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　 第６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１０９　　 　

我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初步研究
杨传霞

（海洋出版社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４；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杨传霞，电子信箱：ｃｈｕａｎｘｉａｙａ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缓解我国海洋环境压力，维护海洋生

态和促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紧迫任务。文章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中面临的资源

和环境问题，指出了开展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海岸带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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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集中了资

源、人口、经济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对全球每一个

沿海国家来说，健康的、协调发展的海岸带经济都

是所要追求的目标。海洋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对

海洋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近岸海域

的海洋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海洋开发与保

护的矛盾无法回避，资源环境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

发展的“瓶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何才能更有

效地保护环境，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进

步，正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加强海洋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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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形成节约集约利用海

洋资源和有效保护海洋环境的发展方式，是实现沿

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

务［１－３］。对海岸带地区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

调查与科学评价，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基础性、

前提性的工作，对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１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国家战略和区域

性经济发展规划的思想总纲和深刻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

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建设海洋强

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维

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

近年来，沿海省、市、自治区均制定了区域性经

济发展规划，例如海南省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规划》等。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家海洋局出台了《国

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作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

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务院批准了多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全

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实施陆海一体化开

发，促进陆海统筹发展，体现了“五位一体”的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和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２　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与评价

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保障

２１　资源环境承载力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状态或

条件下，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环境系统

结构不发生质的变化、环境功能不遭受破坏的前提

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

济活动的能力。

２２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检测预

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

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国务院审定同意的《关于建

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总体构想和

工作方案》也要求，科学衡量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承载能力，有效解决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问

题。２０１４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过去能

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

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以上文件充分反映了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对于解决资源环境面临的重大

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

以说，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研究与综合评价是一项

“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工作，开展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调查研究与综合评价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来说，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２３　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紧迫性

落实沿海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实

现《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其中的关键点之一是需要全面地、

持续地聚焦其中的资源问题以及环境要素。无论

是沿海地区的土地规划，还是海洋功能区划，其实

都不仅仅是对海岸带空间进行规划的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如何对海岸带地区的资源和环境进行合理

分配、利用和管理的问题。开发与利用不能超过资

源环境的承载力，发展必须以可持续为前提，任何

时候都要把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作为开发与利用的

前提条件，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海岸带

地区因为陆海相互作用强烈，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等多种作用力交互影响，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开发

和利用若不当，则将带来更加复杂的环境负效应，

修复将会十分困难。因此，加强海岸带地区的资源

和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合理制定开发利用规划和

科学决策提供基础支撑，是十分紧迫的需求。

进行先导性的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可

以指导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的决策。尤其对于目前

来说，各地区正在制定和落实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

规划，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根据全面翔实

的资源状况和开发基础信息，进行先导性的资源环

境承载力调查与评价工作，那么就能以资源环境信

息为支撑，指导规划制定和调整，协调好关于空间

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问题，从而实现资源的综合利



第６期 杨传霞：我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初步研究 １１１　　

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规划制定初期

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重视不够，在实际工作推

进时，就会发现处处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制而

举步维艰，不仅规划无法顺利实施，还需要修复被

破坏的生态环境，付出的代价将是很沉重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不仅对规划初期具有重

要的意义，在规划实施的任何阶段进行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评价，了解区域的资源环境容量和承载情

况，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

极限的，要坚决尽快地采取措施，减轻资源和环境

的承载压力，并且根据评价情况，采取合理有效的

修复手段，以防造成更大的不可弥补的资源和环境

破坏。对于目前尚在承载力范围之内的，仍然要高

度重视，不要等到碰触红线再走回头路，等造成资

源环境破坏后再来修复，就要付出不应有的代价。

始终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海洋开发和利用的

一把尺子，存敬畏之心，不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

能力，不挑战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科学合理地

开发和利用，才能更好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３　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研究与综合

评价的主要方面

开展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调查以及区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制定合理的保有指标。根据环境

资源评价的问题确定对资源环境使用的限制性要

求，明确资源环境开发的规模和布局，规避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较差的区域，合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相对较高的区域。沿海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超负荷现象突出集中在海岸带土地利用和海洋功

