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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传统涉海类空间规划,积极寻求向以资源环境

为约束的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转型。基于此,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应当从以经济发展为导

向,进行产业分类、资源开发的增量时代,转向生态化、可持续化、精细化发展的基于人本视角的存

量发展时代。因此,针对原有各类涉海规划鲜有提及的用海人口概念,借鉴陆域国土空间规划人

口体系,从人口概念、分类、测算方法、划分原则方面,系统梳理了人口规模与国土空间用途、规模

与部门管理的关系,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新的参考指标,实现海岸带空间的供需关系合理

发展。

关键词:用海人口;海岸带空间需求;供给侧;资源保护与利用;用海人口规模测算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0)09-0022-09

StudyontheConnotationofSeaPopulationundertheSituation
ofCoastalSpaceResourcesProtectionandUtilization
ZHANGHe1,YEHaoru1,WANGQian2,WANGRui1,LIYantong1

(1.SchoolofArchitecture,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72,China;

2.NationalOceanInformationCenter,Tianjin300171,China)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supply-sidereform,thecoastallandspaceplanningisshifting
fromanincrementaleraorientedbyeconomicdevelopment,industrialclassification,andresource
developmenttoaneraofecological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refineddevelopment
basedonthehumanperspective.Onthebaseofimportantroleofreasonablesatisfactionofpeople's
needsfortheplanningoflandandspace,aimingattheconceptofsea-occupyingpopulationrarely
mentionedintheoriginalvarioustypesofsea-relatedplanning,drawingontheland-basedland-

planningpopulationsystem,establishingtheconceptofsea-occupation,classification,andcalculat-
ingmethodandtheprincipleofdivision,thesystemcomb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a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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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tionandthecoastallanduse,scaleanddepartmentmanagement.Inordertoprovideanewref-

erenceindexforthepreparationofthepre-researchcontentofthenextnationallandspaceplan-

ning,thesupplyanddemandrelationshipofthecoastalspacewouldberationallydeveloped.

Keywords:Seapopulation,Coastalzonespaceneeds,Thesupplyside,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

resources,Calculationonseapopulation

0 引言

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引领下,海洋作为蓝色国

土空间愈加受到重视,但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整

合过程中,海岸带相关空间规划、产业规划等领域

的研究尚未成熟[1]。王江涛[2]认为海岸带空间资源

的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矛盾点是解决其供给端结构

性问题。然而,供给与需求是并存的一对范畴,供

给受需求规模和水平的影响显著[3]。当前虽然结构

性矛盾显著,但是海岸带空间需求端,仍存在诸如

环境生态的保护[4]、资源可持续利用[5]、海域产业的

定位与完善[6]、海岸带规划管理各部门缺乏衔接[7]

等问题。

究其原因在于海岸带空间规划作为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解决以下基础问题:

①海岸带空间保护与利用的规模难以进行定量化

管控;②海岸带资源在空间规划整合过程中,难以

明确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制约关系的机理,并实

现基于人口合理需求进行供给调配。所以,针对

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建立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

的用海人口内涵,弥补我国现行涉海类空间规划

编制中用海人口概念缺失的问题。在海岸带国土

空间规划中建立海洋人口概念,明确人口对于海

岸带空间的具体需求与影响,推动海岸带空间供

给侧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空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空间规模预测,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与编

制提供有益参考。

1 陆域国土空间规划中,人口概念对空间规

模、用途、划线、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1.1 陆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概念

