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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缓解大连各类涉海行业在用海过程中的矛盾,实现海洋开发利用的统筹协调,促进海洋生

态空间的协调发展,文章重点分析大连用海活动之间以及用海活动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冲突性和兼

容性,初步划定大连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并制定管制规则。研究结果表明:大连用海活动

之间以及用海活动与海洋环境之间兼具冲突性和兼容性,只有建立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

承载力的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制度,从宏观层面科学规划海洋空间,使每类资源和每处空

间均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并发挥最大功效,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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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alleviatethecontradictionsintheuseofseaareasbyvarioussearelatedin-

dustriesinDalian,realizetheoverallcoordinationofmarin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andpro-

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space,thispaperfocusedontheanalysis

oftheconflictandcompatibilityamongseaareauseactivitiesinDalian,aswellasbetweenseaar-

eauseactivitiesandmarineenvironment,preliminarilydelimitedtheusecontrolzoningofmarine

ecologicalspaceinDalianandformulatesthecontrolrules.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

conflictsandcompatibilityamongseaareauseactivities,andbetweenseaareauseactivitiesand

marineenvironmentinDalian.Onlybyestablishingthemarineecologicalspaceusecontrolzoning
systembasedonthemarineecosystemandresourceand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scien-

tificallyplanningthemarinespacefromthemacrolevel,sothateachtypeofresourcesandeach

spacecouldbereasonablydevelopedandutilizedandgavefullplaytothemaximumeffect,could

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spacebe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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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新型用海方式的出现

使世界沿海国家面临共同的课题,即如何在保障海

洋生态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以往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主要集中在海

洋渔业、海上运输、海底通信以及海洋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等方面,随着海洋娱乐、海洋工程、海洋可再

生能源和海洋自然保护等新兴用途的出现,合理开

发和综合利用海洋资源势在必行。海洋资源是有

限的资源,在现有用途扩张和新兴用途出现的双重

压力下,海洋资源管理变得愈加困难,主要体现在

用海活动之间发生冲突以及用海者与海洋生态环

境之间发生冲突2个方面。

大连是我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较长。10余年来,大连的海洋生

态空间面临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无

序无度捕捞等行为导致近海的渔业空间缩小、生物

多样性降低和渔业资源枯竭;②不科学养殖、倾倒

废料废水和石油开采等导致海洋水体污染;③海洋

资源短缺导致涉海行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④海

洋环境质量下降导致沿海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食品

安全受到威胁。大连要实现“建设海洋中心城市”

的目标亟须解决上述问题,而归根结底就是应对海

洋空间进行合理规划。2006年《大连市海洋功能区

划》主要侧重经济层面,目前大连迫切需要符合新

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海洋规划,其核心内容之一就

是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本研究希望为大

连海洋空间规划提供基础参考,为实现大连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为其他沿海地

区的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供经验借鉴。

1 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1.1 内涵

Day等[1]根据已知的生态标准,通过建立4个

生态等级区描述澳大利亚的海洋空间规划,用于海

洋资源管理,并提出以整个政府和生态系统为基础

的海洋资源管理是实现海洋资源协调开发利用的

唯一途径;Erwann等[2]提出多分辨率尺度关联的

海洋空间规划方法,以渐进的方式选择不同规模的

海洋空间保护优先级,可更好地关联精细尺度和较

大规模的海洋空间管理政策,为实现保护目标做出

贡献。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海洋空间的特

殊性,将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定义为:在保持海

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基础上,以减少人类与自

然的冲突以及人类自身用海的冲突为目的而进行

的海洋空间用途划定,从而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

的协调发展。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具有前瞻性

强、规范人类用海活动和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特点,是规范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以及协调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其核

心要素包括3个方面。

1.1.1 保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

海洋是连续的整体,其生态系统没有明确的边

界。虽然海洋生态系统的“弹性”和“韧性”均强于

陆地生态系统,但其一旦受到破坏,影响的广度和

深度也远远超过陆地生态系统。因此,保持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和稳定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也
是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1.2 减少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以及人类自身用海

的冲突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人类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依赖性2个方面。海洋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和各种海洋生物赖以生存和不

