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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海域开发的特点及问题出发，分析了大连市围填海开发活动的特点及其带来的影

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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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约1 900 km，

管辖海域面积约2．3万km2，超过陆地面积近l倍。

2006年，大连市海洋经济总产值达至U 850亿元，比

2005年增长19％，占全市GDP的33％，已由海洋资

源大市发展成为海洋经济强市。目前，已经初步形

成了港口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海洋化工等

海洋产业体系。然而，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

海洋经济的同时，一些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如嗣填

海)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

一、大连市海域使用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大连市主要用海类型有养殖用海、港口用

海、旅游用海、盐业用海和工程用海5大类。2005

年，全市开发利用面积约30．78万hm2，占海域总

面积的13．4％，其中，养殖用海21．37Jhm2，占

69，2％；港口用海4．4万hm2，占14．3％；盐业用海

1．82万hm2，占5．9％；其他用海共3．26万hm2，占

10．6％(图1)。

1．岸线和近岸海域利用率过高，岸滩后备资

源不足

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大连市海洋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海洋渔业、港口航

图l大连市主要用海类型及其比例关系

运、旅游及工业等各类用海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浅

海开发利用强度增大。岸线、滩涂和浅海是海洋

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连市可利用的岸线、滩

涂和浅海后备资源严重不足，深水海域利用率较

低。以瓦房店为例，全市海岸线利用率接近70％，

滩涂利用率达68％，0"-2米等深线海域利用率

60％，而10米等深线以上海域利用率不足2％。

2．围海面积增长较快，海岸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截至2005年，大连市围填海面积累计达到

72 165 hm2，占辽宁全省围填海面积的48．7％，为

辽宁省各地市中最多。1990--2005年新增围填海

面积14 360 hm2，平均每年新增围填海957．6 hm2。

大连市1990年岸线总长度为l 879．9 km，人工岸线

661．5 km，2005年岸线总长度为1 786．5 km，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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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长度为785 km。15年来，大连市海岸线缩减了

93．4 km，占总岸线的5％，自然岸线比重由64．8％

下降到56．1％，人工岸线由35．2％增加到43．9％，

海岸结构变化较大。

5．海洋开发缺乏统筹规划，海洋资源管理和

保护力度不够

近年来，大连市对海洋的重视程度日益提

高，海洋开发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由于

海洋产业大多属于行业部门管理，缺乏综合统筹

规划和管理，且重开发、轻保护观念较深，对海

域开发利用不尽合理，忽视了海洋资源的多样

性、兼容性和多宜性等特点，造成对海洋资源和

环境破坏的规模、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加。

二、大连市围填海开发现状及带来的影响

围填海是人类海洋开发活动中一种重要的

海岸工程，是人类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和生产

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本、荷兰是世界上填

海造陆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战后新造陆地

1 500 km2以上，相当于1卟神户市区或20个香港
岛的大小；而荷兰通过世所罕见的围海造陆工程

增加陆域面积达6000 km2。我国围填海活动的规模

也很巨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

展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深入，围填海的数量和

规模正在进一步加大。大连市也积极通过围填海

的方式来扩大养殖面积、增加陆地资源和拓展城

市发展空间。

1．大连市围填海开发历程及现状

大连市大规模围填海活动主要经历了两个阶

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主要为

围海养殖及盐田开发活动，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主要为港口工业填

海及围海养参活动。此阶段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实现东北亚航运中一tL,战略，一批规模较大的

填海活动如保税区填海工程、长兴岛临港工业区

建设、大化搬迁改造、小平岛区域整治改造工程

相继启动，同时由于海参养殖效益较好，庄河、

瓦房店、旅顺等地兴起了大规模的围海养参活

动。截至1990年，全市围填海面积57 805．9 hm2，

1990"--2000年新增围填海面积8 749．3 hm2，200卜
2005年新增围填海面积5 610．6 hm2。截至2005年大

连市围填海总面积累计达到72 165 hm2，占辽宁全

省围填海总面积的48．7％，为辽宁省各地级市中最

多，1990---2005年15年中大连平均每年新增围填

海957．6 5m2，同样为各地级市中最高。大连市围

填海增长趋势情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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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大连市围填海增长趋势

2．大连市围填海活动带来的影响

应该肯定的是，围填海工程在特定的历史时

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给大连的经济发展带

来巨大的益处．但也应看到，围填海活动也对海

洋生态环境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进而导致

一些生态问题的出现。

(1)岸线资源缩减，人工岸线增加，海岸结

构发生变化

海岸线长度是海岸空间资源的一个基本要

素，也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撑。大连市大部

分的围填海工程均位于海湾内部，其直接后果就

是岸线经截弯取直后长度大幅度减少，人工岸线增

加，海岸动态平衡也被破坏。据统计，大连市1990

年岸线总长度为1 879．9 km，人工岸线661．5 kln，

2005年岸线总长度为l 786．5 km，人工岸线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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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km。15年来，大连市海岸线缩减了93．4 km，占

