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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业项目用海面积控制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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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福建省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入手，探讨了海洋资源利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

的关系，结合福建省工业项目的用海特点，提出了由海域利用效率、岸线利用效率、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比例、单位面积投资强度４项指标构成的福建省工业项目用海面积控制

指标体系，测算并设立了指标建议值。最后，给出了控制指标的研究结论，并简要分析了指标

值测算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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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布局向沿

海地区转移，各类产业用海规模迅速扩大，项目

用海飞速增长，用少批多、宽报窄用、盲目圈海等

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海洋空间资源的浪费，为

协调保障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必须转变粗放

的用海方式，坚持集约用海，科学合理配置海域

资源。海域空间资源作为稀缺资源，迫切需要科

学、合理地确定项目用海面积。

２０１３年，为协调保障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

系，提高项目建设用海的管理水平，贯彻落实“五

个用海”总体要求，国家海洋局制订了《海洋产业

填海项目控制指标（试行）（征求意见稿）》。在地

方也开展了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的制订工作，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天津市海洋局下发了《天津市

建设项目用海规模控制指导标准（试行）》的通

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河北省海洋局印发《河北省主要

项目用海控制指标》的通知，有效地提高海域了

资源利用效率和海域管理水平。

近年来，福建省海洋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已

成为福建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海洋经济支柱产业基本形成，海洋渔业、

海洋交通运输与仓储业、滨海旅游业、船舶修造

业和海洋建筑业五大主导海洋产业占全省海洋

经济总量超过７０％。

福建近期将重点建设以沿海主要港口为核

心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对接台湾产

业，建设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主要产

业将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工业和城镇用海需

求增加，海洋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用海面临新的

调整与优化，统筹协调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任

务艰巨。加之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大，工业和

城镇用海规模的扩展将加剧对主要海湾的环境

影响。海岸线、海岛、海湾和河口生态系统遭受

破坏的现象依然严重。

鉴于福建省面临的海洋资源利用、产业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形势，制订福建省工业项目用海面

积控制指标来规范用海活动，实现福建省工业用

海面积的定额管理，对促进海域资源的高效集约

利用，提高项目建设用海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

积极作用。

２　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思路和内涵

２１　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思路

不同工业建设项目的布局特点及区块影响

因素，有很大差异，要建立一套适合所有工业建

设项目的控制指标体系，衡量其海域集约利用的

程度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通过海域投入、产出

情况反映海域使用的强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规划

设计指标反映海域平面设计和布局、岸线使用的

合理性［１］。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必须遵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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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１）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

于海域集约利用理论框架，能够科学准确反映出

海域利用和岸线使用的合理性。

（２）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考

虑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考虑数据统计的连贯

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３）针对性原则：根据不同工业用海类型，其

项目用海目的和用海方式均不相同，衡量其集约

度的指标或指标值也不同。

（４）引导性原则：指标体系应具有前瞻性，对

海域利用决策起到指导性作用，能够促进海域集

约、高效利用，引导项目科学用海。

２２　指标适用范围

结合福建省工业发展和用海现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海域使用分类》

（ＨＹ／Ｔ１２３－２００９）等国家或行业标准，参考《福

建省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最终确定本指

标的适用范围为：福建省管辖海域范围内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船舶工业用海、电力工业用海、化

工工业用海（基础化学原料、泡沫塑料、化学试剂

和助剂、石化）、钢铁工业用海、水产品加工业用

海和其他工业用海建设项目。

２３　指标及其内涵

本控制指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工艺、规划设

计、技术和经济水平条件下，控制工业建设项目

用海面积和使用海岸线长度的指标。主要由海

域利用效率、岸线利用效率、单位面积投资强度、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比例４项指标构

