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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岸线的时空变动特征､功能分类及治理措施 

楼东 1,刘亚军 2,朱兵见 3 

(1.台州行政学院台州 318000；2.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 100011；3.台州学院台州

318000) 

【摘 要】浙江省海岸线长度为 6696km,其中大陆海岸线为 2254km｡ 海岸线资源是海陆交界地带重要的国土资源

｡ 文章在对海岸线基本概念､ 属性特征､ 自然和功能利用类型分类讨论的基础上,根据卫星遥感图片的各阶段资料

以及浙江省围垦工程的实际进展情况,定量定性分析了浙江海岸线变动的时空特征以及成因,并根据浙江海岸线的

保护利用功能类型,对浙江省海岸线的开发现状进行评价｡ 浙江省海岸线开发带来了普遍的“建设性破坏”,实施

“全面保护､ 重点治理､ 错位发展､ 地区协作､ 分步开发”的方针是保证浙江海岸线资源得以持续利用的基本策

略｡  

【关键词】海岸线；时空特征；功能分类；治理；浙江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海洋运输的蓬勃发展｡沿海地区成为各类企业争相布点的重

点区域,海岸线资源和海洋环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地区南翼,这里拥有我国

最长､开发条件最好的海岸线,岸线资源存量大,开发潜力高｡浙江作为我国沿海重要经济省份,同时又是台风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海岸线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愈显重要｡岸线资源评价的目的是为保护利用提供依据｡国内外专门的海岸线资源评价研究相对

较少,多数的研究散见于港口规划､港口评价和海洋功能区划等相关研究报告中｡尽管目前有从事地理信息系统和海洋遥感专业

的研究人员对我国部分海岸线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论述的｡浙江省的海岸线频繁变化主要是由人

类活动造成的｡如何合理地安排浙江省现有的海岸线资源,做到统筹兼顾,得失互补,这给海岸线资源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笔者在对浙江省海岸线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成因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评价当前浙江省海岸线资源的配置以及普遍存在的“建设

性破坏”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1 海岸线概念､特征及类型 

1.1相关概念 

地理学意义上的岸线是比较明确的“线”的概念｡根据国家标准《海洋学术语海洋地质学(GB/T18190-2000)》的规定:“海

岸线即海陆分界线,在我国系指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线”
[1]

｡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它包括 3 个部分:沿着

海岸线的陆地､海潮出没的滩地以及陆地向海面以下延伸的部分｡海岸带在国际上没有取得一致的定义,关键在于国内外对海岸

带向陆地和海洋两侧延伸的范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地理标准､经济地理标准､行政区域标准､任意距离标准､

人为选择的地理单元等 5种标准的不同认定｡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看,对海岸带的划分向陆地一侧应主要以行政边界为标准,向

海一侧应以人类现有技术条件下海水养殖所能达到的区域为界｡我国在 1979—1986年进行了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这

次调查中对海岸带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陆域一般自海岸线向陆延伸 10km,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海岸带的实际情况可

适当延伸；海域一般自海岸线向海扩张至 10～15m等深线；河口地区向陆自潮界区,向海至淡水舌锋缘｡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浙江省岛屿､岸线资源评价及其开发模式研究”(11YD15YB)的部分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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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岸线规划中,通常将岸线看做一个“带状”区域｡如,城市规划界认为港口城市的岸线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岸线,也不同于

地理意义上的“岸带”(如,海岸带)｡通常文献里叙述的岸线资源实际指的是一个空间概念,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是水

域和陆域的结合地带｡目前理论界对这个边界的范围尚无定论｡学者张谦益
[2]
认为,海岸线的陆域界限一般以滨海大道为界,海域

界限一般以低潮线向外平均伸展 500m 等距线为界｡尽管岸线资源已经在众多文献里提及
[3-9]

,但是对于岸线资源的定义以及空间

范围,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从经济学意义上的海岸线资源是一定空间范围的国土资源,可以理解为海岸带的一部

分,但是空间范围与海岸带相比又有不同,具体的空间范围可暂按张谦益的定义而定｡本研究述及的海岸线,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海

岸线,而非地质学意义上的纯粹边界线｡海岸线之所以被称为资源,是因为海岸线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方式多种多样,人类在保护

利用海岸线时是有选择的,即海岸线不仅有量而且有质的差别,其差别影响到人类开发的难易和使用效果的好坏｡人类对海岸线

资源的价值判断,受到主观认识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条件限制｡因此,作者将海岸线资源定义为: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社

会条件下,能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等各类需要而保护利用的沿海岸线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国土资源｡海岸线资源利用是对岸线空间

的占用｡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有满足保护利用的各类资源,主要包括满足港口､工业､仓储､生活､休疗及农渔业开发使用的港口资源

