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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海岸带区域生产、生活等活动逐渐增多,开发程度不断提高,给海

岸带区域的各种资源和环境造成极大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提出新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海陆统筹的

角度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根据系统性、复合性、兼顾性、前瞻性4个

原则,提出了一套包括3个大类、9个二级类、33个三级类的海岸带空间分类体系,并且与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及海域使用分类进行了较好的衔接,以期为有关规划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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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arapideconomicgrowthandsocialdevelopment,moreandmoreproductionand

livingactivitiesgatherincoastalarea,thepressureonthevariousresourcesandenvironmenthas

increased.SincetheEighte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PC,optimizingspatialdevelopmentpat-

ternnationallyhasbeenplacedastheprimarymeasureofecologicalprogress,whichhasputfor-
warddifferentrequirementsonrationaluseoflandspace.Basedonthis,thispaperputforwarda

coastalspaceclassificationscheme,characterizedby “threefirst-class,ninesecond-classand

thirty-threetertiary-class”,basedonland-seaintegrationandthenlinkedwellwith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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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nlandgeneraluseplanningandseause,hoping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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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务院2017年1月3日印发的《全国国土空

间规划纲要(2016—2020年)》,明确指出陆海国土

开发缺乏统筹,沿海局部地区开发布局与海洋资

源环境条件不相适应,可供开发的海岸线和近岸

海域资源日益匮乏。海岸带作为沿海地区承担陆

海生态系统能流、物流交换最频繁、最强烈的区

域,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其可利用的

资源众多[1]。据统计,我国海岸带地区11个省、

市、自治区以约占陆地13.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全国43%的人口和57%的国内生产总值,海岸带

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密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战

略支撑作用最大的经济带[2]。同时,这也给海岸

带地区的各种资源和环境带来极大压力,亟须通

过对海岸带空间开发利用格局的合理规划妥善处

理好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实现陆海协调发展,陆海

统筹的发展理念逐渐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发展的重

要指导思想[3-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生产空间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
“三生空间”,指出了国土空间优化的目标和原则。

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构成了国土空间

的整体,其实质是社会、经济及生态过程在国土空

间上的映射,3种空间功能的合理配置是实现国土

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6]。“三生空间”的分类

体系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土开发保护空间格局的

基础,特别是如何在陆海交汇的海岸带上实现陆

海统筹的“三生空间”格局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

问题。

针对陆海统筹,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陆海统筹理念的内涵、目

标、发展策略、面临的形势等问题的定性研究[7-9];

另一类则从不同角度针对陆海统筹进行综合测度

定量研究[10]。关于“三生空间”分类体系,张红旗

等[11]以土地的主体功能为出发点,纳入生态用海

的概念,构建了“三生用地”分类体系;党丽娟等[12]

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功能归类,提出了生产、

生活、生态以及生产-生态和生活-生态复合类

型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划分方案;邹利林[13]依据

土地利用的产业属性、社会属性和管理属性构建

了“三生用地”两级分类体系;刘继来[14]依据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

与评价体系;张春花[15]从“三生空间”视角建立岸

线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和体系,对庄河沿海岸线

进行适宜性评价;温荣伟[16]以“多规合一”为基础,

构建了 以“三 生 空 间”为 主 导 的 滨 海 湿 地 分 类

体系。

已有研究成果对基于陆海统筹的海岸带地区

“三生空间”分类体系、布局分析等研究尚显不足,

分类体系与海域使用类型、海洋功能区划衔接不

够充分,本研究在探讨海岸带“三生空间”理论内

涵的基础上,综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海域使用

分类,以陆海统筹为原则,建立了基于陆海统筹的

“三生空间”分类体系,研究成果可为优化国土空

间开 发 保 护 格 局 及 相 关 规 划 的 编 制 提 供 科 学

参考。

1 分类原则

(1)系统性原则。海岸带是陆海交汇的过渡地

带,包括以海岸线为中线,邻接海岸线向海一侧的

近岸水域以及毗邻向岸一侧的临海陆地,拥有河

口、海湾、潟湖、湿地、海藻床和珊瑚礁等多样的海

洋环境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是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经

济要素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

系统内的生产、生活、生态各类子系统对系统功能

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复合性原则。海岸带空间是一个多功能综

合体,其中生产、生活、生态3类空间的功能在多数

情况下是多元复合存在的,生产、生活、生态代表的

只是其所在空间单元的主导功能[17]。海岸带“三生

空间”在不同规划层级尺度下,上级规划层级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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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导功能的空间单元会在下级规划中包含多个

主导功能的空间单元,这意味着规划层级的不同导

致同一空间单元会同时具备多种空间属性。

(3)兼顾性原则。海岸带空间作为同时邻接陆

域空间和海域空间的交汇区域,在确定海岸带“三

生空间”功能定位时,应充分考虑开发利用现状,以

及比邻陆域和海域的用地类型、功能区类型、功能

定位、发展方向和管控要求。根据海陆空间的关联

性和海岸带位置的特殊性,统筹协调海陆保护与利

用,保障海岸功能定位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

港口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实现海陆产业协同发

展和生态环境优化保护。

(4)前瞻性原则。海岸带空间区域作为我国

经济活力最为充沛的区域[18],资源、环境、社会、经

济等条件的变化速度极快,在划定海岸带空间功

能定位时,应对外部环境的长期发展趋势做出科

学预测与判断,善于把握变化,充分考虑不确定

性,为“三生空间”科学预留发展空间,建立空间

“留白”机制,处理好开发利用保护现状与未来发

展规划的关系。

2 海岸带生产空间分类体系

海岸带生产空间是承载支撑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空间单元,是指人们为了获取各种产品和

