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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研究

——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王泽宇 韩增林

摘 要 文章阐述了海岛土地资源的特点、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遵循的原则及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并以辽宁省的海岛县长海县为例，提出海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是发

展“飞地”经济在大陆建立工业园区，开发无居民海岛发展旅游业，开发滩涂资源、浅海资源大力发展养殖

业，建立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在规划中加强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管制，依法治渔，科技兴渔，实现渔业可持续

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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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大多数海

岛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海岛不可避免的面

对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那么如

何集约利用土地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使土地利

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土地资源和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辽宁省的海岛县长海县为

例，来探讨海岛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

一、海岛土地资源特点

首先，海岛的土地资源区别于陆域的土地资

源。海岛土地资源由潮上带的岛屿土地资源、潮

问带的滩涂资源和潮下带的浅海资源三部分组

成。海岛土地资源特点如下。

1．土地资源数量有限

由于海岛面积小，周围又被海水所包围，因

而土地资源更显珍贵。而且海岛分散分布在海域

中，意味着土地分散；海岛土地不能连片集中使

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会逐

年提高，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与土地资源匮乏之间

的矛盾也将会更加尖锐，这意味着人多地少的局

面将更加严峻。

2．滩涂资源和浅海资源丰富

海岛的滩涂资源和浅海资源丰富，类型多

样，土层深厚，土壤肥力较高，水质营养丰富，适

宜多种生物生长，有利于发展海水增养殖业。弥

补了海岛县陆域土地资源有限的缺憾，增加了海

岛的人口承载能力。

5．土地质量差，生态环境脆弱

由于海岛面积狭小，地域结构简单，淡水资源

短缺，土壤有机质含量少，造成大多数海岛土壤贫

瘠，土地生产潜力和产出效益较差。生态系统十分

脆弱、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小，稳定性差。

而且，海岛与大陆分离，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与外界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有限，使海岛的生

态环境脆弱，一旦受到破坏，极难修复。

4．土地资源开发难度大、成本高

由于海岛与大陆分离，资源有限，尤其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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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使海岛的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尤其

是工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同

时，由于海岛的交通不便，也给海岛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增加了成本，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二、海岛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1．“填海造地”蚕食“蓝色国土”

由于海岛土地资源短缺，目前在某些海岛地

区填海造地成为解决土地资源紧缺的途径。据国

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调查，在短短的75年时间

里，胶州湾的面积缩小了35％。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2年以来，青岛市各级政府在胶州湾内就审

批了近20个用海项目，填海面积达16 km。仅环

胶州湾高速公路附近较大的填海工程就有两处，

围海面积分别达到了26．7 hmz和100 hmz。使原

先的一些海中孤岛因填海造地成为了陆连岛。填

海造地虽然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对海洋生态环境

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如加大

了赤潮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迫害海岸生物多样

性，破坏海岸与海底的自然平衡状态，破坏一些

珍贵的海岸景观和历史遗迹，如红树林、珊瑚礁

海岸等。

2．开发海洋资源使大工业登岛

为开发海洋资源，国内大企业争先恐后在岛

上兴建重化能源项目。并普遍采取“前港后厂

(库)模式，采取填海造地模式。但目前填海实际

上是填港，为了某个重大项目把港湾填掉了，大

大降低了港口资源的利用价值。而且，大项目登

岛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并集聚大量的人

口。由于岛上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等有限，超过

了海岛本身的承载能力，破坏了海岛的自然生态

平衡。

5．土地利用环境问题严重

海岛的土地利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陆域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是水产品加

工企业，缺乏良好的排污设施对环境造成一定的

污染；二是近年来海水增养殖业发展迅速，效益

可观，浅海浮筏养殖及陆地工厂化养殖密度过

大，超过了海水自身净化能力，对浅海海域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三、海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遵循的原则

1．以人为本

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不仅关注开发土地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加关注开发土地资源给人们

