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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的快速增加,广西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土地

需求量急剧增加。围填海是缓解沿海省市土地资源紧缺的重要方式;围填海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对海洋

环境、生态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此,本文在分析广西沿海1949年至今大规模围填海进程和特征的基础

上,从海洋生态环境、自然海岸线、滨海湿地和海洋生物资源等方面,分析和探讨大规模围填海对广西近海生

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并对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出初步的管理方法和对策,为广西沿海经济快速

发展和围填海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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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society,economyandscienceand
technologyandtherapidincreaseofpopulation,theur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of
Guangxihasbeenrapidlyadvanced,andthedemandforlandhasincreasedsharply.Reclama灢
tionisanimportantwaytoalleviatetheshortageoflandresourcesincoastalprovincesand
cities.Whilereclamationbringseconomicbenefits,italsohasabadeffectonthemarineen灢
vironmentinthemarinespaceofGuangxi.Here,basedontheanalysisofprocessandcharac灢
teristicsoflarge飊scalereclamationinGuangxicoastalareassince1949,wefocusedonthema灢
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naturalcoastline,coastalwetlandandfisheryresources,theim灢
pactsoflarge飊scalereclamationonthecoastalecosystemandresourcesofGuangxiwereana灢
lyzedanddiscussed.Italsoputforwardtheprimarymanagementmethodsandcountermeas灢

uresforhowtoreasonablydevelopandutilize
marineresources,and providedreferencefor
economicdevelopmentandreclamationmanage灢
mentofGuangxicoastal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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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言

暋暋广西北部湾港是我国西南和部分中南地区最便

捷的出海口,也是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重要出

海通道。近年来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货运吞吐

量持续较快增长,临港产业加快发展,有力地推动了

广西的开发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和港口规模

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增多,城镇化、工业化、港口建

设迅速推进,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有限的土地资

源成为制约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围填海是人类拓展生存发展空间,解决“人地矛

盾暠的重要手段之一,已被沿海各国家广泛采纳与运

用。围填海一般是通过人工修建堤坝、围堰、填埋土

石方等方式将自然海域改造成陆域,以拓展发展空

间[1],目前是我国海岸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2]。我

国围填海始于东汉,到唐宋时期围填海规模逐渐扩

大[3]。1949年以来,我国围填海主要经历了如下几

个阶 段:1950—1960 年,主 要 以 围 海 晒 盐 为 主;

1960—1970年,主 要 用 于 扩 大 农 业 用 地;1980—

1990年,主要用于沿岸滩涂养殖;2000年之后,沿海

各地大规模开展城市化、工业化、港口及滨海旅游区

建设等,围填海主要以填海造地为主,以解决经济迅

速发展的用地需求。但是围填海在带来巨大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给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等造成一

定程度的威胁和破坏[4飊6],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日益

凸显。据统计,全国沿海各地大规模的围填海使滩

涂湿地面积累积损失约2.19暳104km2,相当于我

国滩涂湿地面积的50%[7飊8]。至2020年,我国围填

海面积预计将超过5780km2,将占用1.1暳103~

3灡0暳103km 的海岸线[9]。

暋暋2017年,国家海洋局组建海洋督察组,对包括

广西在内11个省(市、区)开展围填海专项督查。期

间,督察组对广西督查时发现,沿海各地存在向海要

地的趋势,并普遍存在着不合理乃至违法的围填海,
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仍较突出,部分地区围填海管控

和环境保护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开展围填海生态

效应研究,科学评价和有效控制围填海对海洋生态

环境及资源的破坏,了解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及

资源的影响已成为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

的任务和课题,对保护海洋资源和维护海洋生态平

衡,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

1暋研究区域概况

暋暋广西是我国重要的海洋省份之一,位于我国南

部,南邻南海的北部湾,大陆海岸线东起洗米河口,
西至北仑河口,长约1595km,有岛礁697个,其中

涠洲岛最大,面积约为 28km2,岛屿岸线约 461
km。广西沿海滩涂资源丰富,面积约1005km2,北
部湾海域宽广,海底较为平坦,面积约 12.93 万

km2[10]。广西共有14个地级市,其中沿海地级市共

有3个: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港市。

2暋广西围填海发展进程

2.1暋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暋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广西沿海各地市大