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社会生产的国土空间[19]。

海岸带生产空间是以提供各类产品为主要功能的

区域,按照所提供功能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海岸带

农林渔生产空间、港口生产空间、工程建筑生产空

间、矿产能源生产空间等,具体包括农业种植、林业

种植、渔业养殖、捕捞、码头、防波堤、港池、物流仓

储、工业、盐业以及油气开采等。

由于海洋产业的发展和演变具有特殊性[20],本

研究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和《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进

一步将海岸带生产空间按产业结构划分为第一产

业海岸带生产空间、第二产业海岸带生产空间以及

第三产业海岸带生产空间。第一产业海岸带生产

空间包括农业种植、林业种植、渔业养殖、捕捞等,

第二产业海岸带生产空间包括船舶工业、电力工

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盐业、矿产开采等,第三产业

海岸带生产空间包括交通运输、电缆管廊、仓储物

流、科研教学、辅助性活动等,具体分类体系及所对

应包含的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及海域使用分类类型

如表1所示。

表1 海岸带“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海岸带空间
一级类 二级类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代码

(GB/T21010—2017)

海域使用分类类型代码

(HY/T123—2009)

海

岸

带

生

产

空

间

1
第一产业海岸带

生产空间

2
第二产业海岸带

生产空间

3
第三产业海岸带

生产空间

11 农业生产空间 01,02,04 72

12 林业生产空间 03 -

13 渔业生产空间 - 12,13,14

21 船舶工业生产空间 0601,1109 24

22 电力工业生产空间 0601 25

23 盐业生产空间 0603 21

24 矿产开采生产空间 0602 22,23

25 可再生能源生产空间 0601 26

31 交通运输生产空间
1001,1002,1003,1004,

1005,1006,1007,1008
31,32,33,34,52

32 仓储物流生产空间 0604 -

33 电缆管廊生产空间 1009 51

34 科研教学生产空间 0803,0804 81

35 辅助性活动生产空间 0809,0810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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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岸带空间
一级类 二级类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代码

(GB/T21010—2017)

海域使用分类类型代码

(HY/T123—2009)

海

岸

带

生

活

空

间

4
城镇建设海岸带

生活空间

5
旅游娱乐海岸带

生活空间

6
特殊用途海岸带

生活空间

41 城镇住宅建设空间 0701 71

42 农村居民区建设空间 0702 72

43 商业服务建设空间
0501,0502,0503,

0504,0505,0507
-

51 滨海风景旅游区空间 0906 -

52 滨海休闲娱乐空间 0506,0807,0808 42

53 海水浴场空间 - 41

54 海上观光运动场空间 - -

61 军事设施建设空间 0901 82

62 基础设施建设空间 0809,0810 41,84

63 废弃物处理空间 - 61,62,73

海

岸

带

生

态

空

间

7
禁止海岸带

生态空间

8
管控海岸带

生态空间

9
养护海岸带

生态空间

71 水资源保护生态空间 1101,1102,1103,1104 -

72 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空间 01,02,0401,0403,0404 -

73 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空间 0301,0302,0305,0307 83

81 滨海湿地管控生态空间 0303,0304,0306,0402,1105 -

82 自然岸线管控生态空间
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海岸线保

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等文件设立

83 沙源管控生态空间

84 河口管控生态空间

根据《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围填海管控办法》等文件设立

91 生物资源养护修复生态空间

92 海滩养护修复生态空间

93 生态修复空间

根据《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等

文件设立

3 海岸带生活空间分类体系

海岸带生活空间是为人类提供休闲、娱乐、休

憩及一些特殊用途的空间单元,承载着人类居住、

保障生活、文化休闲服务等功能,临海的城镇内部

空间为人类提供休憩场所,是典型的生活空间,除

此之外还包括服务人类生活具有一定生产功能的

国土空间,例如商业区、旅游区、公共服务设施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及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城

镇内部的工业生产空间比重逐渐降低,居住空间和

商业空间比重则逐渐升高[21]。从总体而言,城镇空

间大体等于生活空间,海岸带生活空间可具体分为

城镇建设空间、旅游娱乐空间、特殊用途空间,具体

分类体系及所对应包含的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及海

域使用分类类型如表1所示。

4 海岸带生态空间分类体系

海岸带生态空间是指人类利用相对较少,重

点为区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生态环境保

护、海岸整治修复、生态环境养护等为主的空间单

元,承载着提供生态产品、调节大气环境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等功能,对保持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根据海岸

带空间利用的管理属性将海岸带生态空间划分为

禁止海岸带生态空间、管控海岸带生态空间、养护

海岸带生态空间,包括已划定保护区或未划定保

护区但具有重要自然、人文和生态保护价值的区

域,需要保留海岸形态和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历

史遗迹,维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海岸带空

间(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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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研究,陆域空间规划与海域空间

规划均已形成较为完整稳定的规划体系,海岸带

作为联结陆域和海域的过渡区域,海岸带空间规

划分区必然将成为未来完善陆海统筹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重要内容,海岸带空间也必然将成为实

现“多规合一”的焦点区域,海岸带空间的分类管

控将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科学合

理的海岸带空间分类体系是有效实现对空间单元

进行分类管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海岸带空间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为主导,以陆海统筹为理念,并

结合海岸带海、陆空间特性,探索性地对各类空间

单元进行“三生空间”的归并,构建海岸带“三生空

间”分类体系,并充分考虑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及《海域使用分类》的衔接,为相关规划编制工作

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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