造成的人文的、社会的以及体现人们生活质量的

生态环境指标。总之，就是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的过程中，兼顾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百

姓的安居乐业，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生态优先

在海岛的经济发展建设中不可避免地会与

生态环境建设相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本着生态优先大于经济建设优先的原则来

开发利用海岛资源。应充分重视海岛的生态环境

建设，因为海岛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遭到破

坏，将会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必须用长远的

可持续的眼光来看待海岛的发展，不能只图眼前

的经济利益。

5．资源节约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海

岛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海岛的资源和经济

建设必须坚持资源和能源节约的方针。因此，应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实行

清洁生产，充分利用海岛有限的资源和能源。同

时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海岛。

四、海岛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研

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1．长海县概况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

   



境内有122个岛屿和5处群礁、51个明礁呈东

西排列达百余千米，统称长山列岛，又称长山群

岛。县境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省庙岛

相对，西部和北部海域毗邻大连市城区、普兰店

市和庄河市。全县总面积8 599．26 km2(高潮)，

其中岛屿面积150．23 km2(高潮)，海域面积

8 446．2 km2，海岸线总长428．5 km。是我国东北

地区唯一的海岛县。

近年来，长海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截至

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元，地方

财政收入1．3亿元，年平均增长6％；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3．5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

高。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第一产业产值233 754

万元，第二产业产值49 281万元，第三产业产值

85 851万元，三次产业比例为64：10：26。城市化

水平显著提高，截至2004年，长海县的城市化率

为52．23％，其中獐子岛镇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100％。但各乡镇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差别较

大，这里以獐子岛城镇化水平最高，海洋乡城镇

发展程度最低。

2．长海县土地利用现状

长海县陆域土地总面积145．4 kmz。境内各

岛屿地形属于海岛丘陵，或一山一岛，属于长白

山脉的延伸部分，后随黄海北部平原一起沉陷为

海。

2004年在全部的土地构成中，农用地为

8 024．96 hm2，占全部土地面积的55．2％，其中耕

地为1 291 hm2，占土地总量的8．88％；园地为

167．4 hm2，占总量的1．15％；林地为6 071．6 hm2，

占总量的41．8％；牧草地为0．12 hmz，占总量的

o．0008％；其他农用地494．86 hm2，占总量的

3．4％。

建设用地为2 267．3 hm2，占总量的15．6％，

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为2 080．6 hrnz，占土地

总量的14．3％；交通用地为155．1 hmz，占土地总

量的1．07％，水利设施为28．5 hm2，占土地总量

秘海洋开发

的0．2％。

未利用土地为4 246 hmz，占土地总量的

29．2％。

根据一元线性回归结合长海县土地资源利

用现状及经济发展状况，未来长海县土地资源利

用平衡表如表1所示。

5．长海县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1)土地资源紧缺

由于海岛面积小，周围又被海水所包围，因

而土地资源更显珍贵。长海县国土总面积

145．4 kmz，2004年末人口75 031人，人均土地面

积0．19 hmz，不到全国人均量的30％。人均耕地

面积约0．017 hm2，仅为大连市人均量的41．2％，

全国人均量的17．8％，土地资源十分有限。而且

海岛分散分布在海域中，意味着土地分散；海岛

土地不能连片集中使用。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与土地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

也将会更加尖锐。按照“大大连”建设规划目标，

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85％，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会逐年提高，这意味

着人多地少的局面将更加严峻。

(2)土地人口承载力有限

根据长海县城市建设规划局提供的资料，

2004年长海县耕地面积总计1 291．04 hmz。考虑

到今后由于城市扩建、工业、交通和居住等非农

用地的增加，以及退耕还林还牧、自然灾害、调

整农业结构等原因，耕地面积会有所减少。但在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前

提下，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控制在1％左右，预

计2010年长海县农作物播种面积能够保持

在1 200 hmz左右。根据长海县土地生产潜力，

按照人均消费热能小康标准2 800千卡／人·日，

折算成人均年需要的粮食为400千克，可以计算

出长海县土地人口承载力，见表2。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即便是按土地最大生

产能力来计算，2005年长海县土地资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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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长海县土地利用平衡表