､空间资源､海水资源､渔业资源､旅游资源和滩涂资源等｡海岸线资源研究就是评定海岸线对保护利用方式的适宜程度,即海岸线

评价｡ 

1.2海岸线资源的特征 

海岸线是海域､陆域交错的空间,受到两种自然大系统的影响,又是人类活动集中的地方,受人文､自然两种环境的制约｡海岸

线主要有以下 3个特征｡ 

1.2.1海岸线的变动性 

自然海岸线在水､沙作用下表现为多变的特征,这将影响到海岸线资源的质量变化和分布格局｡海岸线越来越多地留下了人

类活动的烙印,航道整治､堤坝修建､港口建设逐步提高了海岸线的资源价值｡总体上,海岸线的自然变化是较为缓慢的,而浙江省

的岸线变动更多的是由于开发活动造成的,其中土地围垦是浙江海岸线变动的主要原因｡ 

1.2.2海岸线的多宜性 

海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有多种形式｡就浙江而言,港口是海岸线最重要的利用方式,而围垦造地是最主要的利用方式｡此外,

利用海岸线特殊的空间区位､运输资源进行工业布局也是海岸线的主要利用方式之一｡其他的利用方式还有水产养殖和旅游开发

等｡这些利用方式都表现为对“海岸线空间”的占用｡ 

1.2.3海岸线的综合性 

海岸线空间的海域和陆域交互作用､人文与自然环境共同影响,使其具有开发､利用､管理上的综合性｡具体表现为:在海岸线

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处理好海岸线开发和保护的矛盾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海岸线利用是以水域环境为主体的水､陆和人文

环境的综合性利用｡海岸线管理是以国土部门为主体的国土(含海洋)､水利和交通等多部门的综合管理｡尽可能在开发的同时减

少对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建设性破坏”,是浙江海岸线资源今后长期利用中的重点关注内容｡ 

1.3海岸线的主要类型 

根据海岸线的自然属性,可将浙江省海岸线的自然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表 1)｡ 

根据海岸线的保护利用功能类型,可将海岸线利用功能划分为 4种类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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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港口岸线:包括大型公共码头､地方码头､军用码头和货主码头等｡②工业岸线:包括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船舶工业和其

他工业｡③仓储岸线:包括堆场､石油仓储､煤炭仓储和天然气仓储等｡④生活岸线:包括海滨居住区､别墅区､海上公园､海上俱乐

部､海上运动场､海水浴场､海鲜酒舫､滨海绿地以及供水排水施用地等｡⑤其他利用岸线:包括围海造田､农林渔业利用､生态保护

和特殊利用等｡ 

2 浙江海岸线的时空变动特征及其成因 

2.1浙江省海岸线的时空变动特征 

浙江省海岸线的变化主要受入海河流中泥沙的影响｡海岸泥沙输入大于支出的过程,表现出来就是海岸淤涨,主要发生在河

流入海口和河流三角洲海岸｡浙江沿岸年泥沙补充量约为 1.8亿～2.2亿 t,其中浙江东北部的钱塘江河口杭州湾以及舟山地区约

1.2 亿 t,浙江沿海中部的椒江河口及台州湾约 2900 万 t,浙江沿海南部的瓯江､飞云江､鳌江口及温州湾约 2000 万～3000 万 t｡

浙江省滩涂总体来说处于不断的淤涨状态,自然条件下岸滩外移平均每年 10～20m,最大可达 40m以上,岸滩宽而坡缓｡新中国成立

以来,浙江省先后有过 4次大的围海造地高潮｡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围涂的目的主要是围海晒盐；第二次是 20世纪 60年代

中期—70年代,围垦海涂的目的主要是扩展农业用地；第三次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围涂的目的主要是海水养殖；

第四次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至今,围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1986—2010年,海岸线长度变化较快

的有宁波市区､宁海县､慈溪市､象山县､三门县和乐清市等｡其中 2005—2010 年,海岸线变化较快的有慈溪市､宁波市区､宁海县､

三门县､象山县和乐清市(图 1)｡1986—2010 年,陆地面积增加最多的是杭州市区､慈溪市､玉环县､上虞市和宁海县(图 2),其中

2005—2010 年,陆地面积增加最多的是慈溪市､杭州市区､玉环县和上虞市｡总而言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位于

杭州湾以北的侵蚀岸段还是在杭州湾以南的淤积岸段,海岸线均向海洋推进,且推进速度越来越快(图 3)｡ 

 

2.2海岸线变动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浙江省的围涂都是在小潮高潮位以上的高滩上进行,而现在正向

更外的海域推进｡近年来,围海造地成为浙江省海洋开发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海洋工程,成为浙江沿海地区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

