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海岸侵蚀监控促进海域使用合理开发

严伟祥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121 570204)

摘要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家提出建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

监测管理系统，以便及时掌握海域使用及其时空动态变化状况，有效使用海域资源，使其发挥

最佳利用效益。介绍了海南海岸侵蚀的状况，分析了造成海岸侵蚀的原因，提出了切实落实国

家海域动态监管方案和加强海岸侵蚀监控、促进海南海域使用管理的对策措施，对加强海南省

海域使用管理工作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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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海域使用监管系统是国家加强海域

管理的重要举措

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有300万km2，占我国

国土总面积的24％，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资源，也

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近年来，我国海

洋经济发展迅猛，海域使用需求持续增长，2007

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已达到24929亿元，比

2006年增长1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 1％。全

国海洋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海域使用的

迅速扩展对国家海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颁布以来，我国开始全面进行海洋功能区

划、海域使用申请审批和海域有偿使用三项制度

的落实工作，国家和地方海域管理部门为规范用

海秩序、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加快海洋经济发展

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海域管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有效缓解了海域使用过程中“无序、无度、

无偿”状况。截至2007年底，全国沿海省(市)

仅填海造地面积达48 704 hm2，填海造地项目用海

面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虽然海域使用管理工作

在法律上有了依据和保障，但由于目前监视监测

手段比较落后，难以对海域空间资源、海洋功能

区和近年来填海造地等用海项目实施有效监控，

以致于海域使用的现状与动态不清，用于海域管

理的基础信息匮乏，海域动态评价与决策支持等

高层次信息服务更无从谈起。不合理用海现象突

出、资源浪费严重、重要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日

渐突显，已经严重阻碍了海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

长。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海洋管理部门迫切需要

国家建立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提高

海域使用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在此情况下，国家提出建立海域使用动态监

视监测管理系统，以便及时掌握海域使用及其时

空动态变化状况，有效使用海域资源，使其发挥

最佳利用效益。具体包括：(1)实时、准确获取

海域使用信息，保持有关数据的现势性并及时更

新，为国家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域资源利

用规划等宏观决策提供可靠、准确的依据。(2)

对违法或涉嫌违法用海的地区及其他特殊情况进

行快速的日常监测，为违法用海查处和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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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提供依据。(3)寻求达到海域使用最佳整体

效益的配置方案，以满足和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

对用海的需求，进一步拉动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地

发展。(4)确定海域持续利用方式，以促进海域

资源的保持和利用。(5)建立和完善海域管理的

数字化、可视化及网络化的信息表达方式，实现

海域使用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和规范化。(6)

为涉海公众提供海域使用数据、图件和技术信

息，全面服务社会。

二、海南省海岸侵蚀情况严重 图2临高金牌港北部侵蚀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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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灾害，造成9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7亿元，

占1989年全国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总数(50亿

元)的一半以上，这一数字对海南省来说的确是

惊人的。

2005年9月26日04时30分，32年来影响海南岛

最强的台风“达维”在万宁市山根镇一带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风速45 m／s，系统最强时中心最大

风速为55 m／s，中心气压930 hPa。“达维”给海

南省造成了特大海洋灾害，经海南省三防办最终

核实，全省共有l8个市县222个乡镇630．54万人受

灾，倒塌房屋3．2l万间，损毁船只673艘，冲毁崩决

海塘堤防及其他海洋工程66．314 km，水产养殖损失

8 782 hm2，死亡25人，直接经济损失1 16．47亿元。

其中，全省海洋经济总损失ll l 903．82万元，经济

损失占当年全省GDP约13％。随着海南岛沿海经济

的高速发展，因灾害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

势。

5．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南省海岸侵蚀

监测结果表明：中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

率为2．5 mm／a，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南海海平

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4 mnda。2007年，南海海平面

比常年高65 mm，比2006年低19 mm，季节性变化

趋势接近于常年，但3月和n月海平面分别比常年

同期高107 mm和129 mm。近30年来南海海平面总

体上升了72 mm(图3)，预计未来lO年，南海海

平面将比2007年上升30 l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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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海南沿海海平面比常年高92 mm，比

2006年低15 mm。预计未来10年，海南沿海海平面

将比2007年上升33 mm。2007年，海南沿海月平均

海平面均高于常年，3月和1 1月，海平面异常偏

高，分别比常年同期高141 niln和143 mm(图4)。

图4海南沿海月平均海平面变化曲线

全球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南沿海

的海岸侵蚀状况，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和

生活。乐东县龙栖湾村附近海岸在11年内后退了

约200 m，数十间房屋被毁，村庄随海岸变化而3

次搬迁，村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图5)。

图5海南龙栖湾海岸侵蚀

异常气候事件多发生于季节性高海平面期

间，极易加重海洋灾害。2007年3月，渤海和黄海

的海温较常年同期分别偏高1．1℃和1．8。C，海平面

较常年同期分别高102姗和148 mln。同年3月初，

中国东、北部沿海遭遇了196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

温带风暴。此次风暴潮恰逢天文大潮和暖冬之后

的异常高海平面，使风暴潮的破坏力异常加大，

给渤、黄海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损失，仅辽宁、

河北、山东三省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40亿元。

4．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也是导致海岸侵蚀

的重要因素

2006年9月，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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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海南省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就滨海房地产建设

