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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文献资料分析、官方数据汇总、国产高分辨率资源卫星遥感影像信息提取以及发展

趋势研判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全海域范围内围填海造地的历史发展、现状特征、发展趋

势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省围填海造地累计已超过4.58万hm2。21世纪以来围填海造地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尤其是

2010年以来,全省围填海造地又掀起了一次新的热潮,其面积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历史水平。鉴

于围填海造地对环境和生态的巨大影响,文章提出了加强管理、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引入生态环境

补偿机制以及建立分级填海评估制度和年度监测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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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ProvinceBasedonMulti-resourc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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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multi-sourcedatasuchasliteratures,satelliteremotesensingdatawithhigh

resolution,officialstatisticaldataandsoon,thispaperstudiedthehistoricaltendency,spatialdis-

tributioncharactersofseareclamationinShandongprovincefrom1978to2016,andanalyzed

mainproblems,developingtendencyofseareclamationinthefutureinShandongprovince,and

putforwardessentialrecommendations.Theresultshowedtha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policy,thereweremorethan45800hm2seaareahavebeenreclaimedsince1978.Andsincethe

21stcentury,especiallysince2010,itenteredanewstageofseareclamationinShandongprovince,

thetotalareaandspeedofseareclamationhavefarexceededthatinthepreviousperiod.Searecla-

mationinShandongprovincehasshowedcharacteristicsoflargearea,widedistribution,various

typesandconstantacceleration.Inviewofitsgreatimpactsonenvironmentandecology,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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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putforwardsomerecommendationssuchastostrengthenmanagement,tostrictenviron-

mentalimpactassessment,tointroducecompensationmechanismofecologicalenvironment,toes-

tablishahierarchicalevaluationsystem,todevelopannualmonitoringsystemofseareclamation

andsoon.

Keywords:Seareclamation,Multi-sourcedata,DomesticHighResolutionSatellite;ZY-102C,

Shandongprovince

1 引言

山东 省 海 岸 线 复 杂 多 样,大 陆 海 岸 线 全 长

3345km,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6强[1],海岸带

地质构造稳定,为围填海造地提供了天然的有利

条件。与全国沿海区域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相类

似,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沿海共经历了3次较大

的围填海热潮: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围海

晒盐;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

围海造田,围垦沿海滩涂增加农业用地;第三次是

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围海养殖热潮[2]。

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快速

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的背景下,沿海

进出口贸易和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建设用地指

标紧张的形势日趋严峻,为了进一步拓展用地空

间,沿海各地纷纷实施填海造地,向海洋要地[3],导

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围填海造地的步伐不断加快。

然而大规模的围填海造地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大量文献指出,海岸带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驱

动了我国围填海造地运动的发展[4]。目前,国内对

于围填海造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围填海造地的过

程、环境和生态影响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问题,例

如:甘付兵[5]、杨丽芬[6]、李京梅[7]等对我国围填海

造地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分析、评价和价值补偿研

究;曾继平[8]、胡宗恩[9]、彭本荣[10]、谢丽[11]、靳宇

弯[12]等对围填海造地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研究;高金

柱[13]、刘洪滨[14]等对围填海造地的管理制度等进

行了分析和探讨。

山东省是我国的沿海大省,利用多源数据对整

个山东省沿海地区围填海过程和特征的全面监测,

分析其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

山东省沿海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多方面搜集数

据,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围填海造地的现实情况,

总结和归纳其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了围填海

造地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全省乃至全国当前及未来围填海造地的监测和

管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2 数据来源、处理与精度分析

2.1 数据来源

通过文献搜集、官方数据汇总、遥感影像解译

等方法,获得1978年以来不同时段山东省围填海造

地的面积数据,包括:①基于文献获得1978—2001
年、2002—2007年的围填海造地面积信息;通过网

络检索获得2009—2010年的围填海造地面积数据;

通过汇总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历年的“山东省海域

海岛管理公报”而得到2011年、2013—2016年的围

填海造地面积数据。②基于资源卫星1号02C数

据,包括2m、5m、10m 分辨率影像,提取2012—

2013年山东省沿海地区围填海造地信息,经过实地

调研和修正,获得2012年山东省围填海造地空间分

布数据。

辅助研究数据包括:山东省沿海地区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库、土地变更调查

影像、围海造田报批公告资料等。

2.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包括围填海造地面积历史序列

数据生成、遥感信息提取结果汇总以及多源数据精

度分析3个方面。

(1)汇总形成围填海造地面积历史序列数据。

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分析其中关于山东省围填海

造地的年代和面积信息,汇总形成全省围填海造地

数据的历史序列,以此整体反映围填海造地的总体

趋势。

(2)遥感监测数据汇总。根据山东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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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间的资源卫星1号02C数据,进行遥感信息