规模开展“向海洋要粮暠等围海造地的活动,但总体

而言围填海规模小且分散,大片滩涂被围垦后用于

发展种植业和围海造盐[11],造成滩涂湿地资源锐

减,但滩涂围垦利用率不高,浪费较为严重。

暋暋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老
百姓对海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围填海主要表现

为滩涂围垦养殖,并得到迅猛发展。仅1992年钦州

市开发滩涂养殖面积达10多km2,到1995年滩涂

围垦养殖面积已达40多km2,比1949年增加10倍

以上[12]。

2.2暋21世纪初至今

暋暋2000年以后,随着广西北部湾沿海城市和海洋

运输业高速发展,围填海主要用于城市化建设,建设

港口、码头等海洋交通及工业园区,缓解城市发展和

建设用地的紧张与不足,同时保证耕地占比平衡。
在此基础上,围填海规模持续扩大,广西北部湾地区

2000—2005年 围 填 海 面 积 为 6.79km2,2005—

2010 年 为 46.18 km2,2010—2013 年 为 13.77
km2;其中,钦州市围填海面积最大,为33.53km2;
其次为防城港市,面积为20.72km2;北海市围填海

面积最小,为12.5km2。2000年至今,钦州市和防

城港市均有围填海,在2005—2010年围填海面积最

大;北海市铁山港区和合浦县2005年开始有围填

海,且围填海面积逐渐增多,而海城区和银海区

2010年才开始有围填海[13]。

暋暋《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明确提出要控制围填海规模,推行围填海年度

计划制度,整体规划、有序开发,避免海洋资源的低

效率使用;到2020年,广西全区围填海规模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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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km2内,严格推行阶段性开发限制,大陆自然岸

线保有率大于35%,保留区面积大于700km2,海洋

生态红线区面积大于35%,岛屿自然岸线保有率大

于85%。

3暋围填海对近海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暋自然海岸线遭受破坏

暋暋自然海岸线是近海生态、空间资源的重要要素,
同时也是海岸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北部

湾沿海大部分围填海都在海湾内部,以自然海岸线

为基础,向海推进,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天然海岸线

被截弯取直后大幅度减少,天然海岸线受到破坏,导
致近海海岸带原有的自然地貌形态发生变化,带来

一系列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大规模的围

填海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国海岸线,各地围填海面积

屡超国家控制总量,造成严重的“失度、失序、失衡暠
等问题。

暋暋20世纪90年代之前,广西北部湾沿岸的大陆

岸线以自然岸线为主;之后人工岸线逐渐取代自然

岸线,大大改变北部湾海岸带原有的地形地貌,严重

影响近岸海洋生态环境。根据周相君[13]研究结果,

1973—2013年,广西大陆岸线总长度由1973年的

1376.61km 到2013年的1378.78km,总体变化

平缓,但人工岸线的长度发生巨大变化:1973年人

工岸线长度为224.69km,仅占总长度的16.32%;

2013年人工岸线长度占总岸线长度的比例已经达

到66灡72%,人工岸线长度达919.88km,自然岸线

的长度大大缩短。近几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围填

海导致人工岸线逐渐代替自然岸线,自然岸线逐渐

缩短,且岸线形态逐渐趋于规则、平直[14飊15]。目前,
包括广西在内的中国自然海岸线保有率已不足

40%,大量自然岸线被港口、工业等占用,同时部分

地区围填海规模大、增长过快,导致利用率低,甚至

还有一些空间未得到利用,导致资源浪费。

3.2暋对近海水动力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暋暋广西沿海围填海主要分布在内湾、港口码头和

