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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大规模围填海活动在振兴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海岸带生态系统。文章

梳理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一系列政策要求与技术指南;以大连港太平湾

港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分别分析了港口工业区和滨海生态旅游区的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并提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陆海统筹,

生态融合;问题导向,科学修复;科技支撑,示范带动等新发展阶段下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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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ng-termandlarge-scalereclamationactivitieshavenotonlyrevitalizedtheeconomyof

coastalareas,butalsoseverelydamagedcoastalecosystems.Thispapersortedoutaseriesofpol-

icyrequirementsandtechnicalguidelinesonstrengtheningcoastalwetlandprotectionandstrict

managementandcontrolofreclamation.TakingTaipingBayPortAreaofDalianPortand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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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TianjinEco-Cityasexamples,thetreatmentofhistoricalreclaimingproblemsandeco-

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practicesintheportindustrialareaandthecoastaleco-tourism

areawasanalyzed,respectively.Suggestionsfortheprotectionandrestorationofmarineecology
inthenewdevelopmentstagewereputforward,includingtakingecologyasapriority,keeping
ECOdevelopment,implementingnaturalrestorationmainlysupplementedbyartificialrestora-

tion,coordinatinglandandseaandcoastal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keeping

problem-orientedandscientificallyrepairmen,supportingwithscienceandtechnologyanddriving
bydemonstration.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Seareclamation,Ecologicalrestoration,Taipingbay

portareaofDalianport,Sino-SingaporeTianjinEco-City

0 引言

海岸带是陆地与海洋相互作用的交汇区,众多

的海湾、河口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旅

游资源、海盐资源以及港口资源等,是海洋经济发

展的主要地区,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在海岸

带开展围填海活动为实现国家战略、促进经济发

展、拓展地区空间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

模填海造地。但是,大规模、长期的围海造陆改变

了海陆生态空间格局,引发了多种海洋生态问题,

造成了生态安全隐患,使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面临

日益严重的压力。例如,大规模围填海直接改变海

岸结构,海洋潮汐、波浪和水动力条件发生变化[1];

直接改变邻近海域的沉积物类型和沉积特征,造成

近岸和近海沉积环境与水下地形变化[2];降低海域

的水交换能力和污染物自净能力,加剧近岸水环境

与底泥环境污染;占用大量沿海滩涂湿地,彻底改

变湿地的自然属性,自然岸线锐减,生态服务功能

几乎丧失,物种多样性下降,生物量减少等。同时,

由于前期缺乏对围填海的科学规划和总体控制,出

现了一些不合理,甚至违法违规围填海的现象,形

成了大量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

不到妥善处理,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

也可能影响国计民生。因此,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深入探究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理论

与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对于追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处理理论和政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既揭示了为什么要保护生态,也指明了生态保护的

方向,对科学处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体量大、类型复杂,不同

问题区域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程度也不相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因此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处

置,须分级分类、因地施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

对于未批先建和违法违规审批的项目,要依法依规

予以查处和追责;对合法合规的项目,要根据实际

需求尽可能地压减填海面积,集约节约用海。从生

态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必

须坚决予以拆除;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且拆除会

造成二次污染的,应依法依规处置后尽快加以利

用,提高资源利用率。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

来说,应充分考虑问题区域对国家战略和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对具有重大战略或者公益属性的

项目可以予以保留,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

措施,打造美丽宜居的共同家园。

1.1 生态保护优先,分类处置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

滨海 湿 地 保 护 严 格 管 控 围 填 海 的 通 知》(国 发

〔2018〕24号)(以下简称24号文),从严控新增围填

海造地、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加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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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修复以及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和围填海管

控长效机制等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有关

省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分类施

策、积极稳妥”的原则,制订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方案。对于合法合规围填海项目,由省级人民政

府根据围填海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妥善处置,并进行

必要的生态修复。对于违法违规围填海项目,由省

级人民政府负责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组织开展生

态评估,根据违法违规围填海现状和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影响程度,责成用海主体认真做好处置工作,

进行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

为贯彻落实24号文精神,国家有关部委连续出

台细化的政策措施,指导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工作。2018年12月20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

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 施 意 见》(自 然 资 规

〔2018〕5号)(以下简称5号文),要求针对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清单制订处理方案,处理方案应当明确

