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海岸开发现状与管理对策

王玉广 张永华刘娟

一、辽宁海岸类型及资源优势 此类海岸又可分为岬湾型砂砾质海岸和堤坝型

辽宁大陆海岸类型町分为基岩岸、砂砾质砂质海岸。

海岸和淤泥质海岸(图1)。 (1)堤坝型砂质海岸：主要特征是沿海

图1辽宁海岸类型及其分布

1．基岩岸

由比较坚硬的岩石组成的岩岸。通常比较

陡峭，与陆地的山脉或丘陵相连。此类海岸的

开发主要集中在港口、旅游和海水养殖这三个

方面。闻名中外的大连港、旅顺港和大连新港
等就是在天然基岩港湾海岸基础上建造的。此

类海岸经内外营力的长期塑造，奇山异石遍

布，为旅游资源的开发莫定了良好基础；除港

口和旅游开发外，众多港湾，星罗棋布的岛

屿，水质肥沃，水流通畅，是海参、鲍鱼、扇

贝的底播增养殖重要场所。同时，此类海岸水

深20m～30m。是主要的浮筏养殖基地。

2．砂砾质海岸

由比较坚硬的砂砾组成的海岸，泥沙颗粒

的中值粒径大于0．05ram，颗粒问无黏结力。

宽阔的冲洪积平原的前缘发育

有砂质岸堤群，沿海有些岸段

风成地貌甚为发育，陆域开阔

平缓，岸线平直。基本受构造

方向控制。呈北东向展布；在

冲洪积平原的前缘发育有宽大

的滨岸沙体，其中多见3m～5m

高由砂和贝壳组成的堆积阶地，

以及近河口区多条较大的沿岸

沙堤群。

(2)岬湾型砂砾质海岸：

以滨岸砂砾堆积为主，其中堆

积地貌有沿岸堤、沙嘴、海湾

平原等。

砂砾质海岸突出的特点是

滨海砂矿资源较丰富，湾口坝

或湾中坝拦截的渴湖，一般有潮汐通道与外海

通道，此类漓湖可供建中小型港口。砂质海岸

沙滩平缓、宽阔，砂质细腻均匀，无泥无石．

海水清澈，可发展旅游业，建旅游度假区和海

水浴场，漓湖与大型海湾是舢舨活动的好场

所。

3．淤泥质海岸

泥沙颗粒的中值粒径小于0．05mm．其中
的淤泥颗粒之间黏结力小，在海水中呈絮凝状

态。滩面宽广，坡度平坦，一般为0．5／1 000～

2／1 000。可分为平原型淤泥质海岸和岬湾型淤

泥质海岸。

平原淤泥质海岸系由河流泥沙充填与潮流

挟沙落淤共同作用形成宽阔的淤泥质海岸。岸

线平直，地势平坦。微向海倾斜；岬湾型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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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海岸则兼有基岩岸与淤泥质岸的共同特性，

系淤泥后期填充岬湾而成。岬湾相间，岸线曲

折，岬角伸人海中，形成较陡的海崖。

平原淤泥质海岸开发以滩海油气、海水增

养殖、盐田为主，同时也是湿地保护和芦苇产

区、发展特色旅游的场所；岬湾型淤泥质海岸

主要是以开发人工养殖和盐业生产为主。

二、海岸利用现状殛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岸开发利用现状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海洋产业结构发生

着积极的变化。在港口城镇、风景区等所谓的

‘黄金海岸”地段，各类产业部门争占岸线，
那些需要以海岸线为基地的企业得不到岸线，

而有些不需要立足海岸的企业却大占其岸线。

例如岸线的占用仍是一些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

大，而新兴产业则相对较少。并且在远离城市

或港口岸段，如辽西绥中岸段、辽河三角洲岸

段等利用很不充分。目前，海洋渔业产值占整

个海洋产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加上海洋交通

运输业和海盐业，三大传统产业的产值占整个

海洋产业总产值的72．9％。而新兴的海洋产业

仍然比较弱小，其产值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仅占27．1％。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例