陆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概念是基于多元

需求的概念集合。人口概念存在较为多样化的分

类方式与计算方法[8],根据各地的实际需求,采取不

同的人口统计口径,以适应不同地域的差异化发展

目标与发展阶段。

根据常见的人口统计口径[9],如城乡差异、户籍

差异、劳动构成的不同等,可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

人口,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基本人口、服务人口

与被抚养人口。

相应的人口规模的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劳动

平衡法,职工带眷系数,递推法。但几种测算方法

受计划经济体制、城市主导功能产业、估计值弹性

过大等方面的局限,已不能单一满足不同时代发展

背景下的空间发展需求。因此,对于人口的测定方

法呈现出多种方法测算取平均值,并建立多层次体

系的趋势。

1.2 人口概念在陆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作用

在陆域空间中,人口概念作为研究因子均已

融入了相关规划。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

主要用于辅助决策各类空间资源规模、用途、控制

线的 研 究 及 各 相 关 部 门 协 调 管 控 的 辅 助 决 策

依据。

首先,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以人为本是对城市

的规模适度、合理布局的基本要求[10]。城市总体规

划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科学合理地确定城市

的城镇化水平、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以及确

定最适合本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从而推算出

城市的用地规模[11]。

其次,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开发强度与控制线

的划定具有基础性作用。针对各项自然资源,如耕

地、草场,建立了考量人口需求的红线管控制度[12]。

在土地功能用途方面,基于人的生产生活规律,强

调产业链的发展与集群、规模效应[13]。

最后,人口问题也是各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数

据支撑与工作对象。原国土、规划、发改委等部门

因其部门需要采用不同统计口径的人口概念[1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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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忽略人的影响因素讨论生态资源保护与统筹、产

业发展与空间配置是不成立的。

2 传统涉海类空间规划中的人口内涵视角的

研究与问题

2.1 涉海空间规划偏重于功能划定,不利于平衡

与开发的关系,且人口统计口径不统一

传统的涉海类空间规划更偏重于用海功能规

划,尚未将未来人口规模发展的空间需求作为前

置研究内容,用以平衡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合理规

模区间。如海洋主体功能区划,其划分依据根据

海洋开发强度、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海洋发展潜

力进行评估,从而进一步指导海岸带空间的开发

建设。但是由于缺乏对有用海需求人口的具体考

虑,难以明确海岸带空间与资源调配中保护与发

展的实际需求,实现海岸带空间环境承载能力的

合理评估。

其次,海岸带空间生态资源敏感、空间类型差

异明显、人口活动复杂,涉及管理部门繁多。对于

人口统计数据与人口内涵则按需进行范围划定[15]

