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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海岸线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提高自然岸线保有率,促进大连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总结大连市海岸线开发利用和整治修复的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亟待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的典型区域和推进海岸线整治修复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

明:1995—2017年大连市大陆海岸线总长度增加169km,原生自然岸线缩减378km,缩减率超过

50%;2000—2007年原生自然岸线保有率由55%下降到29%,此后下降速度逐渐放缓;2010年以

来大连市开展凌水湾和普兰店湾等海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自然岸线

缩减、海湾和滩涂湿地面积锐减以及珍稀地质景观受损等问题;目前大连市亟待开展大潮口、金州

湾南岸和普兰店湾等典型区域的海岸线整治修复,并应尽快实施《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建立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库、开展渤海海岸线整治修复专项工程以及建立围海养殖占用海岸

线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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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trengthentheprotectionandmanagementofthecoastlineresources,improvethe
naturalcoastlineretention,the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andthesocialeconomic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Dalian,thepapersummarizedthecoastlineexploitandrenovationof
Dalian,analyzedthemainproblems,putforwardsuggestionsandcountermeasuresforthetypical
areawhichwastocarryoutandpromotethecoastlinerenovation.Theresearchresultsshowed

thatthemainlandcoastlineinDalianhadanincreaseof169kmfrom1995to2017,thenativenat-
uralcoastlinehadadecreaseof378km,andthereductionratewasmorethan50%.From2000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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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thenativenaturalcoastlineretentionratedecreasedfrom55%to29%,andafterthatitde-

creasedslowly.Since2010,intheLingshuibayandPulandianbay,thecomprehensivecoastlineim-

provementoftheenvironmenthadbeencarriedout,whichhadmadesomeprogress.Butthere

werestillsomeproblems,forexample,thedecreaseofthenaturalcoastline,bays,beachesandthe

wetlandareas.Whatismore,therewasalsotheproblemofthedamageofraregeologicalland-

scape.Atthemoment,thecoastlinerenovationwasneededintypicalareas,suchasDachaokou,

southJinzhoubayandPulandianbay.AndtheDaliancoastlin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planning
shouldbeimplemented,thecoastlinerenovationprojectlibraryshouldbebuilt,theBohai

coastlinerenovationspecificconstructionprojectshouldbecarriedoutandthewithdrawalmecha-

nismofseaaquaculturecoastlineoccupationshouldbesetup.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tinentalcoastline,Naturalcoastallinepreservation

rate,Renovation,Bluebay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高度、推进力度和

改革深度均前所未有。海岸带是连接陆地和海洋

的过渡地带,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既

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国家生态安全的

天然屏障。海岸线指平均大潮高潮时的海陆分界

线,包括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其中,自然岸线是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海岸线,包括砂质岸线、淤

泥质岸线、基岩岸线和生物岸线等原生岸线以及整

治修复后具有生态功能的岸线;人工岸线是由永久

性人工构筑物形成的海岸线。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自然岸线

已经上升为与草原、湿地和森林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的生态空间和自然资源,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目标,其保有率被列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

标。2016年《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对海岸

线的保护、节约利用和整治修复3个方面提出严格

要求。由于海岸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生态功能

的重要性,多年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1-5]。本研

究总结大连市海岸线开发利用和整治修复的基本

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亟待开展整治修复的典型

区域,提出加快推进海岸线整治修复工作的对策建

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大连市海岸线的开发利用和整治修复

大连市三面环海,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海

岸线长度居全国沿海城市首位。近年来,大连市

委、市政府统筹部署全市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布

局,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全速推进,沿黄、渤海

已初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和现代产业聚集的临海

临港产业带。与此同时,海岸线周边地区的生态环

境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严峻挑战。

1.1 大连市海岸线的历史变迁

大连市大陆海岸线东起庄河市南尖、西止瓦房

店市浮渡河口,分别约占辽宁省和全国大陆海岸线

长度的65%和8%,主要包括基岩岸线、砂质岸线和

淤泥质岸线3种类型,是全国沿海分布最广泛和最

具开发利用价值的海岸线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大连市海洋经济发展的

重要时期,其大陆海岸线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据

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的数据,大连市大

陆海岸线的动态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大连市大陆海岸线的动态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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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以看出,1995—2017年大连市大陆海

岸线总长度增加169km,但原生自然岸线却缩减

378km,缩 减 率 超 过50%;最 大 的 变 化 出 现 在

2000—2007年,原生自然岸线锐减,保有率由55%
下降到29%;此后,原生自然岸线保有率的下降速

度逐渐放缓(图2)。

图2 大连市原生自然岸线保有率的变化

1.2 大连市海岸线的整治修复

大陆海岸线的自然岸线保有率是各级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

(2013—2020年)》规定,到2020年“严格保护海岸

线,实现自然岸线零减少,保有率不低于35%”。自

2010年以来,大连市着手开展海岸线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先后实施老虎滩湾、金石滩、庄河湾河口、普