河口水域,导致海湾面积缩减,并直接改变原始岸

线、地形地貌,从而改变海水潮流的流向、流速等运

动特性,海湾潮差变小、纳潮量减少,致使附近海域

的水动力受到影响;同时,水体交换速度会减慢、自
净能力减弱,进一步导致海水水质恶化,加剧海洋环

境污染,并对防洪、港口航道等造成不利影响[16飊19]。
围填海面积越大,对海域水动力的影响也越大;在海

洋水动力稳定性较差的内湾,围填海的影响更为明

显。蒋磊明等[20]研究表明,防城港钢铁项目围填海

使防城港海湾的纳潮量最大减少8%,口门宽度减

少2.56km,水体交换周期减慢,涨落潮流速减缓。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广西北部湾港潮流数

学模拟研究及泥沙回於分析》表明,钦州港三墩二期

扩区围填海使钦州湾西湾和东湾纳潮量分别减少

8.5%、9%,导致湾内水体交换能力下降,水质呈现

缓慢变差的趋势。庄军莲等[21]研究表明,钦州保税

港区围填海使得金鼓江的口门变小,潮通量变少,影
响其水动力条件。

3.3暋近岸海岛数量减少

暋暋近岸海岛是广西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促进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保障海洋权益与安全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十年,钦州、北海、
防城港沿海地市将近海分布的海岛人工堤坝相连或

围垦滩涂,如钦州湾中部西岸、茅尾海、珍珠港湾、铁
山港海岛区等海湾中的部分海岛[22],使得这些海岛

失去独立于海中的自然形态。另外,部分海岛在北

部湾港口建设过程中被炸毁或推毁,如鹰岭岛、虾塘

岛、老颜车岛、鲎壳山岛、马口岭、亚公墩、长山尾岛、
葫芦岭岛、鱼墩岛等海岛已被推毁消失[23]。近岸海

岛具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围填海破坏了其原有的生

态环境,或与陆地连为一体,或填海开发失去其原有

的形态,严重破坏海岛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水

动力维持的特有属性。

3.4暋对滨海湿地的影响

暋暋广西滨海沿岸有珊瑚礁、红树林、河口水域、岩
石性海岸、潮间淤泥海滩以及海草床等众多类型的

湿地[24],包括人工湿地在内面积达2827.3km2[25]。
由于湿地在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以及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着巨大贡献,被
称为“地球之肾暠[26]。近年来,随着广西北部湾地区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滨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各类工农业用地、城市建设等占用滨

海湿地,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小。黄鹄等[27]调查结果

表明,1955—1977年和1988—1998年广西海岸滩

涂面积分别递减10000hm2和1700hm2。广西滨

海湿地面积的减少,导致越来越多的物种失去其栖

息地、产卵地等生存空间,物种多样性下降,甚至逐

渐消亡,严重破坏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广西北部湾

沿海滩涂经济作物产量降为原来的60%~90%,近
海渔业资源量明显减少[28]。大规模围填海在带来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滨海湿地带来巨大的负面效

应,导致湿地面积萎缩,生境丧失、斑块化,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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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减少,碳储存功能减弱等众多生态问题,降低湿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大大削弱了其自我调节能力。

3.5暋对沿海红树林的影响

暋暋广西北部湾沿海是中国红树林分布最为集中的

区域之一,占我国红树林总面积的37%[11]。红树林

生态系统具有保护海岸、御风消浪、净化海水和调节

气候等功能,在抵御风暴潮等海洋灾害方面也起到

重要作用。19世纪50年代广西沿海的红树林面积

高达24066hm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
广西沿海开展大范围的围海造地活动,大面积的红

树林被破坏,红树林的面积由1955年的9351.18
hm2急速锐减到1988年的4671.39hm2;而后由于

红树林的重要生态功能引起人们高度重视,通过实

施红树林的资源修复等,广西沿海红树林得到恢复,
面积逐渐增加,到 2004 年红树林的面积增加到

7066.44hm2[29],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

初,广西红树林的面积和生长范围整体趋势是减少

的。近些年,由于广西城镇化和沿海养殖业的快速

发展,红树林被破坏得更为严重,呈现出明显的萎缩

趋势。红树林的围垦和破坏会又进一步导致风蚀、
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等,造成海岸线侵蚀严重、港口