总体目标、年度目标、产业准入、生态修复、违法查

处、责任追究、任务分工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对于

合法合规围填海项目,进一步强调了集约节约利

用,最大限度控制围填海面积,并进行必要的生态

修复,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对于违法违规围填海

项目,进一步强调开展生态评估,科学评价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

的目标和要求,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成用海主体

做好处置工作。涉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的项目

用海,要优化海域审批流程,简化海域使用论证内

容,提高审批效率。2018年12月27日,自然资源

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

史遗留 问 题 处 理 有 关 要 求 的 通 知》(自 然 资 规

〔2018〕7号)(以下简称7号文),强调了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历史遗留

问题处理总量大、地区差异大等问题,进一步明确

“已取得海域使用权但未利用”“未取得海域使用

权”围填海项目分类处理政策,在5号文的基础上

细化了处置要求,以促进海洋资源严格保护、有效

修复和集约利用[3]。

1.2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设计生态修复措施

2018年11月1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技

术指南(试行)>等技术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18〕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为科学处理围填

海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

《围填海项目生态评估技术指南(试行)》提出运

用生态学方法,以生态优先、分类施策、科学严谨、统

筹兼顾为评估原则,以围填海项目生态影响评估、生

态损害评估、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估为主要评估

内容,旨在明确主要生态问题,提出生态修复对策,为

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要求以“问题导向、因地制宜;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切合实际、注重实效”

为原则,根据围填海现状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程度,梳理主要生态问题,确定生态保护修复重点,

制定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目标,提出可量化的考

核指标。针对海岸线、滨海湿地、海洋生物资源、水

文动力和冲淤环境、海岛生态系统等生态保护修复

重点,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与相关技术要

求,后期可制定针对性的跟踪监测计划,开展效果

评估。

2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及生态修复实践

2.1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概况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围填海项目位于辽东半岛、

大连市渤海一侧海岸线的中段,瓦房店市境内,南

距 大 连 市 区 130km,距 长 兴 岛 港 83.34km。

2008年8月,交通运输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批

复的《大连港总体规划》确定了大连港总体规划格

局,其中明确了太平湾规划为港口发展预留区。截

至2019年,已填海面积约1500万 m2,用海方式为

填海造地,太平湾港区已有5个多用途码头、2个集

装箱码头和3个散粮码头[4]。

按照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分类,大连港太

平湾港区属于未批部分围填类项目。经评估,若港

区整体拆除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且项目是

推进东北振兴的重要抓手,因此应对已填成陆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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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加以利用,并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2.2 主要生态问题

大连港太平湾围填海项目占用部分海洋空间

资源,造成海湾水交换通道阻塞与纳潮能力降低,

占用了海岸线并造成生态资源受损。

2.2.1 海湾水交换通道阻塞与纳潮能力降低

围填海实施严重阻塞了太平湾湾底与湾外的

潮流联系,施工便道采用填海形式形成,彻底阻断

了太平湾整个海湾潮汐通道;4处总计212.44hm2

的围填海,超港口规划范围,挤占了剩余海湾空间;

“U”型人工岛方案形成,使得太平角沿岸水交换能

力降低。在纳潮能力方面,由于围填海实施大量挤

占了海湾空间,造成纳潮能力降低。

2.2.2 海岸线占用与海湾空间锐减

原有围海养殖侵占了部分自然岸线,从太平角

至小西山沿岸自然岸线仅有约2.0km,几乎消失殆

尽。围填海实施占用了太平湾沿岸约1.5km海岸

线。太平湾海域围填海实施之前,由于围海养殖和

底播养殖,海域空间承载力已经达到临界状态,围

填海的实施进一步加重了海域空间承载负担。根

据《海湾志》记载太平湾海域面积为29.2km2,围填

海占用的海域空间达14.45km2,加之之前围海养

殖的占用,海湾面积剩余不足30%。

2.2.3 滨海湿地与生态资源受损严重

从地形上来看,太平湾海域包括河口、浅海、海

滩和盐滩等多种滨海湿地形式。6m水深以浅的滨

海湿地内,围填海的实施造成滨海湿地严重受损。

此外,因为围填海规模较大,围填海实施造成的海

洋生物资源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严重,分

别达到22945.59万元和6110.31万元。

2.3 生态保护修复设计

太平湾港区符合《辽宁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

划》和《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是重

要的地方性综合港口、临港经济区、城镇新区。结

合《辽宁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2011—2020)》,

综合分析太平湾港区区域用海规划情况,确定其管

控要点:港口建设应定位清晰,避免重复,实现区域

现代化港口集群;控制围填海规模,集约节约利用

海域及岸线资源;严控污染物入海,防范海洋环境

恶化,关注对斑海豹的影响;严格保护太平角自然

岸线,推进海域海岸线的整治修复。

基于港区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与海岸带

生态保护两方面考虑,生态修复保护措施应设计:

