旅游带和旅游基

础设施扩充等项目建设发展迅速。大部分海域被

划定为始华湖和仁川沿岸特别管理海域,其中仁川

沿岸特别管理海域的水质评价指数有下降趋势(截

至2014年)。

4.3 京畿湾示范工程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方法

4.3.1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划定规划对象海域以及确

定利害关系人、主要海洋空间管理行为、矛盾关系

和问题所在;成果包括制订规划对象海域范围地

图、利害关系人参与方针以及矛盾和问题分析报告。

规划对象海域应考虑整个京畿湾海域(包括领

海和领海外侧海域);利害关系人作为管理主体应

在示范工程开展初期就参与其中,并在制定政策时

随时反馈意见。

4.3.2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内容包括对相关文献和调查研究结

果进行分析,了解京畿湾海域在资源分布、开发利

用、生态环境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信息,制订信息

目录和调查计划;成果包括针对京畿湾海域编写海

域评价报告和建立海域调查体系。

客观的信息、明确的事实和经过论证的证据有

助于做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在这一阶段应促进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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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信息共享。

4.3.3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内容包括整理现有信息的图谱、制作

海洋地图册和栖息地地图、编制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目录、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分析空间数据

以及设计空间信息监测方案;成果为建立京畿湾海

洋空间信息和管理体系。

空间信息是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科学依据,

海洋空间规划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并应用空

间信息体系。将京畿湾海域的相关文献和调查研

究结果空间化并制作成空间信息,通过数据分析掌

握必要的信息,在今后实施新海洋空间管理制度的

过程中,可将此结果应用于体系设计中。

4.3.4 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内容包括确定区域核心价值和开展

区域划定讨论、确定维护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

和优先顺序以及确定各核心价值区域的政策方向;

成果包括制订核心价值区域图式和海洋空间规划

初稿。

核心价值是指水产、观光、骨材、港湾、风力、潮

汐、疏浚、能源和保护区等实现海域可持续利用和

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

洋空间管理的体系框架下,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目

标和优先顺序对于评价其他活动对各项服务功能

的影响十分必要,选择符合海洋空间管理需要的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是关键环节。明确管理

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并对该服务功能

对其他活动产生的累计影响进行评价,新海洋空间

管理制度就是要改进分类管理方法,通过开发适用

于海洋空间管理的累计影响评价方法实施海洋空

间规划。

5 结语

韩国海洋空间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综合性、

空间性和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将其纳入规

划过程前应了解以客观依据为中心的管理体系、生

态系统要素、人类影响和行为间的相互作用。通过

开展示范工程、建立海洋空间调查和信息体系、开

发并应用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设定示范

海域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以及促进利害关系人的参

与等流程,强化海洋空间管理制度。

回顾多年来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实施的经

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功能

区划流程和方法的标准化建设,保障海洋功能区划

的科学有效;研究制定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功

能区划实施效果评估制度,保障海洋功能区划的动

态管理。此外,韩国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方法和基于GIS的海洋空间管理手段应用等方面,

也为我国开展海洋功能区划方法研究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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