淤积率增多以及经济损失增加。

4暋围填海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

4.1暋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暋暋围填海对底栖生物的影响主要是在施工期,施
工期对部分潮间带、海域永久性占用,毁坏原有底栖

生物的栖息场所,栖息环境同样受到破坏。除少数

运动能力比较强的底栖生物能够逃避危险存活外,
绝大多数底栖种类会被覆盖、掩埋而死亡,导致该区

域内底栖种类永久性破坏[30]。此外,开挖、疏浚会

导致局部海域悬浮物扩散、沉积,海水透明度下降,
浓度过高的悬浮物会对底栖生物的正常生命活动、
种类组成等造成影响[31]。施工结束后,周边海域的

生境发生较大变化,底栖生物群落的主要指标,如丰

富度、种类组成、多样性指数等与原有群落相比将明

显下降,底栖生物群落组成呈现低值化、简单化且稳

定性降低[31飊32]。李洋等[33]研究表明,钦州港保税港

区围填海将永久性改变海域属性,其范围内的底栖

生物将全部死亡,损失量大于1.99t。

4.2暋对鱼卵、仔鱼的影响

暋暋鱼类的产卵场多分布在近岸各内湾,多淡水注

入、盐度相对较低、浮游动植物比较丰富。围填海一

般都包括疏浚、开挖锚地及炸礁等建设,疏浚、锚地

开挖等会破坏该区域的原有生境,使水草、礁石等粘

性卵的天然附着基受到严重破坏,影响下一代鱼类

补充群体的数量,并最终影响渔业资源量。《渔业水

质标准》(GB11607—1989)[34]指出,当水体中悬浮

物浓度增加到大于10mg/L时,会影响鱼类的生长

发育。水体中过高的悬浮物浓度,容易造成鱼类等

游泳生物的鳃耙腺集聚过多的泥沙微粒,影响其鳃

部滤水、呼吸等功能,严重甚至会窒息而死;同时过

高的悬浮物浓度还会干扰鱼类等游泳生物的产卵繁

殖,悬浮物质会附着在在鱼卵的表面上,影响鱼卵呼

吸时和水体间气体的交换,使其窒息而死[30];还会

影响其捕食效率、孵化率和仔鱼的成活率等[35飊36]。
围填海建设的堤坝、拱桥等会阻断洄游性鱼类的洄

游通道,改变其洄游习性[37]。

4.3暋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暋暋水下工程施工期建设期间,由于疏浚、挖泥、吹
沙会使部分泥沙与海水混合,海水中悬浮微粒的浓

度大大增加,海水的透明度下降,阻碍浮游植物光合

作用的进行,影响其细胞分裂,从而使水体中浮游植

物的生物量减少[32]。与浮游植物类似,悬浮物浓

度、粒径同样会对水体中浮游动物的存活率、生物

量、生长率等造成不利的影响。悬浮物浓度的增加

会导致以滤食性为主的浮游动物摄入粒径合适的泥

沙,从而使浮游动物因内部系统紊乱,饥饿而死;海
水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一些桡足类生物生活习性

紊乱[32]。

暋暋一般而言,水体中浮游植物受到较大影响的悬

浮微粒浓度临界值为50mg/L,特别是施工中心区

域,悬浮微粒浓度极高,浮游植物基本全部死亡[30]。
随着与施工点距离的增加,悬浮物浓度迅速下降,并
且在施工结束后,受影响海域的浮游动植物生物量

水平基本恢复到先前水平,此种影响是非永久性的、
可逆的。项目建成运营期间,在做好防范措施的前

提下,对浮游动植物不会产生长久影响。

4.4暋对近岸传统渔业的影响

暋暋北部湾近岸海域是众多海洋生物产卵繁殖、栖
息 的 重 要 场 所,如 二 长 棘 鲷 (Paerargyrops
edita)、卵圆鲳鲹(Trachinotusblochii)、黄鳍鲷

