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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岸线资源利用现状及控制制度研究


彭　俊，刘玉卿
（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２）

　　摘　　　要：海岸线是稀缺的海域空间资源，也是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江苏沿

海开发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沿海的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全面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沿海各种产业的建设离不开对岸线资源的利用，文章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分析了江

苏省岸线资源的利用现状，提出岸线资源利用的控制制度，是保护海岸线资源、实现区域

发展目标和落实海洋工作任务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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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增加［１－４］。海岸线资源作为海

洋资源的一种，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对

沿海地区城市拓展、工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等起着巨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存在

海岸线利用粗放、后备资源不足、海岸自然环

境遭到破坏、海岸线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５－７］。

在这种情况下，亟须加强海岸线的管理，尤其

是对自然岸线的保护。《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提出 “保留海域后备

空间资源，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的开发利用活

动，至２０２０年，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３５％”的区划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合理进行海岸线的开发

利用。

１　海岸线基本概况

海岸线的确定总体上以平均大潮高潮时水

陆分界的痕迹线为主要依据，一般以当地海蚀

阶地、海滩堆积物或海滨植物的外缘为准。

江苏省海岸线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

南抵长江口，自然岸线总长约为１００７ｋｍ，其

中连云港市岸线长 ２８２ｋｍ，占岸线总长的

２８％；盐城市岸线长５００ｋｍ，占岸线总长的

４９．７％；南通市岸线长２２５ｋｍ，占岸线总长的

２２．３％。按照海岸线的地质岩性划分，江苏海

岸有基岩质海岸、砂质海岸和淤泥质海岸。按

照海岸线的稳定性划分，江苏海岸有淤积岸段、

侵蚀岸段和稳定岸段。自北向南具体分布特征

大致为：绣针河口至柘汪岸段为淤积型砂质海

岸；柘汪至兴庄河口岸段为侵蚀型砂质海岸；

兴庄河口至西墅岸段为稳定型淤泥质海岸；西

墅至大板鐿岸段为基岩质海岸；大板鐿至射阳

河口岸段为侵蚀型淤泥质海岸，射阳河口至东

灶港岸段为淤积型淤泥质海岸，东灶港至蒿枝

港岸段为侵蚀型淤泥质海岸，蒿枝港至启东嘴

岸段为稳定型淤泥质海岸。

２　海岸线利用现状

根据海岸线的利用功能，可将江苏省海岸

线划分为渔业岸线、城市岸线、港口岸线、旅

游岸线、工业岸线和保护岸线。其中，渔业岸

线为７１１ｋｍ，占全省岸线的７０．６％；城市岸线

为１７ｋｍ，占全省岸线的１．７％；港口岸线为

１２２ｋｍ，占全省岸线的１２．１％；旅游岸线９ｋｍ，

占全省岸线的０．９％；工业岸线为９８ｋｍ，站全

省岸线的９．７％；保护区岸线为５０ｋｍ，占全省

岸线的５％。

沿海三市 （连云港市、盐城市和南通市）

的海岸线利用情况如表１所示。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２０１３ＳＪＢ７９００５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４１３０６０７７）；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研

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ＪＫＬＢＳ２０１２０２０）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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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江苏沿海各市海岸线利用情况