和生产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人为化海岸线变化也日趋加剧,原始岸线逐年丧失｡由于浙江省人多地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

速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省为抵御台风以及大规模围垦,浙江大陆海岸线已经筑有 1700 多 km 海塘,也就是说浙江省

的大陆海岸线 80%已经是人工改造成的｡围垦､填海造地和海洋工程等人类活动是导致浙江海岸线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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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等
[10]
利用 4期卫星遥感图片研究得出结论:现在浙江省杭州湾地区的海岸线结构最简单,是规则的几何形状,主要分布在海盐市

—慈溪市一线｡浙江沿海中南部的乐清市､象山县､玉环县､温岭市和临海市的分形维数最高,也就表明海岸线结构相对复杂,人工

改造的痕迹较小,比较接近自然状态｡而其余县､市的分形维数中等,人工改造的强度居于两者之间｡根据笔者对浙江省各地市的

围垦进展情况的调查以及 googleearth观察,乐清市､象山县､玉环县､温岭市和临海市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围垦活动,玉环的漩门湾

三期围涂已经完成,临海的围涂正在逐步向大海推进,舟山地区的舟山岛､六横岛､金塘岛和岱山岛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围涂,这些

自然状态的海岸线越来越少,以往的自然状态只是由于经济或技术原因在早期尚未开发而已｡ 

 

3 浙江省海岸线资源各区块的功能类型分类 

浙江省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浙江海岸线长度约 6696km,其中大陆海岸线 2254km｡浙江省海岸线拥有国内一

流的资源:①港口岸线资源｡在常规工程条件下,浙江沿海共有可建万吨以上泊位岸线为 253km,其中可建 10 万吨级以上泊位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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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资源为 105.8km,各处的深水岸线均有深水航道与外海相连｡深水岸线资源主要集中在杭州湾北岸､宁波—舟山海域､温台沿海,

其中北仑—金塘海域是我国东南沿海建设大型深水港的最优良港址｡浙江港口岸线资源北､中､南均有分布,具备建设区组合港的

条件,可在浙江沿海形成综合性､多功能的现代化港口群体｡目前浙江省待开发的深水港口资源主要分布在海岛地区｡②滩涂岸线

资源｡浙江省现有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海涂资源约 2400km
2
,主要为淤涨型滩涂,重点分布于杭州湾南岸､三门湾口附近､椒江口外

两侧和瓯江口至琵琶门之间,具有多宜性的特点,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浙江滩涂可围土地资源分别为:杭州市 11.87km
2
,嘉兴市

66.23km
2
,绍兴市 39.55km

2
,宁波市 570.21km

2
,台州市 465.17km

2
,温州市 445.76km

2
,舟山市 148.67km

2
｡③景观岸线资源｡浙江沿海

有嵊泗､普陀山两个国家级风景区､南麂列岛 1个国家生态保护区,以及桃花岛､岱山､洞头､滨海—玉苍山省级风景名胜区,还有为

数众多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自然和人文､海域和陆域､古代和现代等多种旅游资源类型｡④渔业利用岸线资源

｡浙江海域具有多种水流交汇､岛屿众多以及营养盐丰富等环境特点,浙江省沿海是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蕴藏量较为丰富､渔业生产

力较高的渔场,浙江海岸线是渔业利用和海水养殖的良好区域｡ 

根据浙江省沿岸海域自然环境特点､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可将浙江省沿岸海岸线划分为 6个区块,其沿海沿江

的海岸类型及功能类型如表 3所示｡ 

 

4 浙江海岸线开发利用的“建设性破坏”及治理措施 

4.1浙江省海岸线开发带来的“建设性破坏” 

近年来,浙江省在加快海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海岸线资源的使用效能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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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普遍的“建设性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近岸海域污染严重 

由于沿海岸线地区的工业开发,各类污染物及含热废水大量排入江海｡根据近年来浙江省发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浙江近

岸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已非常严重,高居全国前列,污染较轻的一类海水基本不存在,而中度富营养化和严重富营养化海域面

积已接近了浙江省全部近岸海域面积的 70%,浙江大部分沿海海域污染较为严重｡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现在近海和江河入

海处的鱼､虾､蟹类洄游规律被破坏｡ 

4.1.2岸线利用不尽合理 

在一些地区,已有的码头､港口利用率和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一些条件较好的深水岸线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造成了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影响了资源效益的发挥｡有些海岸线开发占用了不该占用的滨海土地资源,缺乏长远､合理的海滨资源储备,带来海

滨岸线及空间资源超前利用而实际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对滨海城市的交通网络､岸线景观以及城市整体格局产生了

