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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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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填海作为开发利用海洋空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础方式，近些年在我国沿海

各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造地热潮，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填海造地工程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

经济利益，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渔业资源衰减、滨海湿地环境退化、海洋

生态系统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文章从当下围填海工程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入手，结

合笔者从事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动态监视监测的经验，给出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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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沿海一线省

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尤为迅猛，海洋经济在其

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涉海地区（乡村）的城市

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各种海洋经济开发活动激

增，土地变得更为紧缺，现有土地资源已经不能

满足发展的需求，而且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非

常严格，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不得不

将眼光投向海岸带，围填海工程从早期的单一项

目工程到现在大规模的区域性的围填海，从早期

的晒盐、滩涂养殖和围海养殖到现在的工业用

海、建筑用海。但在取得瞩目发展的同时，我们

不得不承认海域正面临日益增长的高污染和海

洋生态损害风险［１－２］。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同时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可见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已成为提高海

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国的必然

选择。

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使用

海域，同时提交海域使用申请书、海域使用论证

材料等，根据《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

办法》（国海发〔２００７〕１６号），海域使用权人应当

自填海项目竣工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相应的竣工

验收组织单位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提交填海项目

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申请和施工过程海域使用动

态监测报告等材料。笔者根据近年来负责和参

与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及海域环境动态监

视监测工作的情况，结合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内

容，谈谈围填海工程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

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１　围填海工程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围填海造地作为解决

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紧张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围填海造地的速度不断加大，规模不

断扩大，主要有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政府组织进行大规模围海晒盐，范围涉及

沿海１１个省、市、自治区，急剧加速了沿海岸滩

的淤积；第二时期是在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沿

海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滩涂围垦用以增加农业用

地，结果导致大面积的近岸滩涂消失，使沿海自

然滩涂湿地总面积减少近５０％；第三时期是在８０

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初，为发展养殖业再次进

行大规模围填海，结果大量人工养殖造成近岸海

域出现严重的富营养化，使得海域生态环境问题

开始凸显；自９０年代后期，渐渐迎来第四次围填

海高峰，主要是港口建设、船舶修造、机场建设等

工程用海、钢铁生产和石油存储等工业用海以及

滨海住宅开发建筑用海等，在形成显著社会经济

效益的同时，无序、无度、无偿的围填海也给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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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海洋环境资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３－５］，