对全省海岸生态环境影响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形

成了《关于滨海房地产开发对我省海岸生态环境

影响的调查与建议》的提案。提案透露，2002年，

三亚市为把三亚湾建成度假型房地产基地，对原有

的基岩、沙岸、珊瑚礁、红树林等海岸生态进行了

大规模清除，此举严重破坏了区域的生态环境，

导致了三亚湾海岸侵蚀加剧，岸线后退明显。自

2002年以来，三亚湾岸线以平均l～2 riga的速度向

近岸推移，20世纪50年代于三亚湾海坡段海岸修

筑的碉堡，几年前距离最高潮位线约有四五米，

如今已轰然倒塌掉进水里。滨海房地产发展过

猛，海岸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影响远不止于此。

生活污水直排、间排大海现象，对海岸生态环境

造成了较大的污染。沿岸挖沙、低位养殖场的大

面积开发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加剧了岸线

侵蚀程度。

三、建立建全海岸侵蚀监控网络系统

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和海洋经济的快

速发展，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连续增长的亮点

区域，然而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背后却给人们或多

或少地留下困惑——海域资源破坏、海岸侵蚀加

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逾突出。因此，如何在

有效控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恶化加剧趋势的前提

下，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

1．切实落实国家海域动态监管方案

国家海域动态监管方案要求，在现有人力资

源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上，以卫星遥感、航空遥感

和地面监视监测为数据采集的主要手段，实现对

我国近岸及其他开发活动海域的全覆盖、高精度

实时监视监测；以先进、实用和可靠的数据传输

与处理技术，实现监测数据的完整、安全和及时

传递；以政府管理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由海

域使用动态监控与指挥办公、海域使用动态监视

监测业务管理、海域动态评价与决策支持三个应

用系统组成的可长期、稳定、高效运行的国家海

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建立国家、省、

市、县四级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业务体系，形

成业务化运行机制；通过本业务化系统的运行，

确保我国各级海域使用管理部门能实时把握国家

海域使用动态，缩短行政审批周期，适时制定或

调整我国的海域使用管理政策，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办公数字化、管理规范化和决策科学化。同时

确保社会公众能及时了解我国的海域使用管理政

策和海洋开发现状，促进海洋开发的合理有序、

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

2．全面加强海岸侵蚀监测

海南海岸侵蚀监测宜采用常规监测与灾害实

时监测相结合的方法，每年夏、冬两季对区域海

岸侵蚀岸段进行海岸线DGPS实测，确定岸线位

置、侵蚀范围与强度，并现场记录岸滩地形地貌

特征的变化、海岸侵蚀损失状况等影像；对热带

气旋过后，风暴潮、海浪造成的海岸侵蚀进行实

时监测，及时掌握侵蚀区域海岸线位置变化、侵

蚀范围、岸滩地形地貌特征的变化和海岸侵蚀损

失状况等。

5．加强海洋工程项目监管力度

围海造地中存在或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1)单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难以准确反映围

海造地所造成的后果。近几年海南省批准的填海

造地项目用海一般都在50 hm2以内，由于项目本身

相对于整个海湾来看，规模较小，通过海区水动

力与泥沙运动数字模拟或物理模拟分析，填海形

成陆地后对邻近海区的水动力、泥沙运动规律影

响较小，但在同一海区，特别是海湾口门敏感地

区，若这种小规模的填海造地项目过多，集中起

来对海区所产生的影响就大了，而这恰恰是单个

项目论证中被忽视的问题。(2)海域论证的综合

评价往往被眼前的经济发展目标所迷惑。执行海

域使用管理以来，尽管对围海造地项目的审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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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慎，坚持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从自然条

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以及对邻近产业影响等

多方面综合评价，但是在评价的过程中，由于项

目本身规模不大，对项目临近海区的自然条件、

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的经

济发展目标就会无形中放大，综合评价的结论自

然是利多弊少。(3)新造一地，可能波及周边甚

至毁掉另一地。围填海造地这种改变海域自然属

性的海域使用常常会引起诸如海岸侵蚀之类的后

果，严重时会造成沿岸农田、房舍等沉入海底。

为了造一块新的陆地而使原有的陆地丧失，这种

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加强对围海造地的规划与管理，目前全国仍

处于探索实践阶段，结合海南省实际，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1)对海湾地区或海域敏感区实施围海造地

“战略论证”。 “战略论证”由地方政府牵头，

从总体布局出发，综合论证所有围填海项目给海

洋环境造成的系统影响，甚至叠加效果。这样，

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围填海实施后可能对海洋环境

产生的影响。

(2)对围填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综

合论证”。也就是说，一定要充分考虑围填海之

后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水文动力环境的重

大改变、环境容量的重大损失、海洋生态承载能

力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等一系列环境问

题，以及围填海项目的选址、规划、布局合理性

等。要加强对围填海项目施工过程中环境影响、

环保情况的跟踪评估。

(3)继续坚持“以项目带海”的原则，从严

审批围海造地项目。海南省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从

严审批嗣填海项目，要求临海围填项目必须是与

陆域相衔接的或者是必须使用海域才能建设的项

目，海域使用必须“以项目带海”，无项目用海

需求，不得围填海。

(4)组织开展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这是

国家海洋局目前正在进行的～项工作。海南省是

国家指定的三个试点省份之一，相信通过试点工

作，一定会对海南省管理围填海工作有所帮助。

(5)加强对填海项目的监督管理，规范填

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工作，促进海域使用规

范化、制度化建设。把填海项目的审批和验收有

机结合，改变重论证轻管理局面，从过去单一项

目监测向区域用海监测转变。对重大区域性填海

项目，如开发建设填海较大区域的洋浦经济开发

区，建议设立长期海域使用动态监测点，并侧重

建立海岸线侵蚀变化影响数据库，以促进海南省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海洋开发宏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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