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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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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在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土地开发中
,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其港

口 依托地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

分析了其土地利用现状
、

动态变化趋势和土地开发利用存在

的主要问题
,

提出了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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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港 口 依托地是指港 口发展过程中所依托

的城镇
。

鱿鱼圈区原来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

的渔村
,

但因其建港条件优越
,

于 1 9 8 2 年在

鱿鱼圈乡开始建设鱿鱼圈新港区
。

当跋鱼圈

港 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

客观上要求形成相

应的城镇作为依托地
。

国务院于 1 9 8 4 年 6 月

批准在原鱿鱼圈乡基础上成立营 口市鱿鱼圈

区
,

归市政府直接管辖
。

因此
,

鱿鱼圈区是以

港 口发展为其直接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城区
。

随着港 口的发展
,

与港 口相关的城市用地
、

对

外交通用地和仓储用地等也相应增加
,

土地

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

鱿鱼圈港的建成和沈阳一鱿鱼圈一大连

高速公路的通车
,

大大提高了鱿鱼 圈的交通

运输位置的重要性
,

并使鱿鱼圈区具有重要

的经济战略地位
,

这大大促进了鱿鱼 圈区的

土地开发
。

首先
,

沈阳一鱿鱼圈一大连高速公

路大大缩短了鱿鱼 圈到腹地的距离
,

鱿鱼圈

港比大连港距离东北腹地近了 20 0 多 k m ;
其

次
,

鱿鱼 圈新港是一个全天候的终年不冻的

现代化海港
,

因此它便于吸引东北经济区的

大宗货流
。

这大大促进了鱿鱼圈区的开发和

建设
。

目前
,

鱿鱼圈区的交通
、

能源
、

旅游
、

住

宅
、

商业
、

工业
、

仓储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并

将继 续发展
,

与之相伴的交通用地
、

旅游用

地
、

住宅用地
、

商业用地
、

工业用地及仓储用

地等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

从而使鱿鱼

圈区这一港 口依托地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也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

由于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大规模的变化

与其区域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

土

地开发利用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
。

土地利用大规

模变化既可促进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

护
,

以及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也可产生

自然资源和环境 问题并导致其区域生态系统

的退化甚至崩溃
。

自然资源和环境间题直接

影响区域和城市的开发建设和持续发展
,

因

此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2 土地利用现状及动态变化趋势

2
.

1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

1 9 9。年鱿鱼圈

区有耕地 1 77 7
.

2 公顷
,

占其土地 总面积 的

26
.

8 % ; 园地 57 0
.

15 公顷
,

占土地总面积 的

收稿 日期
:
1 99 4一0 4一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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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6 % ;
林地 4 27

.

4 2 公顷
,

占土地总面积 的

公公占6
.

4 %
;居 民点及工矿用地 1 7 5 7

.

36 公顷
,

土地总面积的 26
.

5 % ;
交通用地 18 7. 21

,

占土地总面积的 2
.

8 % ;
水域 8 84

.

57
,

占土地总 面积 的 13
.

3 % ;
未利用 土地

顷顷

1 0 3 4
.

2 4 公顷
,

占土地总面积的 1 5
.

6 %
。

林地只占 15 %
,

林地利用率也较低
。

3. 2 森林覆盖率低
,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若按有林地计算
,

其森林覆盖率为 1 %
。

本区绿地少
,

森林覆盖率极低
,

土地生态环境

较差
。

由于本区土地开发缺乏总体规划
,

致使

滥建现象严重
,

土地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受破

表 1 1 , 8 5 ~ i , 9 2 年征用土地统计表 (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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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趋势分析

土地利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态

变化而变化
。

鱿鱼圈区是在 80 年代由一个经

济比较落后的乡村发展起来的新城区
,

其港

口
、

交通
、

仓储
、

工业
、

能源
、

旅游
、

住宅和商业

等开发项 目迅速发展
,

从而导致非农业建设

用地急剧增加
,

农业用地迅速减少 (见表 1 )
。

从发展趋势来看
,

鱿鱼圈区到 2 。。0 年将建成

1 6k m
,

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

由于工业

化和城市化是影响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最强烈

因素
,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工业开发
,

势必导

致各种土地开发项 目的发展
,

致使非农业建

设用地将继续增加
,

农业用地将继续减少
,

这

是鱿鱼圈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

3 土地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3
.

