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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市智慧化的不断发展,城乡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林业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专项规划对同一区域土地安排的矛盾和冲

突越来越明显,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为此,文章研究了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林业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多规冲突测度的技术方法,探讨了“1+X”的多规融合路径,并

以大连庄河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乃至全国沿海地区实现土地资源区域统筹协

调利用提供技术依据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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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new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

andurbanwisdomofLiaoningcoastaleconomicbelt,urbanplanning,landuseplanning,forestry

protectionplanning,marinefunctionalzoningandotherspecialplanningonthesameareaofland

conflictshavebecomemoreandmoreobvious,affectingtheeconomy,socialcoordinationand

stabledevelopment.Therefore,thispaperstudiedtheurbanandruralplanning,overall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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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ryconservationplanning,marinefunctionzoningandothertechnicalmethodsandmorereg-

ulationoflanduseconflictsmeasure,themulti-regulationfusionpathof“1+X”werediscussed,

andDalianZhuanghewastakenasanexampletocarryonempiricalanalysis.Theresearchresult

providedthetechnicalbasisandreferencefortheregionalcoordinationandutilizationoflandre-

sources.

Keywords:Multi-particleconflictmeasure,Multi-regulationfusionmethod,Landuse,Liaoning
coastaleconomicbelt

1 引言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
业现代化以及城市智慧化的不断发展,《辽宁省城

市总体规划(2010—2030)》《辽宁省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年)》《辽宁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2010—2020年)》和《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年)》等专项规划起到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

各部门的出发点都基于自身的职责定位和任务目

标,使得在制定各自规划时的目标和原则就缺乏一

致性和协调性,导致各规划对同一区域的土地安排

出现矛盾和冲突(不包括0米等深线以 下 的 海

域)[1-4],影响了区域土地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利用,
不利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5-7]。

我国对海岸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纵观近几十年的海岸带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岸带资

源适宜性评价、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经济社会发展

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等方面的研究[8-12]。对海岸

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的测度及其融合研究,国内外

鲜有人进行研究。为此,本文探讨沿海土地利用多

规冲突测度方法,并根据冲突程度研究其多规融合

的途径,以期为提升辽宁沿海经济带土地资源综合

利用价值,更好地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提供

参考依据,也为全国沿海土地资源区域统筹协调利

用提供经验和借鉴。

2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测度

2.1 各部门规划分区整合

海岸带区域内存在多个相对具体类规划同时

实施的情况,这类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各规划

在空间布局上存在交叉重叠和规划用途分区冲突

等问题,使规划冲突区域岸线利用混乱、低效。为

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加强各规划之间的可比

性,需要对各部门规划进行整合。根据各部门法律

法规、管理政策效力、规划管制规则,坚持以生态保

护、节约集约为原则,将同一部门具有两类规划的

以管理部门为单位整理成一个规划。如将《辽宁省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和《辽宁省青

山保护规划》整合为林地规划;《辽宁省城市总体规

划(2010—2030 年)》《辽 宁 省 小 城 镇 体 系 规 划

(2010—203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园区发展规划》

整合为城市规划。将整合后的规划分区根据规划

管理效力和管制规则进行归并。具体分区情况见

表1。

表1 相关规划分区

规划 分区

土地规划
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村建设区、生态保护

区、其他用地区

林地规划 限建区、可建区

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发展备用地、非城市建

设用地

海洋功能区划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港口

航运区、农渔业区、海洋保护区、保留区

土地规划中,将土地分为四类。其中:基本农

田保护区不变;城镇村建设区由《辽宁省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城镇建设区、村镇建

设区和独立工矿区归并;生态保护区由《辽宁省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的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归并;其他用地

由《辽宁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

的风景旅游用地和其他用地归并。

林地规划中,将土地分为两类。其中:限建区

由《辽宁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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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以及《辽宁省青山保

护规划》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归并;可建区

由《辽宁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中的三级保护区和

四级保护区,以及《辽宁省青山保护规划》中的合理

利用区归并。

城市规划中,主要根据《辽宁省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30)》中的城市规划、重点园区规划、小城