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海洋资源日益紧缺的大背景

下,相关开发利用活动如不受限制,强势者可能滥

用自由权而造成资源枯竭,而弱势者可能连最基本

的生存权都被破坏。因此,应对海洋空间的基本权

利进行约束,不仅能够确保不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方式之间的相互尊重,而且能够确保有限的海洋资

源得以合理分配和可持续开发利用。

1.1.3 海洋空间用途划定

海洋生态空间具有明显的立体性,水面、水体

和海床都有不同的用途。如仅采用平面坐标划定

用途,明显缺乏科学性,且会造成用海者之间发生

冲突。目前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尚未充分体现立

体性,亟须开展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工作,以更

好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1.2 研究区

大连东临黄海,西濒渤海,三面环海。海岸线



第8期 周连义,等:大连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研究 21   

长为1906km,其中深水岸线长为300km,拥有港

湾30余处;海岸线东起黄海北岸南尖子乡大邵村,

向南西方向曲折延伸,绕过半岛南端老铁山,经金

州湾和复州湾,直至渤海辽东湾东岸浮渡河口[3]。

海洋区 划 面 积 为2.9万 km2,其 中 滩 涂 面 积 为

1100km2,0~20m 水深海域面积为6000km2,

20m水深以上海域面积为2.19万km2[4]。拥有海

岛226个,其中面积大于500m2 的海岛有146个,

海岛面积约为409km2,海岛海岸线长为622km。

2 大连海洋生态空间的开发利用

2.1 重要生物和生态

大连海域面积广阔,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拥有

国家稀有种兼优势种包括鲍鱼、海参和海胆等,大

连地方种包括大连湾牡蛎和大连紫海胆等[5]以及国

家级珍稀生物包括棱皮龟、斑海豹和虎头海雕等。

大连海珍品有刺参、皱纹盘鲍、海胆和扇贝等,主要

分布在长海和其他辽南地区,其中皱纹盘鲍主要分

布在大连东南沿岸和长海,海胆主要分布在辽东半

岛东部海岸和黄海北部海域,刺参和扇贝在大连沿

岸均有分布[6]。

大连早在2008年就提出对海洋资源进行分级

保护,确定适度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方式

和区域,并优化海域使用结构。大连自1980年起建

立自然保护区,截至2018年7月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12个,其中包括7个海洋自然保护区,海域面积