1 土地利用不充分
,

土地利用率低

跋鱼 圈区土地利用率为 84
.

4 %
,

低于营

口市 92
.

4 %的平均水平
,

且各类用地的实际

利用率也较低
。

例如居 民点用地人均占地指

标为 2 27
.

6 m 2 ,

其中城镇人均居 民点用地指

标为 32 8
.

6 m
2 ,

农村居 民点人均占地指标为

1 75
.

7 m
2
一 3 0 4

.

gm
“ ,

居民点用地人均占地指

标偏大
,

居民点用地利用率低
。

再如林地中有

坏
。

如整平土地
,

填平沟谷
,

扰乱 自然排水形

式
,

重建侵蚀地形
;
再如建筑上 山

,

成片土地

开发
,

破坏自然植被和地表径流
,

致使水土流

失 日趋严重
。

由于森林覆盖率极低
,

则植被截

留大气降水和土地涵养水源能力差
,

致使降

水愈来愈多的流失注入大海
。

3. 3 淡水资源的退化

跋鱼圈区淡水资源贫乏
。

区内主要河流

有大沙河
、

红海河
,

这些河流流域面积小
,

流

量也少
,

如按合理采 量 60 %计算
,

平均年采

水 0
.

38 亿 m
3 。

本区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

地下水为主
,

地下水储量 2
.

6 m 3 。

地下水类型

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
,

地下水补给以大气

降水天然入渗补给为主
。

目前
,

鱿鱼圈区地下

水含水层水位降低
,

并在局部地区已导致海

水倒灌并降低 了水质或导致了井的干涸
。

这

些淡水资源的退化现象与不合理开发利用土

地密切相关
。

鱿鱼圈区由于成片土地开发改变了地表

覆盖物
,

即房屋
、

街道等城市建设用地代替了

林地
、

耕地和园地
,

增加了不透水面积
;
同时

土地成片开发忽视了绿化建设
,

绿地面积不

足
,

土地开发利用的空间布局不够合理
,

并且

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没有对蓄水并补给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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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池塘实行保护
,

有的 已经填平
,

这样增加了

地表径流的流量
、

流速和侵蚀
,

减少了大气降

水的渗透量
,

改变了水循环
,

致使大气降水大

部分注入大海而流失
。

鱿鱼圈区地下水补给量 的减少
,

以及随

着人 口和经济增长
,

用水量逐年增加
,

地下水

开采量加大
,

从而导致其淡水资源的退化
。

主

要表现为地下水位下降
、

局部地区海水倒灌

并降低了水质以及井的干涸
。

此外
,

红海河流

域产生了逆向补给
,

即河流补给地下水
,

从而

导致红海河在无雨期是干涸的
。

据调查
,

鱿鱼

圈地下 水位平均下降 2
.

sm 左右
,

红海
、

冷

库
、

神井子有的井 已变成了咸水井
,

北冷屯有

的井已抽不上水而废弃
,

红海河 已变成 了季

节河
。

由此可见
,

土地的利用与成片开发与维

持水资源的量和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关系
。

因此在土地开发利用中
,

必须做好总体规划
,

以达到既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又保护水资

源
。

3
.

4 对土地利用的急剧变化缺乏统一规划

调控

鱿鱼圈区是一个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变

化最强烈的新城区
。

一些开发项目对环境因

素和生态效益考虑较少
,

土地开发利用的社

会
、

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较差
。

因此
,

必须制

订出适应于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急剧变化的

总体规划方案
,

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经济

发展和投资环境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地环境条

件
,

以实现规划区内土地利用的最佳的社会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4 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对策

4
.

1 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
,

节约使用土地

充分发挥级差地租这一经济杠杆
,

合理

配置空间功能用地
,

利用地价提高土地利用

率
。

在鱿鱼圈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制约条件下
,

必须充分利用土地有偿使用和级差地租这一

经济杠杆
,

根据土地的区位特征合理安排各

项用地
,

并将行政千预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来

控制土地使用位置
、

范围和面积
。

只有这样才

能使土地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益
,

避免土地资

源的浪费
,

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
,

合理分配土

地资源
。

4
.