总岸线的5％，自然岸线比重由64．8％下降至1]56．1％，

人工岸线由35．2％增加到43．9％，海岸结构变化较

大。

(2)海湾面积锐减，海湾属性弱化

由于在海湾内部填海可以以相同的填海工作

量获得更大的填海面积，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在

海湾内部进行截弯取直式的填海，大连市大多围

填海是发生在海外内部的，普兰店湾、复州湾、

大窑湾等尤为明显(表1)。大规模的围填海活动

不断地从内部蚕食着各自海域和滩涂，再加之以

水动力条件减弱和沉积环境改变引起的海域自然

淤积，原有的海湾生态系统部分被人为地改造为

陆地生态系统，从而丧失了海湾属性。同时由于

两个生态系统中生物组成结构和作用方式大不相

同，将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整个地区生态环境也将被彻底改变。

岛由于环岛地区大规模的围海养参，与大陆之间

的水道宽度仅十余米，陆岛之间的近岸流系发生

改变或水流滞缓不畅，从而破坏了海岛固有的生

态环境。

(4)重要渔业资源衰退

近岸海域是很多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重要

场所，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改变了水文特征。影

响了鱼类的洄游规律，破坏了鱼群的栖息环境、

产卵场，很多鱼类生存的关键生境遭到破坏，渔

业资源锐减。庄河市蛤蜊岛附近海域生物资源丰

富，素有“中华蚬库”之称，但连岛大堤的修建

彻底破坏了海岛生态系统，由此引发的淤积造成

生物资源严重退化， “中华蚬库”不复存在。

(5)海岸自然景观破坏

良好的海岸自然景观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

经济价值，大连也因此而成为热点旅游城市。围

填海后，人工景观取代自然景观，降低了自然景

表1 大连市各海湾围填海情况

(3)近岸海岛消失

海岛是近海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连市历史上的围填海工程使众多海岛陆地化而

失去了海岛属性。凤鸣岛、西中岛、交流岛、平

岛、里坨子等由于围海已变成陆地；小平岛自然

风景秀丽，连岛沙堤又是独特的地质景观，具有

重要的景观价值和科研价值。但近年来由于岛屿

后缘大规模填海造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现已完全

陆地化；庄河蛤蜊岛、老军坨子、五块石，金州

的兔儿岛等已形成陆岛或岛岛相连的局面，长兴

观的美学价值，很多有价值的海岸景观资源在围

填海过程中被破坏，如浮渡河口渴湖、小窑湾顶

沙嘴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同时为了降低工程

造价，目前市内许多围填海项目的填海材料都是

就地取材，取海岸后缘的山体或土体直接作为填

海材料，这样往往造成海岸原始景观的破坏，很

多山体被挖的千疮百孑L，而且这种对沿岸景观资

源的破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很难被恢复。

(6)湿地、海岸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滨海湿地、河VI、海湾、海岸等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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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也是嗣填海活跃的地区，缺乏合理规

划的大规模围填海活动致使这些重要的生态系统

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由于围填海等人类

活动的影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湾、庄河沿岸滨

海湿地一半以上已被改造为生物群较为单一、生

态功能较为低下的人工湿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严重退化；众多的围填海活动使庄河、瓦房店等

完整的海岸被人工堤坝分割，进而改变原有的潮

流系统和泥沙运移系统，破坏原来的平衡状态，

形成持续的淤积、侵蚀及海岸风沙等。

(7)海岸防灾减灾能力降低

海岸带系统尤其是滨海湿地系统在防潮消

波、蓄洪排涝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内

陆地区良好的屏障，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可以改

变原始岸滩地形地貌，破坏滨海湿地系统，削弱

海岸带的防灾减灾能力，使海洋灾害破坏程度加

剧。大连市浮渡河口、复州河口等两岸围海养参

不断向河道中心扩展，严重影响泄洪，对于今后

防灾减灾具有一定影响。

三、具体对策与建议

I．加强海洋主体功能区研究，科学编制海洋

功能区划和围填海规划

在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过程

中，要把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参与到国土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中，把海洋作为

区域问题的一个方面和解决区域问题的因素之一

进行考虑，将海洋功能区划与海洋区域发展整体

协调起来，重视海洋主体功能区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加快海洋功能区划的研究与编制工作，协

调好各类用海需求，合理调整海域利用结构和布

局，促进海域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依据海

洋功能区划，明确提出围填海的区域和范围，编

制围填海规划。围填海规划要提出区域控制、类

型控制和总量控制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海

岸，制定“控制、严禁”等不同的分区管理措

施；针对不同用途的围填海活动，实行项目分类

管理政策等。

2．加强区域建设用海管理，严格项目海域使

用论证

在同一围填海区域内建设多个项目的用海

方式(如城镇建设、工业区建设)，需要在充分

考虑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海域特点的前提下，

根据用海的实际需要，编制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

划。总体规划需要经过海洋部门审查，审查同意

后的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划，才能作为建设项目

用海申请审批的重要依据。同时，海域使用论证

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着

重对选址、规模是否科学合理，对生态、环境是

否产生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对可能导致

地形、岸滩及海洋环境破坏的要提出预防或减轻

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5．建立围填海项目跟踪监测和后期评估制度。

建立围填海项目跟踪监测和后期评估制度，

对围填海项目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影响

等进行跟踪评价。评价内容应当包括水动力环境

评价、海岸变迁与岸滩演化评价、环境化学评

价、生物与生态评价、海洋灾害评价、社会经济

评价等。通过对已围填海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损

益、社会效益损益、环境损益、资源损益进行评

价，为围填海政策制定和规划研究提供依据。同

时，健全全市海域使用动态和海洋环境污染监测

系统，定期评价海洋使用动态和海洋环境污染情

况，加强重点区域海域使用动态及监测力度；加

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评估等。

4．积极宣传，增强全民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与

和谐持续发展的意识

积极开展对海洋资源保护意识的宣传。加

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法》等

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并列人全市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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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定期举办海洋环境保护与监测方面的培训

班、短训班与普及班，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的法律和民主监督作用，通过广播、电视、

宣传车和海洋环境保护咨询等宣传活动，宣传和

普及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开展海洋环境法

制教育、环境危机教育、环境道德教育、环境责

任教育，增强全市人民的海洋法制意识，提高公

民保护海洋环境的自觉性，树立海洋和谐持续发

展战略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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