与定义[16],各部门在实际的管理协调工作中难以统

一人口口径。

2.2 涉海空间规划尚未与人口因素实现协调,不

利于落实

由于对海洋开发利用研究的时间较短,海岸

带空间规划尚无明确统一的规划实施标准[17]和功

能定位。如,涉海类空间规划没有相应海洋功能

区的具体需求人口的总量规模与分类体系,仅依

靠全国人口用海需求量,进行分摊指标,所以造成

某功能区海洋资源开发总量及用海空间规模的估

计不准。

基于人口因素的忽视,会影响海岸带空间用途

与功能定位研判的科学性。传统各类涉海空间规

划中,对资源评估的划分,是从海岸带空间需求端

到供给端单向体现,是增量时代的规划产物,未充

分考虑需求端的服务主体———人。

未来,以环境为约束的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应

协调海岸带空间在供给、需求方面的双向需求,尤

其在海岸带人口规模、结构、比例、健康等方面的需

求。最终实现未来海岸带空间规划在生态保育、产

业发展、公服适配等方面的双向调整,以保证海岸

带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发展潜力。

3 系统性用海人口研究的必要性

3.1 基于海岸带与陆域的差异性,陆域人口概念

难以移植

在传统国土空间规划中,各类空间规划对于涉

海部分均未划入考虑范围之内或仅作为陆域空间

的附属规划内容。其规划的编制与传统空间规划

编制并无实质区别[18]。以城市规划为例:①海洋人

口的空间划分中仅考虑到沿海向陆的人口。②在

滨海城市规模预测过程中,基本人口是主要指标之

一,而海岸带空间中的人口没有相对应的指标,也

没有纳入考量范围。传统涉海类规划未建立起与

陆域相类似的人口内涵和体系理论作为涉海产业

发展的前置研究内容,使得海岸带空间发展进入了

“瓶颈”期。

3.2 当前用海人口的相关研究不足

当前,基于海岸带空间的用海人口内涵研究较

少,且未形成相应的分类体系。狄乾斌等[19-25]作为

国内较早研究海域承载力的学者,在研究海洋承载

力的过程中,都考虑到资源的人均指标问题。张

赫[26]曾提出在填海造地区域规模评价的需求指标

中应当考虑沿海城市人口数量问题。潘建纲[27]在

研究主要制约人口再生产指标的基础上,探讨辽宁

沿海地区的人口容量模型。

3.3 用海人口内涵研究的意义

在海岸带空间的使用与管控中,人是根本主

体,是体现海岸带空间需求端的重要影响因素。海

岸带国土空间规划的多元价值观应考量人的供需

角色、产业分工、规模数量、空间布局等因素。海岸

带空间价值的评估与环境约束下的空间发展模式

均应从人的角度出发,对空间和用海人口进行双向

调配与引导,进而实现生态保护下空间资源的合理

高效利用。

因此,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有必要建立基于海

岸带空间需求的用海人口内涵、划分原则及测算方

法,实现空间规划调整、涉海管理工作数据的一致

性,为协同海陆空间和主体,以及海岸带的保护需

求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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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海人口的内涵

