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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青岛市最新遥感影像和海域权属数据,从海域使用率、用海类型、用海方式、海岸线

开发强度和海域开发强度等方面,客观分析青岛市海洋空间开发现状及其强度,并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青岛市的用海类型基本齐全,用海多样性南高北低,用海规模不均衡,

用海方式以开放式为主;海洋空间开发活动集中于海岸线及其临近的海湾、滩涂和浅海区域,即墨

区、市区和黄岛区的海岸线开发强度为超载,且近岸海域开发强度亦为超载或临近超载;应通过岸

线分级分类管控、生态化改造和发展海洋生态牧场等方式,提升青岛市海洋综合利用效益和海洋

空间资源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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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latestremotesensingimagesanddataofseaareaownership,thispaperan-

alyzedthemarinedevelopmentstatusandthecarryingcapacityofQingdaofromtheaspectsofsea

areautilizationrate,seausepatternandtype,coastlineandmarineexploitationindex,etc.,and

madetargetedrecommenda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thetypeofseausetypesinQingdaowas

basicallycomplete,whilethediversityindex washigherinsouththanin north.Marine

developmentactivitieswereconcentratedonthecoastlineandnearbybays,tidalflatsandshallow

seaareas,resultinginoverloadingofcoastalexploitationindexoftheJimoDistrict,theurbanDis-

trictandtheHuangdaoDistrict.Itwassuggestedthatthecomprehensiveutilizationefficiencyof

Qingdaoseaareasandthecarryingcapacityofmarinespaceresourcescouldbeimprovedby
meansofclassifiedmanagementandcontrolofthecoastline,ecologicaltransformation,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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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fmarineecologicalpasture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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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

深入推进,沿海地区对海域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增

强,海域资源利用类型的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海

湾、滩涂和岸线等稀缺资源与低效开发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海洋是重要的基础资源,在为人类生产

生活提供物质资料的同时,对区域生态系统发挥不

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海洋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1]。因此,全面掌握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

综合评估海洋空间资源承载能力,将海洋空间资源

开发利用活动控制在合理的承载范围之内,是新时

期海洋国土空间规划亟须解决的问题。

青岛市处于山东省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

位置。本研究以青岛市海域使用权属数据为基础,

客观分析青岛市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并基于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行)》[2]

(以下简称《试行方法》)中的指标参数和阈值标准,

探究青岛市海洋空间资源承载力水平,以期为提高

青岛市海域综合利用效益和资源承载能力提供

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范围

海域使用现状采用2019年最新遥感影像和海

域权属数据。海岸线数据采用山东省人民政府

2008年公布的管理岸线,岸线属性依据最新遥感影

像进行解译获得,并提取围塘堤坝岸线、防护堤坝

岸线、工业与城镇岸线和港口码头岸线的位置和长

度。海洋功能区划数据采用《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以下简称《区划》)的矢量数据。

研究范围为沿海岸线北起丁字湾顶交界河的

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南至王家滩甜水河,向海至山

东省海洋功能区划外部边界。同时,以《山东省海

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将青岛市海域划分为

即墨区、崂山区、市区以及黄岛区4个海域评价

单元。

2 青岛市海域使用现状

2.1 用海类型及其多样性

海域使用率主要表征海域空间开发利用程

度[3],以管理岸线向海一侧项目用海面积与研究海

域面积的比值表示。目前青岛市海域使用率较低,

仅为5.61%,开发潜力较大。其中:即墨区海域使

用率最高,达到11.47%;市区、黄岛区和崂山区的

海域使用率依次递减,分别为9.19%、3.76%和

2.21%。与全国海洋开发的空间分布特征相似[4],

青岛市海域开发利用活动主要集中于海洋功能区

划近岸近海线向陆一侧的滩涂和浅海水域,开发利

用面积超过项目用海总面积的91%,近岸海域使用

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区、即墨区、黄岛区和崂山区

(图1)。

图1 青岛市海域使用率

青岛市海域开发整体上呈现北部以渔业、城镇

建设和旅游娱乐为主,南部黄岛区以渔业养护、港

口码头建设、临港工业和滨海城镇为主的格局。海

洋空间开发利用活动类型涵盖《海域使用分类(HY/

T123—2009)》所确定的9个用海一级类和24个用

海二级类[5]。

有学者综合考虑海域使用类型数量和各类用

海面积,运用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度量我国和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海活动的多样化状

况[6-8]。多样化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GM=1-

n

i=1
a2

i

(
n

i=1
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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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为研究区域内第i类用海的面积;n 为海域