镇规划的城市规划地类进行归并分区。

2.2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测度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ArcGIS空间分析平台将

整合后的各类规划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即可提取

出各类规划在空间上的重叠区域。通过对叠加区

域深入分析可判定出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程

度,即两 规 重 叠 区 域、三 规 重 叠 区 域、四 规 重 叠

区域。

2.3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类型及其特征

2.3.1 两规冲突类型及其特征

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冲突:部分区域在城市规

划中安排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在土地规划中安排为

基本农田保护区。部分区域在城市规划中安排为

非城市建设用地或城市发展备用地,但在土地规划

中安排为城镇村建设区或生态保护区。

土地规划和林业规划冲突:部分区域在土地规

划中安排为城镇村建设区或生态保护区,但在林业

规划中属于林地保护,限制建设区;部分区域在土

地规划中安排为基本农田,但在林业规划中属于可

建区。

土地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冲突:部分区域在海

洋功能区划中安排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旅游休闲

娱乐区,土地规划中安排为生态保护区或其他用地

区;部分区域在土地规划中安排为城镇村建设区,

但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属于农渔业区或海洋保护区。

城市规划和林业规划冲突:部分区域在城市规

划中安排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在林业规划中属于林

地保护,限制建设区。

城市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冲突:部分区域在海

洋功能区划中安排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旅游休闲

娱乐区,城市规划中安排为城市发展备用地;部分

区域在城市规划中安排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在海洋

功能区划中却归属于海洋保护区或农渔业区。

海洋功能区划和林业规划冲突:林业规划和海

洋功能区划冲突较少,主要在沿海区域,部分区域

林业规划安排为限建设区,但在海洋功能区划中给

确定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或旅游休闲娱乐区。

2.3.2 三规冲突类型及其特征

土地规划、林业规划、城市规划冲突:部分区域

在林业规划中为林地保护区,属于限建区,但在城

市规划中安排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土地规划中安排

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土地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城市规划冲突:部分

区域在城市规划中为城市建设用地,在土地规划中

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在海洋功能区划中为农渔业区

或海洋保护区等。

土地规划、林业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冲突:少部

分区域在林业规划中为林地保护区,属于限建区,

但在土地规划中安排为城镇村建设区或生态保护

区,在海洋功能区划中为农渔业区。

2.3.3 四规冲突类型及其特征

土地规划、林业规划、城市规划和海洋功能区

划冲突:部分区域在林业规划中为林地保护区,属
于限建区,但在城市规划中安排为城市建设用地,

在土地规划中安排为基本农用保护区,在海洋功能

区划中安排为农渔业区。

3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的技术方法

本文探讨了“1+X”的方法来实现多规融合,
即以土地规划为基准规划,以土地规划图为基础

底图,最终把城市规划、林业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

通过多规融合的技术方法都融入土地规划中,形
成一个全新的土地利用区域统筹协调优化布局

方案。

3.1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原则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原则具体如下:土地

规划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林业规划的限建区优

先于4个专项规划中的其他用地区。重要生态用地

区优先于4个专项规划中的建设用地区。重要的基

础设施用地或民生工程用地优先于4个专项规划中

的其他建设用地区。

3.2 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技术方法

根据多规融合的原则,参照各部门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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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规划的管制规则,本着尊重自然本底情况、优

先保护生态、提高岸线利用效率的原则,结合沿海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多规冲突图斑判定

技术方法(表2)。

表2 多规冲突图斑判定技术方法

规划衔接 诊断原则

两规

衔接

土地规划

林业规划

如两规重叠区域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土地规划为准,如是非基本农田,且是林业规划的限

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是林业规划的可建区,以土地规划为准

土地规划

城市规划
如两规重叠区域为城市用地以城市规划为准,如是非城市建设用地原则上以土地规划为准

土地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两规重叠区域,水域滩涂部分原则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准,水域滩涂外原则上以土地规划为准

城市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水域滩涂部分原则以海洋区划为准,水域滩涂外原则上以城市规划为准

城市规划

林业规划

如两规重叠区域是林业规划的限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是林业规划的非限建区,以城市