岸线分类
连云港市 盐城市 南通市 江苏省

长度／ｋｍ 比例／％ 长度／ｋｍ 比例／％ 长度／ｋｍ 比例／％ 长度／ｋｍ 比例／％

渔业岸线 １９５ ６９．１ ３７５ ７５．０ １４１ ６２．７ ７１１ ７０．６

城市岸线 １７ ６．０ １７ １．７

港口岸线 ５０ １７．７ ５４ １０．８ １８ ８．０ １２２ １２．１

旅游岸线 ９ ３．２ ９ ０．９

工业岸线 １１ ３．９ ２１ ４．２ ６６ ２９．３ ９８ ９．７

保护岸线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合　计 ２８２ ５００ ２２５ １００７

　　连云港市海岸线利用类型包括渔业岸线、

城市岸线、港口岸线、旅游岸线和工业岸线。

渔业岸线为１９５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６９．１％，主

要分布在绣针河口至临洪河口岸段 （岸线外侧

主要为围海养殖和海水养殖，岸线内侧为围塘

养殖）和大板鐿至灌河口岸段 （岸线外侧主要

为海水养殖海域，岸线内侧为盐田区和围塘养

殖区）。城市岸线为 １７ｋｍ，占全市岸线的

６．０％，主要分布在临洪河口至西墅岸段，通过

围海造地建设连云港市海滨新区。港口岸线为

５０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１７．７％，主要分布在西大

堤至东西连岛南侧岸段和云台山北侧岸段以及

灌河口西侧岸段。旅游岸线为５０ｋｍ，占全市岸

线的３．２％，主要分布在东西连岛北部岸段和凰

窝所在岸段，前者有大沙湾和苏马湾２个海滨

浴场，是连云港主要的滨海旅游区域；后者现

为凰窝海滨浴场。工业岸线为１１ｋｍ，占全市岸

线的３．９％，主要分布在羊山岛至大板鐿岸段，

岸线内侧为田湾核电站主厂区所在地，岸线外

侧为田湾核电站取水和排水海域。

盐城市海岸线利用类型包括渔业岸线、港

口岸线、工业岸线和保护区岸线。渔业岸线为

３７５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７５％，主要分布在中山

河口南、北侧岸段，翻身河口至新洋河口岸段，

斗龙港口至四卯酉港口南侧岸段，王港口至川

东港口岸段，川水港口至方塘河口岸段，这些

岸线的海岸线外侧为围海养殖和海水养殖。港

口岸线为５４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１０．８％，主要

分布在翻身河口北侧的拐弯岸段，射阳河口岸

段和王港口北侧岸段。工业岸线为２１ｋｍ，占全

市岸线的４．２％，主要分布在灌河口东侧岸段和

中山河口东侧岸段，前者通过围海造地建设临

海工业区，后者为滨海化工园区所在位置，岸

线外侧海域是化工园区的尾水排放海域。保护

区岸线为５０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１０％，主要分

布在新洋港口至斗龙港口岸段和川东港口南侧

岸段，前者为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域；后者为麋鹿自然保护区。

南通市海岸线利用类型包括渔业岸线、港

口岸线和工业岸线。港口岸线为１８ｋｍ，占全市

岸线的８％，主要分布在掘苴河闸南侧如东县长

沙镇岸段，利用岸外西太阳沙和烂沙洋水道建

设洋口港深水泊位，在近岸滩涂上围海造地建

设如东洋口港临港工业园区，并通过陆岛通道

将码头与临港工 业园区相连。工 业岸 线为

６６ｋｍ，占全市岸线的２９．３％，主要分布在东灶

港两侧岸段，小洋口港东南侧部分岸段，蒿枝港

北侧岸段，塘芦港口至协兴港口岸段和连兴港北

侧岸段。其余岸段主要为渔业岸线，为１４１ｋｍ，

占全市岸线的６２．７％，岸线外侧主要为围海养

殖和海水养殖。

３　海岸线利用多样性评价

海岸线利用结构多样性分析的目的是分析

研究区域内各种海岸线利用类型的齐全程度或

多样化状况，可运用吉布斯·马丁多样化指数

进行量化度量。

吉布斯·马丁多样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犌犕 ＝１－ ∑
犳
２
犻

（∑犳犻）
２

式中：犌犕 为多样化指数；犳犻 为第犻中海岸线利

用类型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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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理关系，可