使用类型(二级类)总数。

多样化指数GM的取值范围为0~1。当i=1
即研究区域内只有1种类型的用海活动时,GM 的

取值为0;当用海类型数量增加或各类型用海活动

的规模相似时,GM 的取值相应增加并趋近于1。

计算青岛市海域使用多样化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青岛市海域使用多样化指数

地区 GM

即墨区 0.28

崂山区 0.30

市区 0.61

黄岛区 0.61

青岛市全域 0.56

青岛市用海类型基本齐全,但用海结构规模并

不均衡,海域开发利用活动以渔业用海和造地工程

用海为主,分别占项目用海总面积的62.91%和

18.42%,海域整体使用效益一般,用海多样化指数

约为0.56;南部市区和黄岛区的用海类型和规模相

对均衡,用海多样化指数较高,均超过0.60;北部即

墨区和崂山区由于渔业用海占比较高且用海类型

数量较少,用海多样化指数较低。

2.2 用海方式和规模

青岛市海域的用海方式以开放式为主,约占用

海总面积的49.42%;围海主要包括围海养殖、港池

和蓄水,集中分布于即墨区和黄岛区,分别占围海

总面积的43.76%和27.13%;填海造地用海在各海

域均有分布,约占用海总面积的25.11%,其中市区

和 黄 岛 区 的 占 比 较 高,分 别 占 填 海 总 面 积 的

57.97%和31.20%,主要用于港口、城镇、基础设施

和临海工业建设;构筑物和其他用海的占比较低,

分别约占用海总面积的2.03%和1.69%。

3 青岛市海洋空间资源承载能力评估

近年来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受到众多学

者关注。曹可等[9]构建海域开发利用承载指数,并
以津冀海域为例开展评价研究;张晓昱等[10]探究连

云港沿海3个县市的承载力水平,并针对超载因子

提出对策建议;赵蕾等[11]对昌黎县海洋空间资源承

载力和海洋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估,提出须加强污染

源控制,减少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本研究采

用的评估指标及其依据均基于《试行方法》,旨在以

《区划》为基础,构建海岸线和海域开发利用标准,

客观评估青岛市海洋空间资源承载能力。

3.1 海岸线开发强度

海岸线开发强度主要表征海岸线空间资源承

载状况。以不同岸线开发利用类型所对应的长度

及其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为度量值,以海洋

功能区划确定的岸线允许开发程度为标准,构建海

岸线开发强度指数:

S1=

4

i=1
qilmi


8

i=1
wili

式中:li为评估单元内第i类海洋功能区毗邻的海

岸线长度;wi为第i类海洋功能区允许的海岸线开

发程度;lmi为第i类人工岸线的长度,包括围塘堤坝

岸线、防护堤坝岸线、工业与城镇岸线和港口码头

岸线;qi为相应类型人工岸线的影响因子。

海岸线开发强度分级如表2所示。

表2 海岸线开发强度分级

评估依据 评估结果

S1≤0.9 可载

0.9<S1<1.1 临近超载

S1≥1.1 超载

青岛市海岸线开发强度如表3所示。

表3 青岛市海岸线开发强度

地区 S1 评估结果

即墨区 1.29 超载

崂山区 0.66 可载

市区 2.03 超载

黄岛区 1.10 超载

青岛市全域 1.24 超载

市区作为青岛市中心城区,建制镇众多,配套

设施相对完善,各种人工岸线种类齐全,工业与城

镇建设岸线以及港口码头岸线的占比较高,因而海

岸线开发强度最大且超载。即墨区和黄岛区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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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开发强度同样较高:即墨区丁字湾、栲栳湾、横

门湾和大桥湾等区域围塘堤坝岸线的占比较高,渔

业开发较多;黄岛区近年来城镇发展较快,尤其是

董家口港区集中建设以及传统渔业养殖不断发展。

崂山区大部分基岩岸线得以保存,人工岸线占比最

低,海岸线开发强度适宜。

3.2 海域开发强度

海域开发强度主要表征海域空间对海域开发

利用活动的承载程度。以不同类型用海活动的规

模及其资源耗用系数为度量值,以《区划》确定的海

域开发利用允许程度为标准,构建海域开发强度

指数:

S2=

8

i=1
hiai


n

i=1
HiAi

式中:hi 为第i种用海类型的资源耗用系数;Hi 为

第i类海洋功能区允许的海域开发程度;Ai 为研究

区域第i类海洋功能区的面积。

依据《区划》,青岛市除矿产与能源区外,其他

基本海洋功能区均有所涉及。其中,农渔业区和港

口航运区的占比较高,分别约占海域总面积的72%
和13%,表明青岛市海域的主要功能定位为渔业生

产和港口航运。近岸海域的基本功能定位则略有

不同:①旅游休闲娱乐功能区的占比大幅增加,约

占近岸海域总面积的18%,而农渔业区的占比下降

至约42%;②在区域功能上,市区以海洋保护、港口

航运和保留区为主,崂山区以农渔业和旅游休闲为

主,即墨区和黄岛区以农渔业、旅游娱乐和港口航

运为主。

海域开发强度分级如表4所示。

表4 海域开发强度分级

评估依据 评估结果

S2≤0.15 可载

0.15<S2<0.30 临近超载

S2≥0.30 超载

青岛市海域开发强度如图2所示。

青岛市海域开发强度整体较适宜,但近岸海域

开发强度较高。除崂山区近岸海域开发强度为可

图2 青岛市海域开发强度

载外,其他地区近岸海域均为临近超载或超载。其

中,市区近岸海域开发强度超过0.75,超载情况较

为严重。

究其原因,可概括为3个方面。①开放式养殖

和人工鱼礁等对海洋资源影响较小的用海活动占

项目用海的绝大部分,因此青岛市管辖海域的平均

海洋资源耗用系数小于功能区允许的平均开发程

度,海域自然属性改变较少,整体承载能力较高;

②项目用海总面积远小于评估单元内功能区划总

面积,海域使用率较低,较大程度地拉低海域开发

强度指数;③港口、临海工业和造地工程等资源耗

用系数较高的用海活动主要集中在市区、黄岛区和

即墨区等近岸海域,导致上述海域开发强度过高。

4 建议

《试行方法》采用“短板效应”,即当评价单元内

某一项指标超载时,认定综合承载能力超载,故海

岸线开发强度是导致青岛市海洋空间资源超载的

限制性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从3个方面

提升青岛市海洋空间资源承载能力。

4.1 控制海岸线开发规模

主要控制围海养殖、城镇和港口建设规模。明

确可长期作为养殖使用的海岸线以及可用于退围

还海的海岸线,在保障渔民用海需求的同时,有序

推进近岸海域的退养还海(滩)和开堤通海等,逐步

退出已占用的优质岸线。加强对低效和受损岸线

的整治修复,如拆除和清理海滩和岸滩工程废弃

物,清理河口和海湾淤泥,疏通湾内潮汐通道,提升

岸线生态功能,拓展公众亲海空间。

4.2 建立海岸线分类保护与综合管理机制

根据海岸线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开发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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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岸线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3个

类别,并制定差异管控要求。集中布局确须占用海

岸线的建设项目,优化海岸线开发利用格局,优先

利用已有港口岸线资源,严格控制新建港口占用岸

线尤其是自然岸线,提高投资力度和利用效率,提

升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综合价值。

4.3 发展离岸生态养殖

近岸养殖尤其是海湾养殖存在占用岸线多、养

殖密度大、易引发灾害和过度损耗生物资源等问

题,应大力发展离岸养殖,拓展深远海生态养殖,构

建科学、生态和高效的牧场渔业发展模式,在保障

渔业产量的同时,提升海域尤其是近岸海域的承载

能力,恢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5 结语

青岛市的用海类型基本齐全,但发展规模并不

均衡,渔业用海占比最大,用海方式以开放式为主

导,超过60%的填海造地用海分布于黄岛区,主要

用于港口与临港工业、旅游基础设施和滨海城镇建

设。海域开发强度基本适宜,但海岸线及其紧邻的

近岸滩涂、海湾和浅海等区域的开发利用活动较

多,且集中分布港口用海、临海工业和造地工程等

资源耗用系数较高的用海活动。除崂山区外,青岛

市其他近岸海域评价单元的海域开发强度表现为

超载或临近超载,海岸线开发强度均为超载。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充分发挥资源环境约束和

倒逼作用,积极发展海洋牧场等对资源耗用较小的

离岸深远海休闲型渔业用海,在保障渔民生产活动

的同时,逐步推进近岸海域退养还海,有针对性地

分批拆除海岸线附近的围海养殖设施,并对生态化

水平较低的人工岸线进行改造,推动海洋渔业由近

岸迈向深远海,降低海岸线和近岸海域开发强度,

提高海洋空间资源承载能力。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超载阈值对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判定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试用方法》中的阈值

确定主要基于专家意见,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绝对

性[12],未与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也未制定符合区域特点的差异化海洋空间资源

开发强度标准,亟须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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