负面影响｡ 

4.1.3岸线变动过于频繁 

浙江省的海岸线开发尤其是在较短时间内大范围改变了浙江自然海岸格局,这对浙江海岸系统产生强烈扰动,也造成生态系

统不平衡,有可能会引发环境灾害,对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造成影响｡近 30年来,浙江省围海造地､盐田､虾池以及海岸工程等兴建,

自然状态的海岸线越来越少,围海造地时由于经常是海岸线裁弯取直,也大大缩短了浙江海岸线｡ 

4.1.4功能定位出现矛盾 

浙江省的海岸线利用经常在同一地区出现功能定位矛盾｡如,杭州湾区块目前主要存在着治江､围海造地､海域管理､滩涂养

殖以及临港产业等功能矛盾｡如,滨海地区象山､三门和玉环等地,一方面要布点大型电厂,另一方面又要推进海洋生态旅游和海

水养殖等｡ 

4.2治理措施 

总而言之,浙江省的海岸线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建设需要带来的,因而还是要以以人为本的原则来治理｡

实施“全面保护､重点治理､错位发展､地区协作､分步开发”的方针是保证浙江海岸线资源得以持续利用的基本策略｡ 

4.2.1加强海岸线监测管理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监测的已经越来越完善,精度也越来越高｡卫星､航空遥感和海上监测网､站结合,已经建成全方位监控､

多要素监测的立体监测系统｡浙江海岸线的管理也应该统一纳入海洋环境监测系统,运用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的管理系统,建

立专门的海岸线动态监测网和网络问政机制,准确掌握浙江省海岸线现状及动态变化趋势,增强海岸线的管理能力｡同时也要完

善海岸线的管理法规,重点向浙江沿海地区的民众以及政府管理人员灌输科学发展的理念｡浙江省的海岸线管理往往涉及多个行

政管辖区｡如,杭州湾,涉及杭州､嘉兴､绍兴和宁波等地区的协调｡三门湾涉及宁波和台州的协调,乐清湾需要台州和温州的协调,

要探索建立跨行政区管理机制,加强地区的协作｡ 

4.2.2坚持高起点保护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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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岸线的资源开发,一定要坚持高起点｡开发必然要动土,只要动土必将会对沿海环境资源形成破坏,必然会打破海岸线

原有的生态结构和生物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尽量把这种破坏减少到最小｡虽然浙江海岸线资源总量较多,优势海岸线

资源同样稀缺｡所以,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规划海岸线资源开发｡要严格设立行业准入制度,在没有很好的项目之前要以保护为主｡

对于一些污染较重的产业尽量做到不开发､少开发｡ 

4.2.3重点治理生态敏感区 

根据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重点治理生态敏感区,确定海岸线禁止开发地区｡对海岸带敏感资源,要加大保护力度,实施严格

程序审批｡要确保公众对于海岸线敏感资源以及海岸开发的知情权,应制定和实施海岸带建设退缩线政策｡海岸带建设退缩线向

海一侧可设定为敏感建设区,对必须临海开发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港口､临港工业等,需要慎重进行风险评估,要经国家级或省级相

关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发放建设许可证,未办理许可证的项目一律禁止建设｡如,象山港海域,要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形成生

态保护等基本功能；台州湾要加强医药化工业污染综合整治与预防,科学有序推进滩涂围垦,形成临港工业､港口运输等基本功

能；乐清湾要加强湿地保护,科学论证和利用围垦用地,形成湿地保护､滨海旅游和临港工业等基本功能；瓯江口及洞头列岛海域,

要协调好河口综合整治､瓯飞滩等围填海造地和港口建设,加强滨海湿地､珍稀动植物和海岛地貌保护,推进形成港口运输､临港

工业和滨海旅游等基本功能｡ 

4.2.4优化配置海岸线资源 

海洋功能区划是发展海洋经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引导海洋生产力合理布局的依据｡海岸线资源分配必须首先确定优化原

则,对浙江省的生产生活岸线､深水浅水岸线､岸线环境要进行优化配置｡注重岸线生产和生活的兼顾､岸线工业区位的选择､岸线

渔业基地的建设及岸线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研究,使岸线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对于海岸线附近的工业､农业､渔业

和盐业等各产业板块,对可能出现的“建设性破坏”问题要预评估,采取具体管制措施,分类引导,逐个击破｡应逐步减少海岸带

地区耕地面积,将其调整为海滨林地､沼泽和湿地等,防止海水侵蚀｡目前浙江省海岸线的矿产资源不多,但滥产石料以及滥挖海

沙要严格制止｡浙江省沿海各个地区的海岸线要实现错位发展､分步开发｡严格贯彻岸线“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同时提高岸线

开发的投资强度和利用效率,实现岸线集约利用,要着眼长远,对具备良好开发前景而近期又暂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岸线和土地,做

好规划预留和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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