(Sparuslatus)、 长 毛 对 虾 (Penaeus
penicillatus)、方格星虫(Sipunculusnudus)等广

西近 岸 重 要 的 海 洋 经 济 生 物,儒 艮 (Dugong
dugon)、中华白海豚 (Sousachinensis)、中华鲎

(Tachypleustridentatus)等广西重要的国家级保

护动物。大规模的围填海不仅使具有重要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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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海湿地消失、旱情加重,还改变了广西近海的水

文特性、理化因子,影响重要海洋生物的洄游分布,
破坏海洋生物栖息环境、产卵场等,导致渔业资源严

重衰退。北部湾近海滩涂养殖、浅海养殖等多集中

在近岸、近海区域,近海养殖海域的占用,造成养殖

户无法进行养殖生产,给近海养殖业和养殖户带来

了损失,对当地渔业经济和渔业发展空间都会造成

很大的影响。

5暋广西围填海管理与生态修复措施

暋暋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的围填海热潮,国务院批复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中,包括广西在内的七省(自治区)一直辖市

共获得围填海面积超2100km2[38]。通过围填海虽

然短期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对近海生

态环境、海洋生物资源等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近

年来,广西沿海在控制围填海规模和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存在着诸

多问题。综合分析围填海活动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

的影响,提出以下围填海管理和生态修复的措施及

建议。

5.1暋建立、健全围填海法律规章和科学规划

暋暋加快海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完善海域使用

权制度、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落实海洋功能

区划、海域有偿使用、海域权属管理等制度,使围填

海管理专业化、规划化和规范化,通过立法管理围填

海活动,使其有法可依(如制定围填海管理条例等)。
围填海时,应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根据广

西区情所制定的规章、管理办法等,明确围填海各项

法规制度。

5.2暋严格限制围填海区域和规模

暋暋北部湾最具代表性的主要鱼类有蓝圆鰺、鲐鱼、
二长鳍鲷、金线鱼、大眼鲷、蛇鲻等,围填海应该尽量

避开以上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以及产卵期。尽量

围填非生态敏感区、等深线较浅以及高滩淤涨型的

海域,对广西重点港湾、重要湿地、红树林区域等重

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及周边海域应严格限制填海;同
时,在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越冬洄游路径上对群体

进行适当保护,减少围填海对其的不利影响,可以大

幅增加群体数量,有效恢复北部湾近海渔业资源量。

5.3暋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措施和监测机制

暋暋通过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监测,掌握海洋生物资

源、海洋环境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动情况,为围填海科

学、合理地实施提供基础资料,并针对性地提出海洋

生态修复措施。

暋暋根据国发暡2006暢9号《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行动纲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

害谁修复的原则,开发利用者应依法交纳资源增殖

保护费用,专项用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对资源

及生态造成损害的,应进行赔偿或补偿,并采取必要

的生态修复措施。目前,围填海施工及营运对海洋

生物资源造成的损失,一般采取增殖放流和建设人

工鱼礁两种方式进行生态补偿。钦州市、防城港市、
北海市近些年相继开展渔业生态修复工程。2009
年,防城港钢铁项目———渔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总

投资3300万元,其中人工鱼礁投资1141.70万元,
增殖放流投资1170万元。同时,利用生态保护补

助资金,广西各级水产行政主管部门已经组织实施

多次人工增殖放流。

6暋展望

暋暋围填海缓解了广西工业化、城市化、港口建设以

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建设用地不足等问题,投入

较低且可以快速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在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随着广西沿

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围填海高潮。

暋暋在进行围填海时,为避免对海洋生态环境与资

源造成损失,应采取相应的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措施,
围填海区域水深不宜过深,尽量避免在河口、湿地、
重要产卵场及生态环境敏感区附近围填海,等等。
目前广西乃至我国其余沿海各省市在围填海的规

划、管理等方面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有效的科学评估

与管理体系。我们在研究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需要

探询适合广西区情的围填海科学与规范管理体系,
利用好北部湾这笔可持续发展的财富,打造好广西

北部湾蓝色经济区,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多元化,而
非仅仅是围填海造地,实现和谐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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