明显过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落后。海

洋产业结构现状，反映出技术上的差距。

2．海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岸线缩短，人为化海陆边界日趋加

剧，原始岸线逐年丧失。近30年来，围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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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盐田、虾池及海岸I程等兴建使岸线缩

短，由此而改变了海陆边界的初始状态(图2)。

1975年国务院(78]号文件公布，辽宁

省大陆岸线为2 178km。

1985年辽宁省海岸带调查揭示，大陆岸

线为1 971km。

1989年辽宁国土资源规划量测和实地校

核第一代地形图给出大陆岸线为1 888krn。

2000年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获得大陆岸

线为1 838km。

1975年～1985年10年中，大陆岸线减少

207kin(流失率近10％)。

1985年～1989年4年中，大陆岸线减少

83kin(流失率近4％)。

1989年～2000年11年中大陆岸线减少

50kin(流失率近2％)。

综上所述，1975年～2000年25年中全省

大陆岸线平均每年减少13．6km．岛岸平均每

年减少4km。

(2)砂质海岸的基本性能遭到严重创伤。

近70kin长的绥中砂质海岸，拥有最完整的砂

质海岸功能，是1万年～O．8万年前形成的。

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观赏价值及环境调节能

力。由于受利益驱动，过度追求开发，无视环

境保护，砂质海岸遭受重创。

自1998年以来，小渔港开发骤然升温，

至2001年已建24座，平均每3km就有1座，

其中两港之间距离最近不足500m，此类珍贵

目2 1975年～2000年辽宁大陆岸线长度变化

   



的海岸竟被众多小渔港拦腰切断而被分割成数

十段。具有优厚旅游资源潜势和完整系统的砂

质海岸，如今已是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往日

开阔、盈厚、肥大的海岸已不复存在。

(3)海岸采砂屡蔡不止，海岸侵蚀触目惊

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序采砂活动日

益猖獗，不但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甚至造成海

岸侵蚀、海堤崩塌。80年代以来，对海砂的

需求激增。非法、无序采砂活动日益猖獗。在

海砂开采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

无证开采、盲目开采和超量开采。有的是政府

行为，有的是企业的商业行为，有的是私人用

砂。只顾眼前利益，完全不顾将来所造成的环

境损害。

辽宁砂质海岸主要集中在辽东湾东、西两

岸。近20年来，因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活动。

造成盖州和绥中部分砂岸侵蚀范围逐年加大。

调查表明，熊岳砂岸有近33kin的岸段以每年

2m～Sm的速率受蚀后退，最大年侵蚀速度达

到10m。绥中个别砂岸年侵蚀速度1m～2 m。

海岸原始形态受到严重破坏。目前，辽东湾

东、西两岸海滩逐年萎缩，沿岸堤和水下沙脊

高度降低、物质粗化，沙嘴和连岛坝消失，沿

岸沙丘裸露，海防林和沿海国防公路支离破

碎，沿岸基础设施受到损坏。

(4)不合理工程。不合理的海洋工程拦截

沿岸沉积物运动，引起海岸上游一侧淤积，下

游海岸侵蚀。最常发生的是拦截沿岸输沙．如

突堤、码头、护岸工程等水工建筑物，使沿岸

上游一侧，沉积物供应处产生浅滩，岸线外

移；而另一侧，即沉积物流的下游一侧海岸则

会发生侵蚀，原先平衡的多年稳定的岸线发生

破坏，产生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绥中南江屯修建一突堤码头，由于"Ex,I沿

岸泥沙起到了拦截作用，致使附近受侵海岸线

一年内后退了3．8m。

(5)河口海岸开发面临的挑战。由于对湿

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

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

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

重威胁。芦苇、沼泽、漓湖等滨海湿地丧失，

海岸侵蚀、滩涂围垦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

海洋开发与管理

少。

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指出：双台子河口

1987年天然芦苇湿地面积为6．04万hrlrl2。

2002年减少为24万hn2，15年问减少了

60．3％，芦苇天然湿地丧失幅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由于滨海湿地的消失，许多鸟类等珍稀