能区规划、重大工程建设、海洋环境、防灾减灾、海

洋资源开发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重点加强资源环境

承载力调查研究与综合评价，以期为科学开发海洋

资源、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３１　海岸带土地利用和海洋功能区规划

我国海岸带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开发利

用程度很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围填海成为利用海域资

源、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

径［４］。近年来沿海各地掀起了围填海的热潮，如江

苏省规划对沿岸潮间带和潮下带滩涂、高程在理论

基准面２ｍ以上的海域滩涂进行围填开发，计划到

２０２０年，规划围填１８万ｈｍ２ 的海域滩涂；河北曹妃

甸地区规划填海造地面积为３５０ｋｍ２，目前已经完

成了近３００ｋｍ２；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围填海总面

积为８６００ｈｍ２。

目前，围填海大规模快速推进，但是缺乏科学

规划的围填海活动数量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

了破坏海域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例如围填海侵占

了滨海湿地、河口和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等现象。原

因是围填海者没有生态系统的概念，没有意识到科

学论证和规划的重要性；或者受经济利益驱动，抓

工程、赶进度，无视环境要求，结果不少围填海工程

实施不久即发现面临严重的地质灾害、生态破坏等

问题，结果不只是对围填海区域的生态环境，而且

对邻近区域的海洋环境也造成破坏，比如海洋沉积

动力的改变以及侵蚀、淤积等问题。如果能在工程

开展之前就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统筹安排

各有关行业用海，则会大大减少生态破坏的程度，

达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海域可持续利用，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目的。

３２　环境调查与评价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成为了制约沿

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岸水体和

沉积物污染问题突出。据《２０１５年中国海洋环境状

况公报》，实施监测的４４５个陆源入海排污口中，３

月、５月、７月、８月、１０月和１１月监测的入海排污口

达标排放比率分别为４４％、４７％、５２％、５１％、５２％

和５２％，全年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

数的５０％，较上年有所降低
［５］。近岸海域营养盐结

构失衡，导致有害藻华频发。近１０年来，我国近岸

海域赤潮暴发越来越频繁，危害面积也不断扩大；

美丽的海滩因为浒苔暴发而变成绿油油的“草原”，

旅游资源遭到很大破坏。这些严重的生态问题，对

于公众来讲，再也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红树林作为

“海底森林”，都发挥着维护海岸生物多样性和资源

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扩

大湿地面积，提高相应科学研究水平，列为我国政

府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战略指标。虽然目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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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保护区等形式对滩涂湿地、红树林保护做了

很多的工作，但是常常“这边保护，那边开垦”，现存

湿地、红树林仍然面临不断减少的威胁。

海岸带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丧失，必然导致污染

加剧、区域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和水产资源等受

到严重威胁。加强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

价，为海岸带的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修复措施和决

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持。

３３　海岸带重大工程建设

海岸带地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众多而集中，其

稳定性和安全性对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至关

重要。２０１３年“１１．２２”黄岛石油管道爆炸事件造成

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重大的环境污染。我国目前

已建成运行的核电机组１１座，在建机组１７座均分

布在海岸带地区。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惨痛的

教训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海岸带区域灾害风险的科

学评估。我国海岸带已建成的风电场（区）有３２个，

风电装机容量达１０１４ＭＷ
［６］。尤其对地层条件复

杂的滩涂和浅海地区的海岸带重点工程项目，需要

对区域地质稳定性、水深地形和动力环境、工程地

质、海床基蚀淤等做全面调查和评估。

３４　环境监测与防灾减灾

海岸带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区域环境带来的

压力，如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海岸带水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地面沉降、生态退化等，成为越来越严重

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大范围、长期地影响人类的

生活和社会经济开发活动，严重影响了海岸带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灾害均与区域环境和资源开

发活动密切相关。开展区域综合环境承载力和各

类灾害调查评价，是保障沿海经济安全发展的基础。

３５　海洋资源开发

海岸带地区海洋资源极为丰富，广泛分布着渔

业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开发利用这些海

洋资源，对于海岸带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查清这些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资源储

量，对拟开发区域的环境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评

价，从而对资源的开发进行利用科学地、系统地规

划，才能实现海岸带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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