成。这些指标可从不同角度反映项目的用海、占

用岸线的集约利用水平［２］。

２．３．１　海域利用效率

定义：指用海项目有效利用的面积占项目用

地和填海造地面积之和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产

业对填海造地在平面上的利用状况，是衡量填海

造地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海域利用效率＝有效利用面积÷

（用地面积＋填海造地面积）×１００％。

有效利用的面积等于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

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露天设备场、堆场、

操作场占地面积之和。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景

观设施用地、娱乐设施用地等面积不属于有效利

用土地面积。

本指标中填海造地面积是指项目填海形成

的有效陆域面积，即填海造地形成海岸线（护岸）

以内的土地面积，是扣除护岸基础占用的海域

面积。

２．３．２　岸线利用效率

定义：指填海造地形成的新岸线长度与原岸

线长度的比值。该指标反映岸线的利用状况，是

反映项目用海是否集约利用海岸线的控制指标。

计算公式：岸线利用效率＝新岸线长度÷原

岸线长度。

２．３．３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比例

定义：指项目用地和填海造地范围内行政办

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

占项目用地和填海造地面积之和的比例。

计算公式：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比

例＝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用土地面积÷

（用地面积＋填海造地面积）×１００％。

当无法单独计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占用土地面积时，可以采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重计算得出的

分摊用地面积代替。

２．３．４　单位面积投资强度

定义：指项目用地和填海造地范围内单位面

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单位为万元／ｈｍ２）。

计算公式：单位面积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

产总投资÷（用地面积＋填海造地面积）。

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海域使用金、填海

成本（工程勘察设计、论证环评及其他评估、填海

造地、征海补偿等费用）、土地出让金（指项目用

地所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基建成本和设施设

备费等。

３　指标测算和指标值确定

３１　测算方法

指标的测算主要有统计分析方法、技术经济

分析方法、依据土地的指标进行推算、专家咨询

等方法。本报告主要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是在对不同项目海域使用现

状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确定不同行业、

不同类型及不同规模的项目所需的必要填海造

地用海面积和占用岸线长度等，据此确定项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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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控制指标。该方法必须在调查并占有大量样

本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３２　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主要是福建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海

洋技术中心组织开展的“福建省产业用海面积控

制指标调研”收集的资料，以及国家海洋技术中

心２０１２年开展“国家产业用海面积控制指标”收

集的资料。测算所采用的数据，一是企业填报的

调查表格，调研组对部分数据进行了现场核实；

二是从企业厂区初步设计方案、厂区用地、用海

和规划许可相关的文书、平面布置图等资料中提

取的数据。

３３　指标测算

工业建设项目用海控制指标值的确定主要

以调研结果为基础，参考已出台的相关控制指标

值，根据福建省划定的海域等别和社会经济情况

进行调整确定指标值。

根据福建、辽宁、山东、浙江、广东５省调研

的结果，计算工业建设项目海域利用效率、岸线

利用效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比例和

面积投资强度，并和河北、天津及全国已出台的

控制指标进行了对比（表１）。

表１　福建省工业项目用海控制指标测算值对比

工业类型 地区
海域利用

效率／％

岸线利用

效率

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

务设施占

地比例／％

面积投资强度／

（万元·ｈｍ－２）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船
舶
工
业

福建 ５９．４０ １．０８ ４．５０ － ２５７６．６ ２１０７．６ －

辽宁 ７２．３８ １．１５ ３２７９

山东 ７０．５０ １．８５ １７８３

广东 ５５．３８ － ４．７５ ４７１７

浙江 ６３．５１ ０．９３ ２．５９ ４２０２

总平均 ６４．２３ １．２５ ３．３１ －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３７５０ ≥１１２５ ≥６６０ ≥５９０

天津出台标准 ≥６０ ≤７ ≥３４００

国家出台标准 ≥６５ ≥１．２０ ≤７ －

电
力
工
业

福建 ４６．１８ ０．９６ １．８４ １３８２０６．２ ２６６２４．３ １３６９７．２ －

山东 ４５．６３ １．００ ０．７７ ６６６６６．７

广东 ５０．４６ １．００ ３．３８ ８６２０．７

浙江 ６６．３３ １．００ － １０５２６．３

总平均 ５２．１５ ０．９９ ２．０ －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４７４０ ≥１７８０ ≥１０４０ ≥９３０