动物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6)海岸破坏性使月。近年来，开发海

洋、利用海洋、发展经济已成为我国沿海地区

竞相发展的领域，但重开发、轻保护观念严

重。对海岸使用不顾后果破坏性使用现象严

重。例如，直接在岸边开矿，矿渣直接堆积岸

边。造成海岸污染；海滩聂石，取水管和排水

管裸露海滩。

(7)地质景观地貌破坏。大连小平岛连岛

沙坝为～较完整的地质景观，由于在坝上开发

和围海造地，已面目皆非。大连黑石礁小石林

主要以石芽和溶沟密布，石芽高约5m，呈柱

状、火炬状或锥状耸立岸逍，石芽岸带宽约

60m，溶沟多为北西向，宽2m～6m，最深为

3m～4m。奇特的小石林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

案，曾为大连市旅游风景之一。但由于围海开

发，现仅剩下的一点小石林在陆上，作为小区

的花园景观。

三、海岸管理现状与对箱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加剧，人类

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是需要管理的．而海岸

带从本质上讲比地球表面任何其他的自然环境

都重要。因此，为了预防海岸生境丧失、水质

下降、资源枯竭，保护海岸带生态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恢复被破坏的海岸带生态系统。持续

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必须加强海岸带管理。

从人类活动对海岸作用墼历的四个阶段

(表1)，说明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地

关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由被动适应海岸环

境到主动开发利用海岸资源，进一步发展为可
持续的海岸管理。

1．现行管理体崩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海芦带管理主要表现为不同政

府部门依据单一资源和单一目标通过法律、规

定，分别管理海岸带范围内的不同事项。我国

海岸带管理体制器本上是部门或产业(行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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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海岸开发

阶段四：海岸管理

裹1 海岸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四个阶段

类干预

海岸自然过程

海岸线完全由自然过程塑造，人类活动局限于传统谋生

人类沿海岸或离岸活动，如筑海堤等，开始影响海岸的自

然过程

人类开始集约性利用海岸，如生产、休闲等，海岸景观和

生态系统可能背离原先的自然过程

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活动对海岸的影响，采取可持续的海

岸开发利用方式

主的分散的管理体制；，综合管理、宏观调控的

功能很薄弱，很难谴￡应海岸带管理的上述任

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岸带管理条块分割．形不成整体力
量。海岸带主管部门行业分割，各自为政十分

突出，职能错位和倒置现象普遍。甚至以

“潮位线”划分地块者居多，见利者上，遇难

者退。导致海域、海岸互为一体的生态条件被
人为分割。尤其削弱，海洋部门的主管职能，直

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国土损失。如盖州长60km
岸线众多的旅游度假村的西式建筑，令人耳目
一新。但若建设前经海洋部门审核和论证。则

会避免这些贴岸建筑如今遭受海侵，处于岌岌
可危的境地。

(2)不利于独立地实施有效的管理。当

前，我国各有关海洋部门(无论中央或地75-)都

是按行业分工管理的，如交通部，海运、公路
交通它都管，其他部门莫不如此。这种管理逐
步暴露出它的严豫缺陷。按部门管理海岸带资
源和开发，往往炽强调开发利用而忽视

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或只强调资源和环
境的保护，而忽视开发利用，不能统筹
兼顾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以维
持三者之间的平衡。

辽宁沿岸虽宥一些管理办法和条
例，‘但因管理机构重叠，形成无人管理
地区。林业部门、土地部门和环保部门

各有各的权属，遇有问题谁也不愿介
人。如辽东湾东岸出售护岸棘场、变卖
砂石、岸滩出租等。使海岸资源基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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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巨大创伤。不少学者认为．辽东湾西岸可作

为原生海岸加以保护，但各类工业区用地已使

这里的海岸和海域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辽宁

沿岸重大规划缺乏主管部门协调，各行其是，

不合理使用现象十分严重。

(3)不利于海岸带的合理开发利用。分部
门、行业管理，而缺乏高层次的综合调控和部

门、行业间的协调则会仅从部门行业的利益出

发而产生纷争。若长期不能解决，既造成部门

间的不合，也影响了海岸的有效开发。从近几

年辽宁沿海一些地区规划和计划中，“资源开

发”强调过重，显然与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失

去了平衡。辽宁沿岸岬湾相间，砂质海岸连

绵，近些年来因岸滩挖沙和旅游景点以及豪华

度假村的兴建，毁坏了不少沿岸沙丘、植被及

防护林带，使岸滩高度降低，岸线连年后退。
土地大面积流失，并造成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下