①恢复人工岛与大陆岸线之间的近岸水域的湿地

环境,使其水域畅通,退养还海,改善生态环境;②
恢复土城河口与外海的自由流通,维护河口过水断

面,保障行洪安全,维持土城河口盐田区的湿地环

境,维护对周围海域的生态服务功能;③恢复太平

湾围填海工程、历史围海养殖占用的大陆岸线自然

功能,保护太平角自然岸线,美化岸线景观,拓展公

众亲海空间,增加海岸带生物繁殖栖息空间。综

上,设计如下具体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2.3.1 拆除过度用海,提升海域空间承载能力

围海养殖和部分违规围填海占用了太平湾绝

大部分自然岸线,需对过度占用岸线和围填海的区

域进行拆除。建议对太平湾内沿岸围填海以及围

海养殖进行拆除,一方面释放海域空间,将海域空

间资源承载力由较高状态恢复至临界水平以下;另

一方面可以有效恢复一定的自然岸线资源,为海

湾、河口整治奠定基础。

图1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部分围海养殖和违规

围填海拆除前后对比

2.3.2 优化规划方案,恢复海湾水交换能力

太平湾港口建设规划原方案形成海陆相接的

后方辅助区,彻底破坏太平湾的水体交换。调整

太平湾规划为人工岛方案,可以保留大量的港区

后方水域。在此基础上,打通港池与太平角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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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水通道,并对规划方案在湾底处的东部拐角

区进行恢复性疏浚,保证太平湾湾底水体交换达

到良好。

2.3.3 营造亲海岸滩,修复盐田,构筑生态海堤

建议对拆除填海和围海养殖后的岸线进行整

治恢复,建设人工沙滩等亲海岸滩。对河口、盐田

进行整治修复。此外,对港口建设向陆一侧、防护

水平要求较低的海堤进行生态化设计。

3 中新天津生态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及生态修复实践

3.1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概况

中新天津生态城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永定

新河口北部海滩,其南部围埝与永定新河口治导线

平行,隔河与天津港东疆港区相望,西侧为北塘蓟

运河口至汉沽蛏头沽岸线,东北部为中心渔港,东
向海域延伸至2.0m等深线,海域面积约28km2。
从2008年开始实施至今,其围填海造陆工程已基本

完成,总围填海面积近2500hm2,周边海域的主要

用海方式包括建设填海造地、跨海桥梁、非透水构

筑物及开放式用海等,用海总面积12000hm2 余。
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将批复的“人工岛”

式填海改为平推式填海,超出了批复用海范围,严
重削弱了区域海洋生态功能,超出部分属于围填海

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未批填海类,因此应重新恢复岛

式填海布局,并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

3.2 主要生态问题

基于围填海生态评估以及现场踏勘情况,综合

分析中新天津生态城围填海项目引发了岸线占用、

滨海湿地减少、大量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影响水交

换能力等生态问题。

3.2.1 岸线占用

中新天津生态城围填海工程占用自然岸线约

7.6km,围填海之后形成岸线约23.8km,具有生态

服务功能的自然岸线约3km。根据现场勘查结果,

部分岸线生态功能不明显,或岸线稳定性差,需对

稳定性不高的岸线区域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工作。

临海新城填海区形成的部分海堤、护岸已进行了绿

化,但整体生态效果一般。

3.2.2 滨海湿地的占用

湿地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

物种资源、涵养水源、蓄洪防旱和降解污染等方面

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按照6m等深线以浅的量算

结果,中新天津生态城围填海项目占用湿地面积约

2500hm2,彻底改变湿地的自然属性,导致其生态

服务功能基本消失,同时对周围湿地发挥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2.3 围填海造成海洋生物资源损失