天津出台标准 ≥６０ ≤７ ≥６１００

国家出台标准 ≥５５ ≥１．２０ ≤７ －

化
工
工
业

福建省 － － ４７５２．９ －

辽宁 ７８１２．５

山东 ２３６．４

广东 ３１２５０．０

浙江 ９７０８．７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３５８０ ≥１３４０ ≥７９０ ≥７００

天津出台标准 ≥６０ ≤７ ≥４９００

国家出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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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业类型 地区
海域利用

效率／％

岸线利用

效率

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

务设施占

地比例／％

面积投资强度／

（万元·ｈｍ－２）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钢
铁
工
业

福建 ５６．８１ ０．１６ ６．６１ － － ２１７１．８ －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３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６６０ ５９０

天津出台标准 ≥６０ ≤７ －

国家出台标准 ≥５５

水产品

加工业

福建 － － － ２８１８．４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３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６６０ ≥５９０

天津出台标准 ≥６０ ≤７ ≥４０００

国家出台标准 ≥５５ ≤７

其
他
工
业

福建 ６６．６５ １．０４ ３．６２ － ４６５６５．１ ３８３２．３ ５９０４．６

辽宁 ５１．０３ ０．０７３８ ３．６３

山东 ４０．７２ ０．０４６４ １．９４

广东 － ０．０２３６

浙江 －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９

总平均 ５２．８ ０．２３８９ ２．３２

河北出台标准 ≤７ ≥３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６６０ ≥５９０

国家出台标准 ≥５５ ≥１．２ ≤７

３４　指标值确定

福建省工业建设项目用海控制指标中海域

利用效率、岸线利用效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占地比例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参照国家

《海洋产业填海项目面积控制指标》《工业项目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投资强度根据全国工业建设项目用海

的实际案例调研结果和福建省海域等别，计算得

出并根据福建省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调整确定，同

时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

要求进行微调，最终确定指标值及控制要求，具

体见表２。

表２　福建省工业项目用海控制指标值

用海类型
海域利用

效率／％

海岸线

利用效率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占地比例／％
绿地率／％

单位面积投资强度／（万元·ｈｍ－２）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船舶工业用海 ≥６５ ≥１

１）≤７％；

２）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２９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８００

电力工业用海 ≥５５ ≥１

１）≤７％；

２）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２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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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用海类型
海域利用

效率／％

海岸线

利用效率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占地比例／％
绿地率／％

单位面积投资强度／（万元·ｈｍ－２）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化工工业用海 ≥６５ ≥１

１）≤７％；

２）涉及危险品项目有安

全特殊要求的可根据规

范进行配套；

３）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３９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 ≥２８００

钢铁工业用海 ≥５５ ≥１

１）≤７％；

２）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３６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８００

水产品加工业用海 ≥５５ ≥１

１）≤７％；

２）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５００

其他工业用海 ≥５５ ≥１

１）≤７％；

２）严禁在填海项目范围

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

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

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

１）绿 地 率 不 得 超

过２０％；

２）填海项目内部一般不

得安排绿地

≥２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４　结论

本控制指标是对单个用海项目（或单项工

程）及其配套工程海域使用上进行控制的用海标

准。本研究的测算结果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审

批项目用海、核定项目用海规模提供参考，海域

使用论证单位也可采用本指标体系判定项目用

海面积的合理性。

但研究的测算方法较单一，工业类型相对较

少，各指标还需针对不同的工业用海项目实施的

具体情况，采用更多的方法进行测算或验证。另

外，控制指标应实行动态管理，随着项目用海类

型多样化，科学研究的深入，用海类型案例的增

多，不断丰富控制指标涵盖范围和内容，更加精

细化控制指标值，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加强海

洋产业用海建设项目控制指标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提高控制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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