4.1 概念

用海人口是指对海岸带空间及资源有需求的

人口。用海人口受海陆空间制约,且具有海陆空间

的生产要素交往频繁的特殊性。对海岸带保护与

开发建设空间划定起重要的作用。

4.2 组成

用海人口由3个方面组成,分别为直接用海人

口、直接滨海人口、涉海腹地人口。该概念从地理

空间上涵盖了海洋、海岸带空间及有用海需求的广

阔腹地的用海人口。

(1)直接用海人口:在海域进行生产或长期生活,

将海洋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人口。如,在海岛、钻井

平台等海域空间进行海洋勘探、资源开发,长期生活

的人口。即直接在海域上从事生产生活的人口。

(2)直接滨海人口:在海岸带空间进行短期生

活或再次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生产的人口。在海岸

带空间,如填海造地区域、港口驳岸,进行海洋科学

研究、旅游消费、工业生产的人口。但不包含居住

在滨海空间,且在直接用海人口中已统计过的人口。

(3)涉海腹地人口:在远离海岸带的陆域空间

生产生活,对于海洋资源有间接需求的人口。

4.3 用海人口的测算方法

用海人口在测算过程中符合基本人口、服务人

口的划分方式,以及劳动平衡法的基本规律,但其

仍难以满足海岸带的海陆复合空间及人类用海方

式的特点。

首先,地方政府对海域有行政与管理权属,考

虑到旅游与生态效益,多数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口由

于服务大量外来游客,且经常实现海陆空间转换,

基本人口概念难以满足空间与产业的划分原则。

其次,所辖海域的服务人口概念也有相应改变,如

临港产业,其“服务人口”远在腹地,且应作为空间

规划的主导因素纳入空间统筹的考虑范围内,但该

类涉海腹地人口与劳动平衡法中的服务人口在统

计的空间范围上不同。最后,基本人口的增长缺乏

区域规划依据[28],在海域长期生活且利用海洋资源

生存的居民并未划入基本人口概念范围内。

所以,应对基本人口预测城市规模的传统方式

进行修订,结合海岸带、所属海域的不同的生态、生

活与生产特点,基于海岸带空间的发展,统筹考量

服务人口与基本人口的主导权重。

涉海腹地人口应为涉海第二产业人口和涉海

第三产业人口之和,需根据对应海岸带的产业特性

做具体研究。

直接滨海人口应为港口航运用海人口、农渔业

用海人口、工业城镇用海人口、旅游休闲娱乐用海

人口之和。

直接用海人口应为海域常住人口和矿产能源

用海人口之和。

直接用海人口与直接滨海人口应基于海岸带

各类生产生活特征,囊括海岸带基本承担功能。

4.4 用海人口的划分原则依据

海岸带空间发展的供需关系中,人口划分原则

主要强调3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即空间规律、经济产

业规律和生态规律,三者在不同方面影响着人口的

划分方式。海洋生态保护与资源的利用决定了用

海人口的合理规模;地理空间上的特殊性决定了用

海人口的划分层次;而产业经济结构和海陆规律主

导了海洋的供需关系。

用海人口结合海洋产业、海陆的空间特殊性与

生态承载能力的划分依据,可以对预测海岸带空间

规模与边界划定进行合理补充。同时,用海需求人

口可作为海域空间、岸线资源开发中,评估需求规

模的主要因子。因此,能够弱化城市规划中以陆定

海的传统思路,扩大规划编制的考虑范畴。

4.4.1 空间层面上,海陆空间的特殊性影响了人

口的划分方式

当下人口的活动规律仍受到地理空间的局限。

海域、海岸带、陆地三者由于地理空间特殊性,直接

影响了人的生产生活的基本规律,因而用海人口的

具体需求也多有差别。空间因素是人口划分的重

要原则。

首先,海岸带空间较陆地而言,虽设立有工业

与城镇用海区用以指导开发建设,但在各类开发建

设空间的占比较少,国家对于填海造地区域也有严

格的管控制度。因而在海域范围内,直接用海人口

的空间活动规律及用海需求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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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开发、利用。

其次,直接滨海人口的空间属性被划分为海岸

带空间。由于该区域受到海陆空间的双重影响,人

的空间活动并不仅限于唯一空间,具有一定复杂

性,既具有直接用海的空间的需求,又具有在陆地

空间对于间接用海的需求。如临港工业区,故而将

此类人口单独划分。

最后,涉海腹地人口不同于前两者,其更集中

体现在内陆的腹地空间中生产、生活的人口对海岸

带空间的间接需求。港口规划强调的港城协调,即

从侧面反映了海岸带空间与其腹地空间的需求关

系。海岸带空间的供给服务半径并不局限于行政

边界范围,海岸带空间开发的强度与规模是其腹地

空间具体需求的直接作用结果。

4.4.2 海洋的经济产业规律主导了海岸带空间用

海人口的供需关系

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所规定的重点开发地区中,产

业发展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可见海岸带空间的发

展有赖于基本的经济产业规律,在海岸带空间的供需

关系中,产业结构所暗含的经济规律更是主导了空间

生产—需求—供给三端的协调发展。因而,研究用海

需求人口的概念应该符合基本经济产业规律。

第一产业:以渔业为例,渔业捕捞区和养殖区

占据海岸带空间资源,直接滨海人口借助临海靠岸

的优势,积极发展港口运输、仓储、渔业加工与零售

批发,进一步开发滨海旅游。依托渔业资源发展规

模,带动涉海腹地人口进一步发展,而涉海腹地人

口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反作用于渔业资源对于海岸

带空间的开发规模的调整(图1)。

第二产业:以海洋再生能源为例,如潮汐发电,

该能源服务于直接滨海人口,进而促进临岸海洋产

业如港口工业、化工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满足涉海

腹地人口需求。对于潮汐发电所需要用海的具体规

模,以及临岸产业的规模,则要考虑到涉海腹地人口

和直接滨海人口对此类能源的实际需求(图2)。

第三产业:以海洋科技研发为例,如海水淡化

研究,其研究的技术支撑会直接影响到海水淡化提

纯的效率,加快对于海水利用的直接需求。淡化后

的水资源又会促使直接滨海人口发展工业,使其空

间发展规模进一步加强。以此为基础,便形成海岸

带空间与临岸、腹地空间的双向需求,同时也是用

海人口在产业分工上的相互补充(图3)。

图1 海洋第一产业用海人口供应关系

图2 海洋第二产业用海人口供应关系

图3 海洋第三产业用海人口供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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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海洋生态规律将决定用海需求人口的最终