提取,获得围填海造地的遥感监测数据,分市、县
(区、市)统计围填海造地的图斑和面积,分析全省

围填海造地的分布情况。

2.3 多源数据精度分析

通过文献搜集到的1978—2007年间数据,虽然

缺少每一年的具体面积,但总体上能够反映这个时

段山东省围填海造地的速度和趋势;2009年和2010
年两年数据来源于政府部门数据汇总,也能反映围

填海造地两年的基本情况;官方数据来源于山东省

海洋与渔业厅历年《山东省海域海岛管理公报》,精

度相对较高,可以准确反映2011年来围填海造地的

面积和发展趋势。通过遥感技术和实地核查获得

的数据,虽然时段较短,但精度高,能够全面反映一

年内山东省围填海造地的面积、分布以及用途等。

通过以上分析,采用多种数据相互补充,取长补短

的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山东省改革开

放以来围填海造地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3 围填海造地特点分析

3.1 围填海造地面积大,速度快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围填海造地的发展趋势

如表1所示。

表1 1978—2016年山东省围填海造地面积

年份 围填海面积/hm2 数据收集方法

1978—2001 8511.41 引用文献[14]

2002—2007 3387.00 引用文献[15]

2009 1996.00 引用文献①

2010 1700.00 引用文献①

2011 4383.37 官方数据汇总法②

2012 3459.67 遥感解译数据

2013 5365.65 官方数据汇总法②

2014 5472.99 官方数据汇总法②

2015 5549.92 官方数据汇总法②

2016 5991.20 官方数据汇总法②

  注:①中国水利学会.滩涂湿地保护与利用专业委员会编.滩

涂治理技术信息简报(2011年第4期);②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海

域海岛管理公报(2011,2013-2016).

由表1可知,1978—2016年间山东省围填海面

积逐年增大并且速度越来越快。1978—2001年围

填海造地面积超过了8511.41hm2,年均围填海面

积370.06hm2;2002—2007年5年间,围填海造地面

积合计达3387hm2,年均填海面积达到677.4hm2;

2009年以来围填海造地速度明显加剧,2009年和

2010年两年间围填海造地面积合计达3696hm2,

已远远超出2002—2007年5年的总和;到2012年,

填海面积更是超出2002—2007年5年填海面积的总

量。2013—2016年,年均围填海面积达5671.37hm2,

2016年围填海面积为5991.2hm2,是1978—2001年

均填海面积的16倍。

3.2 围填海造地类型多样,分布广泛

遥感监测结果和官方资料均表明,全省围填海

造地的用途比较广泛,包括养殖用海、港口用海、临

海工业用海、旅游、科教、海防和城镇建设等各种用

海类型。通过遥感解译和实地调研,获得2012—

2013年间围填海造地和自然淤积的面积和分布情

况(表 2)。变 化 图 斑 共 计 145 个,总 面 积 达

5710.91hm2;其中,围填海造地图斑共142个,面

积3459.67hm2;黄河入海口淤积图斑3个,面

积2251.24hm2。

从遥感监测结果来看,全省围填海造地类型

多样。全省围填海造地,既有自然因素形成自然

淤积 填 海,又 有 人 为 因 素 形 成 的 人 工 填 海。

2012—2013年间,黄河入海口自然的新增陆地面

积2251.24hm2。遥感监测结果同时表明,全省

围填海造地分布也比较广泛:全省沿海7个市,

20个县(市、区),有围填海造地图斑,其中滨州市

无棣县围填海造地最大,达到1285.19hm2,其次

是东营市河口区,面积为835.94hm2,潍坊市寒亭

区位于第三,面积为485.09hm2。

表2 山东省2012—2013年围填海造地遥感监测

市名称 县(区、市)
图斑数量

/个
面积/hm2

日照市
东港区 11 20.86

岚山区 4 7.72

滨州市 无棣县 2 1285.19

东营市 河口区 5 8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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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市名称 县(区、市)
图斑数量

/个
面积/hm2

青岛市

城阳区 2 4.82

即墨市 4 19.11

胶南市 34 191.46

胶州市 4 4.54

崂山区 1 1.21

威海市 环翠区 4 17.15

威海市
荣成市 30 91.79

文登市 1 248.40

潍坊市 寒亭区 5 485.09

烟台市

福山区 1 3.93

海阳市 10 129.88

莱阳市 4 20.84

莱州市 1 4.31

龙口市 11 61.85

蓬莱市 7 16.00

芝罘区 1 9.58

全省合计 142 3459.67

3.3 围填海造地趋势递增,范围大

计算不同时段围填海造地的速度,如图1所示。

图1 山东省围填海造地发展趋势

由图1可见,2010年以后,全省围填海造地又

掀起一个热潮。沿海区域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

不断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空前高涨以及海岸工

程施工能力的不断提升,围填海造地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由沿岸的滩涂湿地向近岸浅海区域推进,甚至

已经在龙口的离岸海域填海形成一座总面积达

4511hm2的大型人工岛屿。同期,山东省有关的规

划和指导性文件精神也显示,2000年以来山东省进

入新一轮围填海造地的热潮时期。

3.4 围填海造地规划前景

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建设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实施集中集