为5612km2。

2.2 用海活动

大连的主要用海类型包括渔业用海、交通运输

用海、工业用海、旅游娱乐用海、海底工程用海、围

海造地用海和特殊用海,均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的主要方式。

2.2.1 渔业用海

大连拥有我国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渔

场,规划13个养殖功能区[6]。其中,围海养殖区有

3个,分布在平岛周边海域、普兰店隋屯外海域和青

堆子湾内海域,涉及海域面积为133.62km2;开放

养殖区有9个,分布在浮渡河口外海域、驼山外海

域、海头至西湖嘴外海域、庙上村至狮子石之间外

海域、段驼子至东驼子之间海域、普兰店隋屯外海

域、碧流河至李嘴之间外海域、长山列岛海域和外

长山列岛海域,涉及海域面积为9782.8km2;养殖

预留区有1个,分布在长山列岛外海域,涉及海域面

积为3024.96km2[6]。

2.2.2 交通运输用海

大连的海上交通运输业发达,用海类型包括港

口航道用海、海上桥梁和机场建设用海以及海底管

道和隧道用海等。大连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石

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软件开发业,主要货种包

括石油、汽车和集装箱。

2.2.3 工业用海

大连海水资源丰富,工业用海主要包括海水直

接利用、海水淡化、海水化学资源利用和海水能源

技术研发。2015年大连的海水直接利用量超过

600m3/d;2006年大连建成5座海水淡化厂,海水

淡化能力为1.14万 m3/d[7];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

金投入力度的加大,大连已熟练掌握镁、铀、碘和锂

等海洋化学资源的提取和加工方法;2006年大连被

选为全国唯一的海水源热泵技术推广城市,并在小

平岛新区、星海湾商务区和软件产业带等区域积极

推进实施海水源热泵技术的前期工程,至2015年已

规划建设海水源热泵项目13项,实际供暖和制冷面

积达1100万m2。

2.2.4 旅游娱乐用海

大连是著名的滨海城市,海洋旅游业是其旅游

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渤海和黄海沿岸分别有8个和

5个滨海旅游发展区。此外,发展海滨浴场也是大

连提高海洋旅游收入的重要方式,目前大连宜建海

滨浴场的海岸线长为111.7km,已建成海滨浴场

60余个,著名海滨浴场包括金沙滩海滨浴场和星海

公园海滨浴场等。

2.2.5 海底工程用海

大连早在2006年就已在海底铺设50条光缆。

近年来大连的海底工程用海主要包括2018年位于

甘井子东部和大连湾西侧的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用海(海底管道用海)以及2019年位于大连湾的大

连地铁5号线工程用海(海底隧道用海)。

2.2.6 围海造地用海

基于大连城市发展重心的变化,大连围填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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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75—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5年

3个主要发展阶段,主要类型为养殖用海、港口用海

和盐业用海(表1)。

表1 1995—2015年大连围填海的类型、面积和占比

类型
面积/hm2(占比/%)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09年 2015年

养殖用海 28054.2(46) 28533.9(44) 30388.1(43) 31957.6(41) 33233.8(39)

港口用海 7754.1(13) 8862.1(14) 10412.3(15) 12986.1(17) 17676.1(21)

盐业用海 11674.3(19) 12654.6(19) 11063.1(16) 11043.3(14) 11769.6(14)

旅游基础设施用海 2629.5(4) 3378.9(5) 4431.6(6) 5213.9(7) 5599.2(6)

船舶工业用海 5367.2(9) 6039.4(9) 7212.3(10) 7925.6(10) 8387.7(10)

城镇建设用海 2631.9(4) 2833.3(4) 3451.7(5) 4144.7(5) 4541.3(5)

路桥用海 1036.1(2) 981.2(2) 1560.0(2) 1881.0(3) 2029.6(2)

其他工业用海 1653.3(3) 2131.3(3) 2419.2(3) 2100.3(3) 2301.1(3)

合计 60800.6(100) 65414.7(100) 70938.3(100) 77252.5(100) 85538.4(100)

  “十二五”期间,大连积极争取国家围填海指标

3700hm2。截至2018年3月共上报建设用海项目

143项,申请用海面积3257hm2。其中:国务院批

准6项,共计填海面积751hm2;省政府批准68项,

共计填海面积1428hm2。

2.2.7 特殊用海

大连海域划有特殊利用区21个,特殊用海类型

主要包括军事用海、试验用海、领海基点用海和排

放(倾倒)达标污水用海。

2.3 用海活动的冲突性和兼容性

海洋是空间概念,其开发利用也是立体的,因
此不能笼统地将某海域规划为某种固定用海类型,

否则不利于海洋空间开发利用的最大化,进而影响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

就已提出兼容用海的思想,并在某些省级海洋功能

区划中得到体现[8]。近年来全球越发重视对海洋兼

容性的研究,其中的著名案例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公园;管理者将大堡礁海域划分为8个类型并列出

16种许可活动,而后以保护大堡礁生态为核心,规
定不同许可活动在不同类型海域的准入性[9]。

用海兼容性是指某海域存在不止1种用海类

型,且不同用海类型之间不会对彼此造成太大影响

甚至没有影响。例如:在某海域的垂直用海中,在

岸上进行滩涂养殖,在水体中进行海水养殖,在海

底铺设光缆,彼此之间互不影响,因此是兼容的。

须指出的是,兼容用海时应明确主要用海类型和次

要用海类型,主次分类的依据是当地的海洋功能

区划。

用海既有兼容性也有冲突性。用海冲突性是

指某海域只能存在1种用海类型,其他用海类型会

对现有用海产生极大影响甚至终结现有用海。例

如:不能在港口锚地区铺设海底光缆或建设海底隧

道,因为船抛锚会破坏光缆和隧道,彼此之间是冲

突的。

2.4 用海活动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冲突性和兼容性

大连海域面积广阔,海水养殖业、滨海旅游业

和海洋运输业是主要产业。大连2018年海洋经济

总产值占辽宁海洋经济总产值的66.6%,2019年在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和“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排行

