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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长海县养殖用海权属数据为基础，应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长海县海域

养殖用海规模及结构进行空间统计，结果表明，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面积为７３８５５６ｈｍ２，占大连

市的６４％，养殖方式主要为底播养殖。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对２０１６年长海县的养殖用海规模和海水养

殖业产值进行预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海水养殖业产值可达１３３亿元，用海规模新增面积最大可达

１０２０００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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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国家战略，长海县

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作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

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被定位为辽宁省重点支持范

围。长海县海域广阔，海水透明度高，营养盐丰富，

既有利于海洋生物资源生长，又有利于发展海水增

养殖业，是鱼虾贝藻栖息场所，而且盛产珍稀海产。

长海县依托纯净优质海水、广阔海域和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等优势，形成优势渔业产业，在经济上取

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结构单一、以渔为主

的特征显著以及粗放利用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等问题仍然存在，增养殖产业向更深的海域扩展是

必然方向。因此，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推

动长海县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时间序列数据组所表现出的内在数学关系，对

相关部门制定战略以及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１－５］。本文应用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

与ＳＰＳＳ软件中时间序列预测相结合，不仅对长海

县管辖海域养殖规模进行统计和分析，而且对未来

养殖用海规模进行预测。发现海域空间资源与未

来养殖用海需求的矛盾，为长海县海域空间资源可

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与数据支持。

２　长海县基本情况

大连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

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

县，更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山群岛由大长

山、小长山、海洋、广鹿、獐子等岛屿及所属海域组成，

共有岛、坨、礁１１２个，陆域面积１５２．６６ｋｍ２，海岸线

长４２８ｋｍ；长海县管辖海域总面积为１０３２４ｋｍ２，海

底植物繁茂，底质是松软的泥沙，也有各种贝类和鱼

类生殖栖息所需要的岩礁［６］。

３　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使用结构及规模

长海县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为７３９０５５ｈｍ２，共

计１１８１６宗，包含围海养殖用海、开放式养殖用海、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人工鱼礁用海、港口用海、航道

用海、路桥用海、浴场用海等８类用海类型。

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占有主导地位，占辽宁省

养殖用海面积的５４％、占大连市养殖用海面积的

６４％。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包括围海养殖、滩涂养

殖、筏式养殖和底播养殖４种养殖方式，其中围海养

殖用海使用面积为１４７ｈｍ２、共计７０宗，滩涂养殖

用海使用面积为７４ｈｍ２、共计１１宗，筏式养殖用海

使用面积为２４４８２ｈｍ２、共计９５８１宗，底播养殖用

海使用面积为７１３８５２ｈｍ２，共计２０８９宗。

围海养殖主要分布在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

鹿岛、瓜皮岛沿岸海域；滩涂养殖主要分布在大长

山岛沿岸海域；筏式养殖主要分布在大长山岛、小

长山岛、广鹿岛、哈仙岛、格仙岛、葫芦岛、塞里岛、

羕蛸岛近海海域，海洋岛、乌蟒岛近海海域筏式养

殖分布较少；底播养殖在长海县近海和外海均有分

布，且底播养殖为主要养殖方式。筏式养殖用海与

底播养殖用海立体确权情况除獐子岛周边海域外，

在长海县各岛屿周边海域均有存在。

４　长海县海岛周边海域养殖用海类型分布

据本次数据统计，大长山岛周边海域围海养殖

３７宗、用海面积为８７ｈｍ２；滩涂养殖１１宗、用海面积为

７４ｈｍ２；筏式养殖３９６５宗、用海面积为１１７７０ｈｍ２；底

播养殖２９６宗、用海面积为４０６３２ｈｍ２。小长山岛周

边海域围海养殖２６宗、用海面积为４２ｈｍ２；筏式养殖

１７５１宗、用海面积为４１３４ｈｍ２；底播养殖２９１宗、

用海面积为８８３２５ｈｍ２。广鹿岛周边海域围海养殖

７宗、用海面积为１８ｈｍ２；筏式养殖３５４１宗、用海

面积为７１３６ｈｍ２，底播养殖２５０宗、用海面积为

５７８３０ｈｍ２。獐子岛周边海域底播养殖４８０宗、用

海面积为１８８１００ｈｍ２。海洋岛周边海域筏式养殖

３２４宗、用海面积为１４４３ｈｍ２；底播养殖７７２宗、用

海面积为３３８９６５ｈｍ２。

大长山岛周边海域受到水深及海域空间的制

约，影响底播养殖规模的发展，导致底播养殖规模

较其他岛屿海域最小，仅为长海县海域底播养殖面

积的６％；但筏式养殖规模较其他岛屿海域最大，达

长海县海域筏式养殖面积的４８％，原因在于大长山

岛作为长海县行政中心及居民聚集区有相当大的

海产品需求。小长山岛、广鹿岛海域同样受到水深

及海域空间的制约，但是相比大长山岛，小长山岛

东侧海域开阔、广鹿岛西侧海域开阔，因此小长山

岛海域底播养殖向东侧海域扩展、广鹿岛海域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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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向西侧海域扩展。相反，獐子岛海域和海洋岛

海域利用水深及海域空间优势，充分拓展底播养殖

规模，其中海洋岛海域底播养殖规模最大，占长海

县海域底播养殖面积的４７％；獐子岛海域不仅利用

海域资源优势充分拓展底播养殖规模，而且发展养

殖产业，利用产业优势创立国内著名品牌。

５　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规模发展趋势分析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长海县海域养殖用海规模不

断扩大，用海规模已达６１１９９８ｈｍ２，年增长率为

１１０％；养殖用海规模至２０１２年达到最高值后，开始

出现收缩趋势；２０１１年以前单位产值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２年起逐年上升；历年来养殖用海宗海数基本呈

下降趋势，海水养殖业的产值逐年增加，年增长率

为１１７％。

养殖用海面积逐年增加、宗海数却不断下降，

说明规模化、集约化用海得到充分实施。除市场供

求关系外，受可养殖海域空间及环境承载力影响，

２０１２年以前虽养殖用海面积逐年增加，单位产值却

逐年下降。随着长海县养殖用海空间由大、小长山

岛逐渐向其他岛屿周边海域扩展以及由浅海向深

海转移，同时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海水养殖技

术提高，大力提倡集约用海，逐步探索规模化养殖，

自２０１２年起，在养殖用海面积萎缩的情况下单位产

值却迅速上升，科学用海成效显著。

６　结论

通过已有的时间序列分析法研究［７－１４］，并结合

长海县管辖海域养殖用海规模现状，选定 ＡＲＩＭＡ

（２，１，２）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依据各参数的关系，运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

建立预测模型，对２０１６年的用海规模和海水养殖业

产值进行预测分析，预计２０１６年海水养殖业产值可

达１３３亿元，用海规模约１０２０００ｈｍ２。本次预测不

考虑社会环境及其他市场等因素，仅是简单通过用

海规模和海水养殖业产值关系进行预测。但值得

注意的是，海域空间资源与用海需求之间存在实际

矛盾，按照预测值来计算，截至２０１６年，长海县海水

养殖用海规模总面积约将占管辖海域面积的

８５．２％，产业比例将严重失调；此外，根据应用Ａｒｃ

ＧＩＳ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对长海县海域空间资源

进行分析的结果，若不向深海扩张，能够满足２０１６

年养殖用海需求的用海面积仅约为３１０００ｈｍ２，供

给量仅占需求量的１／３，矛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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