兰店湾、旅顺和平公园、凌水湾和广鹿岛等多项整

治修复工程,部分受损海岸线得以修复,海洋生态

环境逐步改善。为进一步加强海岸线的保护和管

理,持续推进海岸线整治修复工作,2018年大连市

政府《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修复实施方案》提出,严格

实施海岸线保护,大力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确保

到2020年大连市大陆自然岸线整治修复长度不低

于15.7km,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海

岛自然岸线(黄海)保有率不低于80%。

凌水湾综合整治修复项目是大连市“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3.2亿元,其中

申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1.6亿元、地方财政配套

1.6亿元。该项目对凌水湾进行生态岸线改造,控

制入海河流污染,改善湾内水体质量,提高海湾整

体生态环境水平和景观功能,促进大连市滨海旅游

经济发展。目前凌水湾综合整治修复项目正有序

进行中,现已完成大连海事大学进港航道左侧护岸

建设、凌水河下游至入海口区域整体清淤、污水管

网改造和截污纳管等工作,彻底解决凌水河下游的

河道污染问题,即将完成凌水河下游和入海口生态

景观建设、海湾清淤、沙滩岸线恢复以及雕塑景观

公园建设等工作。

普兰店湾新区岸线整治和清淤项目是由原国

家海洋局经费支持的2010年度海域海岸带整治修

复项目,位于普兰店湾湾顶。项目一期现已完工,

普兰店湾湾顶的围海养殖池被拆除,海湾纳潮量增

加,普兰店湾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2 存在的问题

随着大连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海洋

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

大连市海岸线的整治修复提供持续资助并开展大

量工作,但多年的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破坏非朝夕可以恢复。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3个方面。

2.1 自然岸线缩减

目前大连市累计填海超过100km2、围海超过

600km2,大规模的围填海活动导致大量自然岸线

的人工化。根据遥感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大连

市大陆海岸线总长1420km,其中原生自然岸线

319km,仅占22%;整治修复后具有生态功能的岸

线152km,占11%;人 工 岸 线949km,占 比 高

达67%。

2.2 海湾和滩涂湿地面积锐减

海湾资源丰富且生态系统相对独立,但潮交换

能力差,环境容量小。大连市共有海湾30余个,大

连湾、普兰店湾和大窑湾等著名海湾的综合开发利

用活动方兴未艾,中小尺度的河口湾以养殖业和盐

业等为主。目前人为开发利用活动导致海湾萎缩

甚至丧失,海湾面积锐减,湾口束狭或截弯取直改

变海湾潮流系统,导致海底淤积严重,生态功能衰

退。目前太平湾、复州湾、葫芦山湾、普兰店湾、金

州湾、双岛湾、龙王塘湾、大窑湾和青堆子湾等均有

程度不等的萎缩,与1990年相比,普兰店湾面积减

少23%,大连湾面积减少8%,大、小窑湾面积减

少35%[7]。

此外,人为开发利用活动使滩涂湿地面积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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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对其生态功能和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部

分生物的栖息环境和产卵场等遭到破坏,渔业资源

衰退,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

2.3 沙坝-潟湖等珍稀地质景观受损

沙坝-潟湖属于滨岸堆积地貌体,是典型的珍

稀海岸,具有较高的科研和景观价值。大连市比较

典型的沙坝-潟湖体系有3处,分别是浮渡河口、瓦

房店温坨子和金州杏树屯。20世纪90年代以来,

粗放的海洋开发利用方式破坏了原生的沙坝-潟

湖以及维持沙坝-潟湖体系的输沙动力环境,导致

沙坝-潟湖形态发生严重变形。

3 亟待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的典型区域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根据现场实地踏

勘,确定3处应予重点关注和支持的海岸线整治修

复典型区域。

3.1 大潮口

大潮口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北部海岸,风景优

美,沙滩优良,游客众多,具有发展滨海旅游业得天

独厚的优势。由于海洋开发利用方式粗放,原有的

沙滩被2条大坝人为割裂,围海养殖占用海域和湿

地面积43hm2,海岸线和湿地的生态环境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和破坏,迫切需要整治修复和恢复原