约用海。《实施集中集约用海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草案》提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九大

核心区,即9个集中集约用海,包括“丁字湾海上新

城”“潍坊海上新城”“海州湾重化工业集聚区”“前

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

聚区”“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董家口海洋高新

科技产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每个集中集约用海区都

是一个海洋或临海具体特色产业集聚区。《山东省

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提出的目标:“合理

控制围填海规模。严格实施围填海年度计划制度,

遏制围填海增长过快的趋势。围填海控制面积符合

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海洋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区划期内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控制在34500hm2以

内。”由此可以判断,如果没有国家严管严控围填海,

全省围填海造地规模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增大。

4 围填海造地的影响及建议

4.1 围填海造地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土地资源的约束

性加强,“向海洋要地”逐渐成为沿海地区拓展城镇

空间、缓解用地紧张形势的有效途径[16]。海岸线开

发利用、围填海、岸线人工化等过程带来一系列的

海岸带资源环境问题,进而影响和制约海岸带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7-19]。围填海造地对环境的影

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海洋动力学或水动力学方面来看,大面

积的滩涂能够缓冲海浪的能量。人工围海影响了

海岸结构,波浪能量反射后会在其他区域加剧侵

蚀,虽然短时间内难以觉察,但从长远来看,会对一

些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对洋流来说,一些围填海造地深入海洋,围

填而成的堤坝、岛屿等严重影响了洋流的方向、速

度,甚至形成了封闭的死水区,进而影响了沿海的

物质能量交换,最终影响局部或大范围的海洋生物

的生长、繁殖规律,如鱼类的洄游等,导致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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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破坏甚至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绝迹。

(3)从生态环境上来看,浅海地区的围海造田

占用了大面积的沿海湿地滩涂,对湿地滩涂生物如

贝类等滩涂生物的影响较大,甚至可能造成一些生

物的直接灭绝。而深水区域的围填海造地,又会对

底栖生物造成影响,进一步造成对海洋食物链的

影响。

(4)从环境污染来看,滨海沼泽湿地等具有较

强的防止水土流失、净化海水和预防污染的作用。

沿海地区的围垦、填海、筑坝、取沙、造塘和石油开

采等一系列围填海工程,可能造成河道港湾淤塞,

滨海湿地面积锐减,致使沿海滩涂生态环境恶化,

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

4.2 围填海造地监测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研究在多源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山东省围

填海造地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和对环境的影响,提出

以下建议。

(1)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健全和完善围填海

造地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必要针对围填海造地制

定专门法律、法规,不仅对围填海造地的申请、审批

程序以及相关制度进行详细规定,也要解决相关行

业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加快建立用地和用海的

综合审批管理、健全用地和用海规模、定额指标的

核定体系,加强综合性审批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

划审批围填海用地位置和规模,统筹利用海域资源

和土地资源,严禁“盲目围填、未批先填、少批多填”

等现象发生。

(2)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围填海造地往往采

取裁弯取直、顺岸平推或修建不透水连岛坝等方

式,对海域和近海岸的地质、地貌、水文和生态环

境等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严格围填海造地的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遏制未经环境影响评价

盲目建设的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围填海造地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对于不符合环境影响要求的工

程,必须改变填海方式,寻求科学方法或者严厉

禁止。

(3)引入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海域有偿

使用制度,然而只是规定了缴纳海域使用金,未对

围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有进一步的规定。科学合

理地建立起海域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评估体系,

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宏观调控手段和环境评价制

度,建立围填海造地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一方面

可以实现有限海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可以

有效地遏制围填海造地不断扩张的势头,起到经济

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并重的效果。

(4)建立分级填海评估制度和年度监测机制。

围填海造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门复杂的、多学

科交差的科学研究领域,必须充分利用遥感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地球与环境科学等各方面知识对全

省海岸线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海域价值评估,建立分

级围填海评估制度,科学合理地界定适宜围填海

区。严厉禁止在鱼类洄游区、生物繁殖区、重要洋

流区等容易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恶化的区域进行围

填海活动。

建立年度监测制度,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对全省

海域进行定期、长期跟踪监测,及时发现围填海造

地过程中的问题,有效制止违规、违法的围填海

行为。

5 结论与讨论

研究基于多源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全

海域范围内围填海造地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其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全省有关规划和

文件精神对今后围填海趋势进行了判断,针对有关

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根据多源数据,可以得出,21世纪以来,尤

其是2010年以后的6年,全省围填海造地又掀起了

一次热潮,围填海造地的面积和速度都远远地超过

了历史水平。

(2)根据全省有关规划和文件精神,全省围填

海造地的规模和速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增

加,短时间内难以减速。

(3)根据国产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如资源卫星

02-C,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围填海造地的发展

动态。

(4)鉴于围填海造地对环境的影响,本文提出

了加强管理、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引入生态环境补

偿机制以及建立分级填海评估制度和年度监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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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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