由于用海区占用了浅海水域,用海性质发生改

变,由浅海变为陆地,造成栖息于此的大量底栖生

物的死亡,围填海范围内的鱼卵、仔稚鱼以及浮游

动物和植物等运动能力弱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围

填海加剧了底栖生物栖息地的减损、生物物种多样

性的降低以及平均生物量和丰度的减少[5]。

3.2.4 影响水体交换能力

用海建设期间,在临海新城北部海域建设施工

道路1.7hm2,非法将223hm2 海域圈占达10年之

久,造成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所在的21.2hm2 海

域实际封闭。由于预先保留的透水管道淤堵,封闭

海域实际丧失水体交换能力,降低了海域污染物自

净能力,对保护区水质环境也造成一定影响。施工

作业增大了海域内污染物的排放量,两种作用叠加

致使水环境和底泥环境污染趋向恶化。

3.3 生态保护修复设计

根据《天津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天津市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海洋局关于建

立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若干意见》以及《渤海

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中新天津生态城围

填海项目位于优化开发区的滨海旅游休闲娱乐区

内,不占用生态红线区。项目附近海域生态红线区

主要有大神堂牡蛎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天津

汉沽重要渔业海域和天津北塘旅游休闲娱乐区。

基于区域用海规划确定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生

态功能定位:以陆海联动为引领,以岛式、多曲线为

原则,统筹规划陆海发展布局,优化围填海平面设

计和岸线布局,打造安全稳定的海洋生态空间体

系;统筹规划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开展生态海堤建

设,开辟公共休闲岸线、亲水景观空间,提升海岸线

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科学保护、合理开

发湿地资源,充分保障生态安全和物种多样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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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滨海优美旅游景观建设,形成旅游休闲娱乐功能

多样化、生态环境优美的空间发展格局。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针对中新天津生

态城围填海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对空间布

局、景观功能需求、资源价值、特色营造等综合考

虑,优化围填海平面设计和岸线布局。修复区域包

括围填海区、海岸带、人工岛群等区域,形成“湾岛

环抱—周边护翼—水绿交融”的总体格局,同时开

展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效果评估。

通过开挖河道、建设换水口(闸)等,形成可与

外海连通的湖水系,具备较强的水交换能力,湖水、

人工岛交错环抱。在填海人工岛两侧的3条水道尽

头开展景观湿地建设,进行生态补偿;在南堤西段

区域,建设人工减排湿地和景观湿地,保护周边海

域水质。在东堤与南堤交汇处打造观澜角景观公

园,在东堤路沿线西侧开展绿地建设,提升生态效

果。在北堤西段建设生态功能完备、防浪防潮的滨

海体验生态海堤,兼顾生态安全和生态服务功能提

升。在围填海区域东北部临近海域开展虾、蟹、贝

类、鱼类增殖放流,补偿因围填海占据生物原有栖

息地而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失,促进受损海域环境的

生物结构完善和生态平衡。

图2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修复部分效果图

4 建议

大规模围填海造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资源紧缺矛盾日益加剧背景下向海洋拓展空

间的基本途径,短期内提供了大量新增土地资源和

发展空间,但是,大量事实和研究证明围填海对海

岸带环境和生态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和难以估

量的[6]。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和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针对滨海湿地保护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控制围填海,积极开展生

态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努力提高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的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于此,提

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建

议如下。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生态良好的要求,统筹

考虑人海关系。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生态修

复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

(2)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保护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空间多样性,加强区域整体保护和塑

造。根据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受损程度和恢复

力,合理选择保育保护、自然恢复、辅助再生和生态

重建等措施,恢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3)陆海统筹,生态融合。坚持长远结合、久久

为功,按照整体规划、总体设计、分期部署、分段实

施的思路,科学确定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合理布局

项目工程、统筹实施各类工程,协同推进陆海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增强保护修复效果。

(4)问题导向,科学修复。追根溯源、系统梳理

围填海引发的生态安全隐患与风险,对自然生态系

统进行全方位生态问题诊断,提高问题识别和诊断

精度。按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管制要求,针

对生态问题及风险,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禀赋,因地

制宜开展保护修复,提高修复措施的科学性和针对

性,重视跟踪监测与修复效果评估。

(5)科技支撑,示范带动。充分发挥科研机构、

高校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中的科技支撑

作用,针对生态系统筛选、关键修复技术、监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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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积极开展保护修复技术和标准研究,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用技

术,为建立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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