降。

大连湾锚地与养殖的纠纷多年来一直在束

兰一

   



缚着港口运输业的发展，近几年大连市政府以

及海洋主管部门下大力气才解决了这一矛盾。

类似的问题，在各个区市县都有存在。此类矛

盾比较多，主要问题出在管理上。
总之，传统行业管理的主要不足和缺点是

它不能统筹兼顾，不能把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

有机地结台起来，不能实现不同开发利用问的

有机衔接，不能既照顾眼前利益，又照顾长远

利益。它不是把整个海岸带作为管理目标，丽

是着眼于不同部门各自经营的产业或事务，围

绕着某种产业和事务开展工作。这也正是影响

我国海岸开发利用深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2．海岸管理对策与建议

海陆交接地带的海岸地区，来自陆海双方

的力量共同塑造着海岸地区的自然环境。无论

是海域的改变，或是陆域的改变，都能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海岸地区的环境。由于过度开发，

忽视保护，海岸环境仍处在一种不健康发展状

态。为了使海岸资源得以有效地开发利用，特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海岸立法建设。为保证海岸环境

及开发之持续性，应召集多领域相关研究专

家，共同制定海岸法，作为综合海岸管理，建

立保护、开发及海岸防护与防灾之法制基础。

(2)加强海岸综台管理。海岸的问题不仅

是沿海土地的问题，还包括国土整体发展的问

题，因此应建立综合式海岸管理之机制。

(3)建立海岸管理信息与环境监测系统。

鉴于全球暖化趋势。对于海平面上升及海岸和

河流环境之变化．应有更多的区域性研究及地

区性长期监测；惟有对于海岸动态变化的知识

能及时掌握，才能对海岸变迁与社会相关冲击

有所响应。

(4)确定海岸基线，加强海岸线管理。海

岸基线则是为了完成海岸动态防护政策确立的

技术参照标准，是一条确定的界线。例如荷兰

为了制止海岸线的进一步后退，规定1990年

1月1日的海岸线位置为不可超越的参照标

准。每年对海岸线的位置都需要进行测量并参

照基线进行比较评价，以检查海岸基线有没有

被超越或是否有可能被超越，必要时采取补救

性的措施。因此，应确定我国海岸基线的位

海洋开发与管理

置，为海岸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5)建立海岸退缩线。为了保护海岸的安

全，禁止对靠近岸线的某种利用，如海岸退缩

线向海一侧不允许有任何建筑物，以避免海水

侵蚀和破坏、保护生态功能和海岸景观。世界

上不少沿海国家为此立法．不仅沿岸禁建某些

工程，就是在海岸带～定范围内也禁建一定的
工程。

海岸工程建设的适当后退对滨海旅游区尤

其重要，旅游区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3s”资

源，各种旅游设施、海滨度假村等过分靠近海

岸线，将经常受到大潮的作用．这些建筑物不

但自身的安全难保，而且对海岸造成了破坏。

如：营口修建的旅游度假村，因靠海太近而遭

到严重破坏。

(6)健全海岸管理组织与人员训练。海岸

是高度敏感与脆弱的地带，也是地狭人稠的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带，因此需有健全的管理

组织与先进的专业基础，未来应在管理体系内

着重训练及综合沟通管理之能力。

(7)重视湿地及自然海岸的保护。湿地及

自然海岸对海岸环境的健全十分重要，在过去

填海造陆的思维中，生态生产力丰富的湿地常

被牺牲，应在政府体系中，加强自然海岸与湿

地维护和保育。

(8)提高公众海岸环境意识，开展海岸与
海洋教育。对于海洋与海岸应有更加深刻的环

境认知与情感，应在教育体系及媒体中加强民

众对海岸的珍惜，并提升对海洋与海岸的环境

意识，引起社会对海岸带的关注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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