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水文动力改变、海域生态系

统和渔业资源受损、湿地景观被破坏和水质下降

几个方面。

１１　近岸海域水文动力环境改变

围填海项目建设是要按照“先围后填”的原

则，通过在工程外围修建海堤、围堤、护岸等永久

性水中构筑物将填筑区域与海相隔，然后通过推

填、吹填等方式形成陆域。新建的海堤、围堤、护

岸一般即为新形成的海岸线，此类岸线多为笔直

或呈弧形，与原有自然岸线相差较大，邻近海域

的潮汐、波浪都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区域的

水动力、泥沙冲淤、地形地貌等。如郭伟等［６］发

现经过２０年的围填海，到２０００年深圳西部海岸滩

槽演变剧烈，伶仃洋海岸地区纳潮量减少２０％～

３０％，深圳湾纳潮量减少１５．６％，造成了一系列

严重影响；大连市于普兰店湾、复州湾和大窑湾

内部进行大面积围填，使得水动力条件不断减

弱，海域淤积严重，进而丧失海湾属性［７］；厦门西

海域和同安湾开发直接改变了海域潮流运动特

性和水动力条件，大大减少海域纳潮面积，出现

明显的淤积现象［８］。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甚至

可能影响到项目所在海湾的纳潮量和防洪排涝，

对沿海城市处理风暴潮和内涝等突发性自然灾

害时产生风险隐患。

１２　沿岸海域生态系统受损

围填海占用的是海洋空间，是将海洋变成了

陆地，作为海洋的“原住民”———海洋生物所受的

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境被破坏，迫使游泳动物举家搬迁，浮游动植

物随波逐流，潮间带和潮下带底栖生物大部分遭

遇灭顶之灾，红树林、芦苇等环境敏感湿地植物

被砍伐填埋，从而丧失了生态调节功能，区域生

物的种类、密度、多样性和群落结构都将随之改

变、演替［９］，这种变化和影响会通过生态链、食物

链逐渐延伸到沿海陆地生态系统、滩涂湿地生态

系统、河口湾生态系统和沿岸浅海生态系统，而

且其影响程度和结果都是不可测的。如胶州湾

沧口潮间带的生物种类从６０年代的１４１种锐减

到９０年代的不到１０种，且在２００７年的海洋生态

系统评价中被评为亚健康［１０］。

１３　滨海湿地生态和景观破坏

滨海湿地除了在净化海洋、降低海洋污染、

防治海岸侵蚀方面有重要作用外，芦苇、红树林

等滨海湿地也可为丹顶鹤、白鹭和黑嘴鸥等多种

珍稀鸟类提供栖息、繁殖地及迁徙的中转地，独

特的、优美的滨海景致和自然风光，也是进行户

外活动、体验自然、促进身心健康的首选。可是

当大片滨海湿地被围填海项目占用后，原有的自

然景色风貌必然消失，原有的自然岸线变得趋于

平直，曲折率大幅降低，使得高生态功能的自然

景观向低生态功能的半自然或人工景观转变，沿

岸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生物生境的自然性下降

或丧失，生态功能衰退，严重的则造成珍稀物种

的消失。兴化湾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围填海，

滩涂湿地景观生态人工化和破碎化日趋加剧，导

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服务功能严重衰退［１１］；

马玉等［１２］通过对珠江口滨海湿地调查发现受滩

涂开发与围填海等的影响，珠江口滨海湿地围垦

严重，使得天然湿地面积减少，湿地生产力不断

下降，湿地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１４　渔业资源受损

滨海滩涂潮间带、河海交界、沿岸海域是主

要经济鱼类、虾蟹和贝类的产卵场或栖息地［１３］，

围填海工程建设导致滩涂面积大幅减小，海岸带

的自然生态平衡和鱼类洄游规律被打破，海洋渔

业生物因生境遭到破坏而无法生存，尤其是各种

水生生物的幼卵会被覆盖掩埋，使得渔业生物资

源大幅减少甚至灭绝。舟山群岛作为我国四大

渔场之一，近年来受大面积围填海影响，渔业资

源锐减［１４］；被称为“中华蚬库”的大连庄河市蛤蜊

岛附近海域生物资源亦因连岛大堤的修建，生态

系统被破坏而彻底消失［７］。

１５　海水质量下降

海湾内围填海工程导致纳潮量减小，使得湾

内水体交换能力变差，降低了海湾的环境容量，

削弱了海水的自净能力，从而也引起水环境质量

下降。胶州湾海域因受围填海养殖的影响，富营

养化指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０．０３，本世纪初已

上升至２，赤潮发生频率也日渐增多
［１５］。根据海

洋环境调查结果，泉州湾海域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含量近１０几年来亦有大幅增加，富营养化问

题依然严重［１６－１７］。此外，围填海工程在建设期间



第６期 曹宇峰，等：简谈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８７　　　

涉及修建围堤、取沙、海上吹填、陆域推填等工

艺，施工过程中泥沙、油污等或多或少的将进入

海洋，影响到海洋环境。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后，

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废弃物又将是海洋污染的

一个来源。

２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议

围填海使沿海地市的海洋经济得到了快速

发展，以较低成本快速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

长，不过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螺旋式发展，上述

问题又逐渐转变成制约海洋经济继续向前的“瓶

颈”，这就需要采取多种手段、措施来推进海洋产

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升级，强化海洋生态环境

管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２１　切实优化用海项目产业布局

要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确保

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也就是说要协调海洋产

业的发展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从优化结构、保证

重点、合理用海、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建立海洋产

业布局，提高各级政府对围填海工程建设规划的

宏观调控水平［１８］，摒弃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防

止粗放型用海造成的过度开发利用，对规模性用

海项目在运营后的排污处理、防洪防涝做统一考

虑和规划，做到合理选址、达标排放，降低用海项

目叠加和累积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容量压力

增大。

２２　开展用海项目不可行性论证评估

虽然围填海项目在申请用海之前都要进行

可行性论证和环境评估等工作，但在地方社会经

济发展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面前，行政力量干

预、经济利益交换甚至申报虚假项目等情况并不

少见，更遑论在项目立项后改变用途，项目运营

后造成环境污染等。因此，有必要针对某类大规

模围填海项目开展不可行性论证，深入研究项目

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存在的风险，论证评估其可

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和环境代价，以供海洋行政主

管单位综合考量决定。

２３　加强海洋环境动态监视监测和监管

围填海项目建设涉及海洋生态、海岸地貌、

水文动力等多学科多专业方面的工作，且在项目

运营后带来的风险尚不可测，为保证其不会对海

洋环境形成污染和影响，对某些重特大型围填海

项目，从建设之初就要实施动态监视监测和监

管，对于变更用途的进行严肃查处；对于施工或

运营后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的，及时纠正甚至

关停整改，同时通过在项目周边布设固定的监测

站点，定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长期跟踪生态环

境的变化情况。

２４　建立区域海洋生态预警机制

在某些典型的、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海域可

开展敏感指示生物研究，加强对环境质量出现明

显变化时的监控，建立区域性海洋生态预警机

制，当出现恶劣影响或污染时，能及时地、有组织

地开展应急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

评估结果能及时提供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地

方政府决策者，为其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依

据，同时能及时通告社会民众，降低或减少突发

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涸泽而渔”。

２５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各类海洋保护区

２１０多处，面积大约３．３万ｋｍ２，占海域面积的

１．１％，海洋保护区网络已初步建立，下一步要深

入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在示范区内加

强珍稀物种的保护性研究，加强对海域环境容量

的研究、加强对生态保护和修复技术的研究，探

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制定完善生态文明建

设的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１９］，提高对

海洋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科研水平，并将技术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坚实的

技术支撑和进步源泉。

２６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

海洋生态文明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

求或者说是基石，并不是作为政府或者管理者的

政绩口号而存在，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

规来保障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和不断改

进，用现代的海洋经济理念和法律制度来管理海

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通过海域使用金、海洋

生态税的规范缴交和使用，为海域开发利用的科

学推进和海域使用管理技术研究提供资金保障，

促进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通过加强海洋执

法的联动性、交互性，消除行业执法的孤立性［２０］，

推动和扩展海洋环境保护的范围，通过建立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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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用海监督的模式或渠道，增强公众参与海洋

管理的意识，用广泛的群众路线来积极推进海洋

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３　结束语

围填海项目仍将是有效利用海洋资源、推动

海洋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仍将会为满足海

洋经济发展需要而长期存在，仍将是海洋资源开

发能力的体现，更应该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成

果。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共赢出

发，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要高度重

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力争做到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相互协调与统一；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填海工程施工期

落实相关事故防范和环保措施，以减少对海洋环

境的影响与破坏；从海洋空间利用、产业结构调

整、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出发，坚持走海洋科技创

新、科学管理海洋之路，调动地方政府和项目企

业的积极能动性、发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力量、发挥海洋科技工作者的技术支撑，多管齐

下，多方联合，协调合作，共同推动海洋生态文明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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