规模

引入用海人口的初衷在于平衡与梳理各类海

岸带空间资源中生态环境与规划建设空间供需与

配比的合理关系,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

的可持续性是海岸带空间发展的基底,因而用海人

口概念是其重要抓手与标尺。

用海人口的划定分类,明确了海洋、滨海、腹地

不同空间的有用海需求的人口对于各个开发区内

自然资源、生态退化的真实影响,以及具体目标人

群与总量。据此可以实现海陆空间供需的调配平

衡和海岸带空间管控制度的完善,提升海岸带空间

生态资源的承载能力。例如,三亚、秦皇岛,因海洋

旅游资源发展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占据海陆空间,

要根据海洋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纳量决定接纳

旅游人口总体数量。

其次,海岸带空间的生态环境会影响人的身心

健康。如,海上溢油污染直接限制了海岸带空间活

动,影响了临海以及腹地人口的能源、食品供给,导

致城市功能难以正常运转。因此,海洋生态作为海

岸带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不仅需要通过生

态红线在空间边界上的管控,而且需要在需求端进

行用海人口规模容量控制,在供给端要求开发强度

符合生态容量与规律。因而用海人口的体系划分

作为空间规划的前置研究,必当符合生态的控制

原则。

5 用海人口的计算实证———以黄骅市为例

以沧州市黄骅市为例,从直接用海人口、直接

滨海人口、涉海腹地人口3个方面计算用海人口并

论述其计算原理。由于涉海腹地人口数据资料获

取的局限性,选取功能更为综合的上海港进行横向

对比,实现不同区域涉海腹地人口在数量级上的差

异化印证。

黄骅市直接用海人口:黄骅市对于海洋资源直

接利用主要体现为海水养殖与育苗,其中有记录人

口为400户[29],以河北省平均家庭规模3.21人/

户[30]计算,约1284人左右。

黄骅市直接滨海人口:首先,黄骅市旅游文化

仍处于发展阶段,入境旅游外来游客较少。其次,

黄骅市滨海鱼苗企业产值4.1亿元[31],经黄骅市人

均GDP12631.67元/人折合计算,农渔业人口约为

32.5万人。最后,石油化工业产值256910万元,折

合计算约为20.34万人,采盐业产值11965万元,折

合计算约为9472人,故直接滨海人口为53.74万人。

另外,黄骅地区的直接滨海人口可借鉴《黄骅市城

乡总体规划(2015—2030)》数据进行校正,该规划

依托黄骅港的滨海产业优势发展临港产业新城,近

期规划人口6.25万人,远期人口预计达20万~

50万人。故远期发展来看,黄骅市直接滨海人口数

量级可达53万人。

黄骅市涉海腹地人口:黄骅市拥有黄骅港,港

口主要吞吐货类为煤炭,占比达84%[32],是陕西、山

西向海运输的距离最近的港口之一。由于需满足

山西、陕西两省有资源输出需求的涉海腹地人口,

因而有较为明确的腹地服务对象。以陕西煤炭生

产总值和人均单位煤炭产量相除,可估计出陕西涉

海腹地人口数量级共约40.84万人,另有山西煤炭

产业人口78.2万人[33],总计黄骅市涉海腹地人口

约为119.04万人。

再以轻重工业货运门类齐全的上海港为例,每

年完成的货物吞吐量中的一半为上海市以外的经

济腹地物资中转,经上海港中转货物的腹地省市包

括江、浙、皖、赣、湘、鄂、川、渝8省[29]。经过各省城镇

化率[34]折算,该港涉海腹地人口数量级共约2.12亿

人口。

3类用海人口在数量级别的差异,反映了用海人

口在海岸带空间的着力点的差异化的作用。在海岸

带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应明确涉海腹地人口

的数量级别,支持和约束海岸带在生态、生产方面的

空间规模。直接滨海人口应当注重其在生产、生活、

生态方面对于海岸带地区内的影响,进行容量等方面

的规划协调与控制。直接用海人口则应当侧重生活、

生态方面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影响。

6 基于用海人口的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思考

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要取得生态、空间、产业

的供需平衡,在空间规划具体编制时,应当考虑用

海人口实际应用。用海人口概念的提出为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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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人口测算方

法,合理规范空间需求。尽管现有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形成成熟的规划技术方法与体系,用海人口概念

仍然对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方面具有规模划定、约

束管控、综合调配、部门衔接有借鉴意义。

6.1 借助“规模”抓手,能够有效衔接不同层次、属

性的空间规划

用海人口概念为海岸带空间规模的定量化管

控提供了研究抓手,利用用海人口约束空间规模,

厘清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工作边界,以寻求

空间规划的最佳规模的弹性区间。黄骅市用海人

口的测算总数基本和黄骅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临港

产业人口总数预测量级相符,并在规划编制中已提

供相应的空间预留,满足了城市规划框定的控制线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区线基本边界重合的先决条件。控