现状(2004) 预预q(20lO年) 预钡g(2020年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hmo 比例(％) 人均(m2) 面积(hm4 比例(％) 人均(m2) 面积(hm2’ 比例(％) 人均(m2)

R 居住用地 298．78 41．01 39．8 288．18 41．01 37．72 270．52 32．37 34．86

公共设施
C 73．40 11．82 9．79 98．62 14．03 12．91 137．26 16．42 17．69

用地

M 工业用地 71．82 11．57 9．58 84．93 12．08 11．12 106．77 12．78 13．76

W 仓储用地 15．57 2．51 2．08 14．47 2．06 1．89 12．63 1．51 1．63

对外交通
T 9．93 1．60 1．32 11．99 1．71 1．57 15．4l 1．84 1．99

用地

道路广场
S 75．78 12．20 10．10 95．38 13．57 12．48 128．04 15．32 16．50

用地

市政公用
U 8．54 1．38 1．14 14．27 2．03 1．87 23．82 2．85 3．07

设施用地

G 绿地 28．25 4．55 3．77 58．62 8．34 7．67 109．2 12．07 14．08

D 特殊用地 38．90 6．27 5．19 36．32 5．17 4．75 32．03 3．83 4．13

城镇建设
合计 620．9 100 702．77 100．00 835．72 100

用地

2004年现状人口：7．50万人，2010年规划人口：7．64万人，2020年规划总人口：7．76万人

表2长海县未来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注：土地生产潜力即未来或原来某一时期土地的生产力，它表明人们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可能程度，反映一个地区生产力所能达

到的最高水平。

仅能承载2．54万人。2003年末长海县人口总数

为7．53万人，粮豆总产量为2 700 t，人均粮食仅

36 kg。今后耕地面积还会进一步减少，人1：3不断

增加，依靠耕地种植粮食远不能满足人口粮食需

求。海岛的主要生产基地在海上，因此利用耕地

种植粮食作物不是主要目标，只能是作为解决一

部分饲料粮和生活的调剂粮，必须依赖于从其他

系统输入的食物能量来维持，因此对长海县岛陆

来讲，土地资源承载力小于人口容量，本身生产

的粮食不能自给。

(3)土地利用环境问题严重

长海县的土地利用环境问题主要是水产品

加工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部分生活用水的不

合理排放及浅海浮筏养殖及陆地工厂化养殖密

度过大，超过了海水自身净化能力，对浅海海域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4．长海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

(1)发展“飞地”经济，在大陆建立工业园区

“飞地”是一个传统地域上的概念，随着世界

经济的发展，“飞地经济”赋予了新的内涵，即

“飞地经济”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与原来

区域在空间相分离，而职能和内容上又相互联系

的地区。利用飞地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国

内很多地方已经开展实施。

   



“飞地经济”的优势在于：一是可以绕过行政

壁垒；二是可以实现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三是

可以化解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根据上海市信息中

心专家预言，“飞地经济”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

打破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区域经济模式将由开

发区经济向“飞地经济”转变。

为此，长海县要充分利用飞地经济政策，加

快发展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在距离长海较近的

普兰店市皮口镇的东部建立大连长海皮口渔业

加工园区。该园区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

(2)开发无居民海岛，发展旅游业

按照有关部门颁发的《无居民海岛保护与作

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海岛管理规定》)中有

关内容发展旅游业。《海岛管理规定》的核心内

容是，海岛将允许单位或个人开发利用，租用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50年。中国首例无居民海岛整