貌,同时提升旅游景观价值。

大潮口整治修复项目主要包括滨海生态廊道

建设、河口湿地公园建设、生态岛礁恢复和人工堤

坝拆除等。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提升滨海沙滩资源

价值,美化河口湿地景观,提高海湾综合环境质量,

满足公众亲海休闲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3.2 金州湾南岸

金州湾是大连市渤海沿岸最大的海湾,海域宽

阔呈椭圆形,海岸线北自金州区大魏家镇荞麦山,

南至甘井子区黄龙尾咀,长约74km。金州湾南岸

曾经风景优美、游客众多,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毛

茔子垃圾场建设以来,滨海环境急剧恶化,周边数

千米范围内经常弥漫特殊气味,众多人为构筑物破

坏仅存的沙滩浴场,亟待整治修复。

金州湾南岸整治修复项目主要包括沙滩养护、

基岩岸线修复、景观岸线建设和滨海生态公园建设

等。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提升滨海景观资源价值,

提高海湾综合环境质量,满足公众亲海休闲需求,

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3.3 普兰店湾

普兰店湾是大连市渤海东岸的重点海湾,湾口

朝向西南,面积为530km2,是渤海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已开展一期整治修复项目,但由于

资金投入体量较小,不能对海岸线整体带来本质上

的改善。与此同时,普兰店湾内仍存在大量的围海

养殖,导致海湾纳潮量和海水交换率下降明显,生

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亟待重点整治修复。

普兰店湾整治修复项目主要包括退养还滩、滨

海绿道建设和湿地重建等,打造生态岸线和绿色岸

线,形成独特的海湾型景观走廊,营造怡人的滨海

休闲旅游氛围,促进滨海旅游业发展。

4 推进大连市海岸线整治修复工作的对策

建议

4.1 尽快实施《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目前正在编制的《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构建了大连市海岸线分类管控制度,即根据海

岸线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科学划定严格保

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3类岸线:①将自然形态保

持完好、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显著的海岸线划为严

格保护岸线,禁止构建永久性建筑物、围填海、开采

海砂和设置排污口等损害海岸线地形地貌和生态

环境的活动;②将自然形态保持基本完好、生态功

能和资源价值较好以及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海岸

线划为限制开发岸线,严格控制改变海岸线自然形

态和影响海岸线生态功能的开发利用活动,预留未

来发展空间,严格海域使用审批;③将人工化程度

较高、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海岸线划为优化利用岸

线,主要包括工业、城镇和港口航运设施等所在岸

线,集中布局,确需占用海岸线的建设项目应严格

控制占用长度,提高投资和利用效率。

尽快编制完成《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并发布实施,对大连市海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4.2 建立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库

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库,并

上报自然资源部。以“蓝色海湾”和“生态岛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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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载体,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海岸线整

治修复项目。通过建设海洋公园、清理拆除人工构

筑物、退养还滩、退圈还海、清淤疏浚和建设生态廊

道等多种方式,重点整治修复破碎化严重、功能退

化和集中连片海岸线,建立陆海统筹和标本兼治的

综合整治修复模式,尽量保持海岸线的自然风貌和

文化特色。探索建立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的多元

化融资机制,吸纳各类社会资本积极投入项目建

设,加强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完善项目运行

机制。

4.3 开展渤海海岸线整治修复专项工程

大连市应紧跟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工作形

势,积极申请国家资金支持,在2020年前完成渤海

区域大潮口、金州湾南岸和普兰店湾的整治修复工

程,在完成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任务的同时,达到

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目标,改善海岸线生态环境,促

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4 建立围海养殖占用海岸线的退出机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大连市因养殖或晒

盐累计围海超过600km2,占用大量的海岸线,目前

海岸线资源已十分紧缺。作为典型的海洋城市,大

连市未来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更离不开海岸线。围

海养殖等生产方式低效且粗放,必须停止审批围海

养殖用海,同时在保障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基

础上,建立围海养殖占用海岸线的退出机制。

5 结语

本研究总结大连市海岸线开发利用和整治修

复的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亟待开

展海岸线整治修复的典型区域和推进海岸线整治

修复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7年大

连市大陆海岸线总长度增加169km,原生自然岸线

缩减378km,缩减率超过50%;2000—2007年原生

自然岸线保有率由55%下降到29%,此后下降速度

逐渐放缓;2010年以来大连市开展凌水湾和普兰店

湾等海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

仍存在自然岸线缩减、海湾和滩涂湿地面积锐减以

及珍稀地质景观受损等问题;目前大连市亟待开展

大潮口、金州湾南岸和普兰店湾等典型区域的海岸

线整治修复,并应尽快实施《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与

利用规划》、建立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库、开展渤海

海岸线整治修复专项工程以及建立围海养殖占用

海岸线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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