制城乡开发建设边界突破合理区间,提升土地效率,

减少对生态负影响,从而实现规划工作底图一致性。

其中,控制已填未利用填海造地区域是调控弹性

空间重要来源。当前,填海造地区域尚有1143km2

仍作为已填未利用区域,人工岸线比例由1990年的

18.3%发展到2017年的55%以上[35]。以天津为

例,《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和旅

游等相关行业规划拟填海面积达到413.6km2,是

海洋功能区划围填海控制数92km2的4.5倍[32]。

可见城市规划的实际规模由于多方面原因,常突破规

划建设面积。未来,黄骅市的人口规模尚可通过拓展

自身的陆地空间得以承载。故应当发挥现有黄骅港

口资源,暂缓已围尚未填的填海工程,发挥海岸带的

生态效益,保证人均海岸带空间资源占用量。

6.2 依托“量”的维度,强化海洋国土空间规划的

刚性

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作用之一是综合

海岸带生态承载能力和各项人均用海指标,对海洋

开发强度与潜力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划定不同主导

功能,实现海岸带空间边界范围的刚性界定和分区

用途管控。

6.2.1 基于生态资源保护角度,强化国土空间边

界的刚性

用海人口主要通过明确“量”的层面反映海岸

带空间的需求,进而丰富海岸带的评价因子(表1)

并对空间用途进行约束,从而引导海岸带空间的保

护利用与结构引导。

表1 基于用海人口的海洋空间规模边界评价因子

国土空间规划 原有评价因子 基于用海人口的评价因子

海岸带国土

空间规划

海洋灾害风险

环境容量

海洋开发强度

风险区域的划分

避灾空间的规模

防灾空间的等级

救灾空间的预留

污染物排放量

围填海面积

岸线长度

海域面积

陆域国土空间规划 海洋资源总量 用海需求空间资源总量

在海岸带空间规划中考量海洋灾害风险、环境

容量、海洋开发强度等指标,应将为用海人口进行

必要的空间估算和预留,同时对用海人口的涉海活

动进行必要的管控。在陆域国土空间规划的评价

指标中除评估海洋资源总量外,还可根据用海人口

测算出资源的可持续能力。

6.2.2 明确海岸带国土空间各类功能的空间用途

当前海洋功能区划是以海洋水质、沉积物、生

物质量作为评测标准,是对环境提出正向要求,但

是缺乏功能用海人口的负向影响的测度因子(表

2)。而用海人口对于海岸带基本功能诉求进行再

次整理,通过综合资源禀赋和人均占用资源指标对

海岸带资源实现了规模边界划定。避免了空间与

资源的超负荷承载。

表2 基于用海人口的海洋空间用途评价因子

海岸带功能 人均用海人口测度因子

港口航运 腹地人均吞吐量

旅游休闲娱乐 人均岸线长度

矿产能源 人均耗能

工业城镇 人均建设用地

农渔业 人均渔业资源

人均农垦面积

生态保护 人均排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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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通过用海人口的计量体系建立,辅助海岸带

国土空间规划中管理部门统筹协调

海岸带空间权属复杂,涉及渔业、农业、林业、

海洋等部门,各部门人口划分方式存在分歧。用海

人口是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的前置研究内容,为管

理主体、规划编制提供统一人口口径,是海岸带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与管理的纽带。可以避免各涉海

部门在海域使用上的相互冲突,进而实现海域功能

分区与沿岸陆域功能分区的协调,使海陆经济与生

态间的矛盾降到比较低的程度,提高海洋和陆域在

经济和生态上的综合效益[36]。

7 结论

海岸带空间的供给侧改革更应体现在空间需

求端对用海人口内涵与体系的梳理,明确用海群体

和用海空间需求。才能完善需求端,指导供给端,

保护开发生产端,实现海洋生态的协调有序发展。

本研究建立了用海人口概念、分类、原则与测

算方法。并以河北省黄骅市为例,基于直接用海人

口、直接滨海人口、涉海腹地人口在生态、空间、产
业规律的指导作用,将其作为空间需求端的前置性

研究内容,纳入现有相关海洋规划编制研究内容

之中。

同时,海岸带空间系统复杂,海岸带空间的供

给侧改革需要海陆空间的协同发展,用海人口的预

测与空间资源的具体关联模型还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用海人口的概念与划分方式也应该和未来的规

划编制体系、海岸带空间、经济、生态发展相互协

调,实现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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