规划为准

林业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如两规重叠区域是林业规划的限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是林业规划的非限建区,以海洋

功能区划为准

三规

衔接

土地规划

林业规划

城市规划

如果3个规划重叠区域为林业的限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是林业规划的可建区,以城市

规划为准

土地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城市规划

如三规重叠区域为城市规划规划期限内的城市建设用地以城市规划为准,如是非城市建设

用地或发展备用地区域原则上以海洋区划为准

土地规划

林业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如3个规划重叠区域为林业的限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是林业的可建区,以海洋区划

为准

四规

衔接

土地、林业

城市、海洋

如果四规重叠区域为林业规划的限建区,以林业规划为准,如果是林业规划的可建区,且是

城市规划规划期限内的城市建设用地以城市规划为准,如果是林业规划的可建区,且是城市

规划的非城市建设用地或发展备用地,原则上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准

4 实证分析

4.1 各部门规划的收集与整理

参照《庄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大连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连市青山保护

规划》《庄河市城市总体规划》《大连市北黄海发展

规划》《庄河市城镇体系规划》《辽宁省海洋功能区

划2011—2020年》等相关规划。利用 Arcgis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将上述相关规划进行栅格数据矢量

化,然后将《大连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大连市

青山保护规划》整合为林业规划,将《庄河市城市总

体规划》《大连市北黄海发展规划》《庄河市城镇体

系规划》整合为城市规划,并根据各部门规划分区

整合的技术方法进行了整合分区。

4.2 庄河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测度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空间分析平台,以矢

量化整合分区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为底图,将矢

量化整合分区后的林业规划、城市规划和海洋功能区

划等3个专项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底图进行空

间叠加分析,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即可测度庄

河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程度及其区域。

4.3 庄河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测度结果

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庄河市中心城区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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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经济区存在较大规模的冲突。土地规划与

林业规划在整个海岸带区域内存在大规模、连片式

的冲突情况,尤其是在青堆镇、栗子房镇、鞍子山

乡、吴炉镇的北部地区冲突较严重。土地规划与海

洋功能区划在花园口经济区、大郑、兰店、青堆、鞍

子山和栗子房等乡镇的沿海也存在重叠。城市规

划和海洋功能区划冲突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区昌盛

街道和城关街道沿海。林业规划与海洋功能区划

冲突面积较小,零星分布在花园口经济区、大郑、兰

店和黑岛等镇的沿海。

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林业规划三规冲突主要

集中在花园口经济区起步区、大郑镇镇区和庄河老

城区等区域。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海洋功能区划

三规冲突区域主要集中在花园口经济区起步区、大

郑镇沿海、城区昌盛街道和城关街道沿海、黑岛镇

部分沿海等区域。土地规划、林地规划和海洋功能

区划三规冲突面积较少,零星分布在花园口、大郑、

兰店和栗子房镇的南部沿海。土地规划、城市规

划、林业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四规冲突区域非常

少,仅仅只有中心城区南部沿海有零星分布。

4.4 庄河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方案

基于庄河海岸带土地利用多规冲突测度结果,

根据多规冲突图斑判定技术方法,同时结合庄河沿

海12个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了庄河海岸

带土地利用多规融合方案,将海岸带划分为基本农

田保护区、水产养殖区、工业集中区、城镇建设区、

村镇建设区、山体绿地区、滩涂湿地保护区、港口建

设区、交通道路用地区、一般农地区等10个区。考

虑到《庄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年)》《大连

市北黄海发展规划(2013—2030年)》的规划目标年

均为 2030 年,本 融 合 方 案 的 目 标 年 也 确 定 为

2030年。

5 结论与讨论

多规融合是各规划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研

究各部门各专项规划整合分区方法的基础上,探索

了沿海地区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林地规划和海洋

功能区划等多规冲突测度的技术方法,并根据多规

冲突的类型,探索了沿海地区多规融合的技术方

法,为推动各区域多规融合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和

借鉴。

庄河市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一个重要沿海

城市,建议庄河市政府部门积极推进沿海多规融合

的发展,促进庄河海岸带资源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为辽宁省甚至全国沿海地区推动海岸带资源健康

持续协调发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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