以得知，如果只有１种海岸线利用类型，则指

数为０；如果海岸线利用类型和利用长度均匀分

布，则指数趋于１。因此，可用犌犕 值来分析某

区域海岸线利用类型的齐全程度或多样化状况。

江苏省海岸线利用多样化指数为０．４７５，海

岸线利用多样化程度相对较高。沿海各市海岸

线利用多样化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南通市

（０．５１５）、 连 云 港 市 （０．４８４）、 盐 城 市

（０．４１４）。南通市海岸线利用类型只有３种 （渔

业岸线、港口岸线和工业岸线），但海岸线利用

多样化指数却最高；而连云港市海岸线利用类

型有５种 （渔业岸线、城市岸线、港口岸线、

旅游岸线和工业岸线），海岸线利用多样化指数

却不是最高的，盐城市海岸线利用类型也有４

种 （渔业岸线，港口岸线、工业岸线和保护区

岸线），但海岸线利用多样化指数却是最低的。

究其原因，在于每种利用类型的海岸线长度分

布不均。南通市最长的渔业岸线与最短的港口

岸线之差为１２３ｋｍ，连云港市最长的渔业岸线

与最短的旅游岸线之差为１８６ｋｍ，盐城市最长

的渔业岸线与最短的工业岸线之差为３５４ｋｍ。

因此，在海岸线优化利用规划中，不但要考虑

多种类型的海岸线利用，还要考虑每种利用类

型的海岸线长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海岸线利

用的多样化和优化。

４　海岸线利用的控制制度

总体来看，江苏省沿海各市对海岸线资源

的开发利用都十分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①海岸线资

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统一规划。全省海岸线资源

的管理和利用多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根

据自身需要自行组织，开发利用布局不够合理，

整体区位优势未能有效发挥。②海岸线利用效

率不高。开发利用的海岸线整合度差，利用方

式粗放，岸线存在多占少用，海岸线资源没有

得到有效的保护。③海岸线开发利用管理机制

尚未健全。对海岸线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管理，

出现多部门管理而又难以管理好的现象，岸线

管理工作协调难度大，影响到海岸线资源的保

护和进一步开发。

针对岸线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几点海岸线利用的控制制度，旨在更有效、

更优化的利用岸线资源。

４１　设定岸线保护级别

根据海岸线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工开发程度，

将海岸线划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适度开

发３类岸段，明确各类海岸线的起止位置与长

度，完善管理措施：①将自然形态保持完好，

生态功能与资源价值显著的红树林、典型地质

遗迹、原生砂质海岸、重要滨海湿地等的自然

岸段划为严格保护岸段，禁止开发利用，逐步

建立海岸线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海洋公

园。②将自然形态保持基本完整，具有公共旅

游休闲、生活亲水和生态涵养等自然海岸生态

功能的岸段，以及为未来发展预留、保留的岸

段划为限制开发岸段，限制开展改变海岸自然

属性的开发利用活动，重点开展整治修复，维

护自然海岸生态功能。③将养殖盐田围海堤坝、

工业与城镇、港口航运等人工化程度较高的岸

段划为适度开发岸段，限制大规模围填海开发，

集中集约布局必须占用海岸线的建设用海，重

点整治海岸线海域空间，提升海岸空间资源价

值和海岸线利用效益。

４２　编制岸线规划

根据江苏省海岸线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按照海岸线功能标准，将海岸线划分为不同利

用类型和不同环境质量要求的功能段，用以控

制和引导该岸段海岸线海域的使用方向。在深

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毗

邻陆域的土地利用规划，统筹考虑各个岸段的

基本情况，科学合理地编制海岸线利用和保护

规划，指导海岸线利用保护管理工作。同时制

定海岸线利用和保护年度计划，结合各地区海

岸线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合理确定不同

地区海岸线利用年度控制数，实行海岸线利用

年度总量控制制度。

４３　实行岸线计划管理

实施岸线利用年度计划管理，是提高岸线

使用效率、确保落实海洋功能区划、拓展宏观

调控手段的具体措施。海岸线利用计划指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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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实行指令性管理，不得擅自突破。同时建立

岸线利用计划台账管理制度，对自然岸线利用

计划指标使用情况及时登记统计。加强岸线利

用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和考核，对沿海各市、

县岸线开发利用长度超过当年计划指标的，暂

停该市、县岸线利用项目的受理和审查工作。

４４　实施岸线分类管理

科学实施海岸线分类管理的目的是通过科

学确定海岸的基本功能，逐步完善以海岸基本

功能管制为核心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海岸资

源对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能力。

（１）港口岸线的管理。按照沿海各市港口

总体规划和各港区的具体规划，实行统一管理，

加强重点调控，提高港口岸线的利用效率和综

合效益。工业仓储类项目不得占用港口公用岸

线及其公共作业区域，预留足够公用码头。确

需利用岸线兴建专用泊位的，要服从港区建设

的统一规划和布局要求。

（２）临港 （海）工业岸线的管理。根据岸

线资源条件、省市产业政策和规划使用方向，

依照集约开发、节约开发和合理开发的原则，

重点引进安排产业链长、带动力强且确需使用

岸线资源的临港 （海）工业项目，达到足够投

资强度，并实行纵向利用布局。

（３）旅游及保护区岸线的管理。根据国家、

省和各市区对有关风景名胜和生态保护的规定，

加强管理，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合理开发，

有效保护。

４５　实施涉岸项目准入制

涉岸产业项目利用岸线及依托陆域，应当

根据其投资强度、建设规模以及产业关联情况，

择优选择，合理安排，符合以下调控要求。

（１）涉岸项目占用岸线长度与配套土地纵

深长度比不低于１∶３。土地投资强度，按涉岸

项目的投资总量除以占用土地的面积计算，参

照 《江苏省建设用地指标体系》确定的标准进

行调控。工业项目投资强度，深水岸线后沿陆

域不低于２．２５×１０７ 元／ｈｍ２，中、深水岸线后

沿陆域不低于１．５×１０７ 元／ｈｍ２，浅水岸线后沿

陆域不低于１．２×１０７ 元／ｈｍ２。要引导项目尽可

能向陆域纵深布局，节约岸线占用。

（２）不符合环境保护准入条件项目，一律

不得占用岸线；符合准入条件项目，其排放也

必须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实行污染排放总量

控制。

４６　实施岸线有偿使用制

依托相关单位对岸线价值进行评估研究，

开展岸线资源的分等定级工作，建立岸线资源

价值评估体系，使每个区段的岸线价格能得以

清楚反映。在当前国家立法层面尚未对岸线使

用费制度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江苏省可先

行开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和

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建立岸线使用费征收制度。

在具体制度内容上，相关立法应对岸线使用费

的征收主体、征收标准、征收程序、岸线使用

费的使用等内容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培育

和规范岸线使用市场，推动岸线资源的优化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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