榜”上分别居第十六位和第八位(表2)。

如果仅以经济指标衡量地区人-海关系的协调

程度,那么大连的人-海关系较为协调。然而经济指

标不能是唯一指标,还应加入生态指标并将二者结

合衡量。根据这个标准,大连的人-海关系是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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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兼容性并存的。

表2 大连部分经济指标

年份
海洋经济

总产值/亿元

海洋渔业

产值/亿元

港口吞吐

量/亿t

游客总量/

万人次

旅游总

收入/亿元

2014 2773.7 893.0 4.2 1355.1 1065

2015 2661.5 741.1 4.2 1415.4 1115

2016 2728.0 792.8 4.4 1525.7 1135

2017 4000.0 1200.0 4.6 1749.9 1280

2.4.1 冲突性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连的用海活动

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直接表现为黄、

渤海管辖海域面临严峻的海洋环境问题。港口、码

头和防波堤等工程建设挤占海床空间,破坏底栖生

物的生存环境,对底栖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且不可

恢复的损失,其产生的泥浆和悬浮物等也会引发水

体污染[10];石油运输中一旦漏油,海面上的石油会

造成水体浑浊,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大量物

种因缺氧和误食重金属物质而死亡;废旧渔船因设

施落后和排污不达标等问题而被逐渐淘汰,但目前

仍有废旧渔船作业,导致鱼类数量和种类减少以及

水体污染;海洋旅游活动往往超过资源环境承载

力,对海洋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海水养殖产生的饵

料和药物残留物以及壳类垃圾等导致水体污染和

富营养化,外来物种入侵和养殖底浆富集也会破坏

海洋环境[11];围垦滨海湿地导致湿地面积缩减和生

物多样性降低;陆源污水排放和固体垃圾倾倒对水

体造成巨大污染,导致海洋生物种群结构变化和生

物数量大量减少,降低生物多样性,破坏海洋生态

系统;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海底缆线铺设、打桩

挖掘以及石油和天然气泄漏等都会破坏海洋生态

环境和降低生物多样性。

2.4.2 兼容性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后,用海活动与海洋环境呈负相关,即随着

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由高趋低,

环境污染速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改善[12]。

随着大连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海洋环保观念

的增强和海洋科学技术的创新,大连的用海活动与

海洋环境之间呈现明显的兼容性。2010—2019年

大连近海各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比如表3
所示。

表3 2010—2019年大连近海各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海域面积占比 %

年份 一类和二类 三类 四类 劣四类

2010 14.5 40.0 9.1 36.4

2011 21.4 32.5 24.0 22.1

2012 39.7 26.3 5.8 28.2

2013 88.3 7.5 2.8 1.4

2014 85.1 7.9 4.5 2.5

2015 92.9 4.1 1.7 1.3

2016 91.0 - - -

2017 87.9 - - -

2018 91.0 4.0 4.0 1.0

2019 98.3 1.1 0.6 -

  注:2016—2017年三类、四类和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

积的数据 统 计 缺 失;根 据《2019年 大 连 市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2019年大连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8km2,占比微小,

因此未予显示。

3 大连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大连早在2006年就根据当时海洋经济发展的

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海洋功能区划,此后从国家层

面至地方政府层面又陆续颁布许多关于保护黄、渤

海海洋生态环境的文件,为大连海洋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打下坚实基础。其中,2006年《大连市海洋功

能区划》对现有海域和人类活动进行规划,强化对

海域使用的管理,确保海域使用的科学、合理和可

持续发展;2011年《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划定8种用

海类型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制方案;2012年《关

于建立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若干意见》是国内

最早涉 及 渤 海 地 区 海 洋 生 态 红 线 划 定 的 文 件;

2014年《关于在渤海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

见》公布在渤海海域实施生态红线制度的具体要

求、任务和保障措施;2016年《大连市海洋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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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确定“水清、岛绿、滩

净、湾美、物丰”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2017年

《辽宁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优化开发区、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部分涉及大连管辖海域;