2 加强绿化建设
,

做好土地地段生态设计

根据鱿鱼圈区土地利用的具体特点
,

合

理规划布局各种绿地
,

做到点
、

线
、

面结合
,

建

成一个绿地立体体系
‘

,

以充分发挥其生态效

益
。

在植物配置上
,

遵循生物学
、

生态学及美

学原理
,

以充分发挥其绿化
、

净化和美 化作

用
。

在道路绿化上
,

要选用乔木与花灌木间种

形式
,

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常绿针叶树种
。

加强

生态防护林建设
,

重点建设地段为北部低 山

丘陵
、

中部青龙山和南部滨海沙地
,

以防止水

土流失
、

海风侵蚀
,

并净化空气
,

同时也为人

们提供一个公共绿地
,

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的

心理需求
。

生态防护林要选用技叶繁茂
,

生长

较快且抗风性强
,

并可在短期内受益的树种
。

加强土地开发建设项 目的绿化管理
,

做到土

地开发规划与绿化规划 同步进行
,

且绿化面

积指标要达到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的 30 %
。

4
.

3 土地开发利用要保护地面径流

首先
,

土地开发规划要与 自然流域形态

相协调
。

如建筑布置
、

车道安排以及居住区等

布置
,

都要考虑地面径流
,

一般要采用与等高

线一致的布置方法
,

要较少的整平土地
,

减少

地被的破坏和改变
,

从而减少水土流失
。

集水

沟
、

洼地和暴雨排水沟应尽可能与大部分运

输道路平行并在其一侧
。

重要的坑塘洼地要

受到保护
,

以便使地面径流被拦截并保留在

洼地或坑塘内
,

为地下水提供过滤的补充水
。

其次
,

通过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来有效的控制

地面径流
。

例如
,

集水区
一

的某些部分可以被保

留为永久性空 旷地
,

以便使其维持保存水分

的功能
;另一部分可以开发利用

,

由于开发而

增加的径流可以通过兼作娱乐之用的蓄水池

或坑塘来控制
;
在商业或工业区

,

开发时要有

就地阻滞径流水分的设施
。

这样可以增加土

地生态系统对大气降水的保存功能
,

并可增

加地下水的天然入渗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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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
,

提高城市安全度

房屋建筑的密度是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

安全度休戚相关的系数
。

根据规划常识
,

也参

照 日本
、

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
,

鱿鱼圈区土地

开发利用
,

要尽量降低城市房屋等建筑物的

密度
,

应在建筑物之间留足开阔空间
,

并辟为

公共绿地
。

这是消除城市臃肿的根本出路
,

也

是消除城市灾害
、

降低某些灾害发生率以及

减少灾损量连锁放大效应的根本措施
。

因此
,

在鱿鱼圈港 口 依托地的土地开发利用方面应

留足公共绿地
,

长远 目标应力求
.

达到人均公

共绿地在 10 一Zo m
“

之 间
,

绿化覆盖率达到

30 %以上
。

这必将促进鱿鱼圈港 口依托地城

市安全度的提高
。

4
.

5 加强土地统一规划管理
,

协调安排建设

用地
、

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

新的国土规划方针必须是能够使农村功

能和城市功能有机结合起来的方针
,

这样才

能使国土总体实现协调发展
。

反过来
,

如果只

从农村居民的利益出发对农村进行规划
,

或

只从城市居民的利益出发规划城市
,

这样的

国土规划不可能建设一个真正居住条件好
、

环境优美的国土
。

鱿鱼圈区土地利用具有半

城半乡的特点
,

为加强城乡土地统一管理以

及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

必须根

据城乡融合思想
,

协调安排鱿鱼圈区的建设

用地
、

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等各项用地的结

构与布局
。

为建设一个能够不断 向前发展
、

总

体环境 (生产
、

生活
、

生态环境 )优美的美好定

居之地
—

自然一空 间一人类
,

系统提供统

一的合理 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

为鱿鱼圈

港 口依托地的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 良好的土

地环境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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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li a n C 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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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R A C T

In th is p a p e r ,
th e la n d u s e e u r r e n t s it u a tio n a n d d y m a m ie v a r ia t io n a n d e x is t in g p r o b lem

in th e s u p p o r t in g r e g io n o f th e B a yu q u a n p o r t a r e a n aly s e d
, the m a in e o u n t e r m e a s u r e s t o

r e a s o n a b ly u s e a n d d e v elo P t he la n d r e s o u r e e in it a r e P u t fo rw a r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