岛开发，已在广东茂名放鸡岛由台商开发建设，

2005年5月1日放鸡岛海上游乐世界正式向游

人开放，游玩的项目包括潜水、海底漫步、海水

浴场、滑水、排上海钓、烧烤、拉曳伞、摩托艇等

10余个，并将为放鸡岛建成全国最大的潜水基

地和钓鱼基地。放鸡岛是广东省政府批准的第一

个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长海县可以在大岛建、小岛牵的指导思想

罐海洋开发

下，腾出一个岛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发展海岛经

济。

在上海制定崇明岛发展战略研究中，曾经提

出在崇明岛发展博彩业和赛马业。上海作为我国

第一个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城市，国内外游客众

多，在崇明岛发展博彩业与赛马业有其国内外客

源市场。随着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的逐步

建成，大连将成为我国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

今后国内外的客商必将大量云集于此。随着长海

县开始对外开放，县域经济搞活，可选择无居民

海岛开发，发展旅游业的内容中增加供国际游客

服务的内容。

(3)开发浅海资源大力发展养殖业

长海县是一个大海域、小陆域的海岛县。对一

个海岛来讲，居民主要的生产场所在海上，经济主

体是渔业，渔业经济占全县大农业经济的90％以

上。利用耕地种植粮食作物不是主要目标，只能是

作为解决一部分饲料粮和生活的调剂粮，必须依

赖于从其他系统输入的食物能量来维持。因此要

大力发展蓝色农业，提高海水产品的产量。要充分

发挥长海县的区位、资源和产业基础等优势，坚持

不懈地加快渔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渔业，建

设以海珍品底播综合生产基地为重点的八大体

系，充分开发利用浅海滩涂资源。

图1 大连长海皮口渔业加工园区的位置和平面图

   



(4)建立生态转移支付机制

区域均衡发展依赖于区域间资源的均衡分

配，当资源分配或者本身禀赋不均衡时，有必要

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进行必要配置，这种配置主

要体现为区域间的财富转移支付。但从可操作性

来看，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生态转移支付是指生态

位势较低的地区向生态位势较高的地区支付货

币资金，以使生态位势较高的地区在不给生态位

势较低地区造成污染的同时，也能有效的发展经

济。

生态转移支付是解决国内外生态资源和生

态经济的成本与收益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对于辽

宁省的长海县，由于地处海岛，由于土地资源和

淡水资源短缺等，使其在大连市中处于生态位势

较高地区。因此，在其发展经济过程中，辽宁省

及大连市政府应从宏观调控方面使生态位势相

对较高地区对其进行资源或产业或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

(5)在规划中加强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管制

受长海县自然环境条件和资源的制约，长海

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选择、有重点的合理规

划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从目前的产业结

构来看，应保持渔业的基础地位，加快以旅游业

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同时增加第二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的内部产业，应选择

对环境污染小、资源能源消耗小，尤其是能节约

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产业来发展，按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海岛。这些内容应在五年规划、城镇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重要规划中有所体现。

(6)依法治渔，科技兴渔，实现渔业可持续发

展

在发展海水增养殖业中充分利用科学技术，

增加养殖的多样性、加强养殖新品种的培育和引

进；优化养殖技术，做到精养细管；提倡轮养，每

隔5～7年更换一次养殖对象，几年后再根据市场

的需求养殖新的或原来的种类。并以海域环境容

量为标准，控制养殖强度和密度，减轻养殖自身

造成的污染和因海域容量超载而造成的病害；在

加强海洋资源增殖保护，积极推进渔业结构调整

过程中，要重点抓好控制捕捞能力的盲目增长的

工作，必要时渔业、公安等部门应密切配合，加

强对出海船舶及船民的动态跟踪管理，坚决落实

船网工具指标控制。为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必

须遏制超强度捕捞、非法建造渔船、无证捕捞等

非法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渔民

利益，完善水域滩涂使用规划，把水产养殖水

域、滩涂的规划与海洋功能规划、土地规划等衔

接起来，稳定渔业水域、滩涂使用制度，协调渔

业和各产业的发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保障渔民

生产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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