2017年《关于在黄海海域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意

见的通 知》在 大 连 管 辖 的 黄 海 海 域 划 定 面 积 为

5610.2km2的15个禁止开发区和30个限制开发

区;2018年《大连市海岸线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将大

连管辖海域面积的34.9%划为生态红线区,并分类

管理海岸线;2018年《辽宁省贯彻落实国家海洋督

察组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要求辽宁暂停审核黄

海海域除4种特殊用海类型外的围填海项目,并暂

停受理渤海海域的一切围填海项目。

3.1 管制分区

在2006年《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的基础上,结

合海洋生态空间的特征,本研究将大连海洋生态空

间用途管制分为海面管制、水体管制和海床管制

3个类型,每个管制区域均可细分为优化开发区、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3.1.1 海面管制

海面管制的 立 体 方 向 为 等 深 线0~5m 的

范围。

优化开发区主要包括滨海旅游区(51个)、港口

航运 区 (159 个)以 及 临 海 工 业 和 产 业 聚 集 区

(18个),此外包括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工海岸线。限

制开发区主要包括重要河口生态系统、重要生物栖

息地和产卵场、重要滨海湿地、部分特殊保护海岛、

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以及濒危物种保护区,同

时包括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外的部分。禁

止开发区主要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

区和预留区,海洋特别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域和预

留区,圆岛和海洋岛,自然岸线,领海基点所在海域

以及军事区;大连有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保护区

8个、海洋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1个以及自然遗迹

和非生物资源保护区2个。

3.1.2 水体管制

优化开发区主要包括海水利用区、海洋能利用

区以及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其中海水利用区包

括海水淡化、海洋化工和海洋盐业等12个功能区,

海洋能利用区包括5个潮汐能区和1个潮流能区,

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包括43个渔港渔业设施基

地建设区、124个养殖区、5个增殖区以及8个捕捞

区和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

重要渔业保障区(如水深30~60m为带鱼等洄游

性鱼类的主要洄游路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

及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外的部分。禁止开

发区主要包括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珍贵或具有经

济价值生物的栖息地(如水深60m以下为带鱼等

洄游性鱼类的栖息地)、特殊岛礁管辖海域和军事

演练区。

3.1.3 海床管制

优化开发区主要包括港口航运区、滨海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区和沿海城镇建设区的海床部分以及

海底隧道区。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重要砂质岸线

和沙源保护海床、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海底

缆线预留区以及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外的

部分。禁止开发区主要包括海洋牧场区、领海基点

对应海床和海底缆线保护区。

3.2 管制规则

空间准入是实现科学用海的有力保障。通过

制定准入规则,明确禁止类、限制类和允许类用海

活动的限制条件,有助于实现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

持续开发利用。

3.2.1 优化开发区

优化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具有较大发

展潜力,可进行高强度的集中开发利用。优化开发

区的管制规则主要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协

调区域矛盾、有序有度开发利用、发展现代海洋产

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环

境质量,从而在保护海洋环境与发展海洋经济之间

获得平衡。

3.2.2 限制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相关用海

活动会对周边海洋生态安全产生较大影响,应限制

或禁止对海洋生态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环境质量有

较大影响的用海活动。限制开发区的管制规则主

要包括:坚持保护优先和因地制宜发展、在适度和

适量原则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尤其注重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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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底线以及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强调环

境保护。

3.2.3 禁止开发区

禁止开发区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典型海

洋生态系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具有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开展科研实验等用途。

禁止开发区的管制规则主要包括:实行强制保护、

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的干扰以及严禁不符合

主体功能定位的用海活动。

4 结语

与无序无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相比,基于海洋

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海洋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更加强调适度用海,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累积影响,促进海洋自然资源增长,改善海

洋生态环境。同时,对海洋旅游、海上运输、海洋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围填海等用海活动进行优化和

限制,有助于缓解海洋生态压力、缓和海洋供给与

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持续改善和恢复海洋生

态环境。

本研究以大连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海洋生态空

间用途管制分区,从宏观层面科学规划海洋空间,

使每类资源和每处空间均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并发

挥最大功效,从而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也可为其

他沿海城市提供经验借鉴。与此同时,本研究存在

很多不足之处,未来将不断收集相关资料以丰富数

据库,使研究成果更加科学、真实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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