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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空间规划及主体功能区划研究进展
*

张 冉, 张珞平, 方秦华
(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 海洋空间规划是解决海域各种人类活动之间以及人类活动与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有效工具, 是基于生态系统的多用途海域使用管理手段。文章综述了国

内外海洋空间规划及主体功能区划的研究进展, 对海洋空间规划及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理

论、原则、内涵和技术路线进行了总结, 并对海洋空间规划边界以及基本单元的划分原则

和方法进行了总结。通过总结可知, 现有海洋空间规划的基本技术路线有两种: 一是基于

空间叠置分析的技术路线; 二是基于指标体系的技术路线。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

要求其边界必须尊重生态系统边界, 然而出于实践管理的需要, 通常按照行政管理边界来

划分。基本单元可依据基本行政单元 (市、县、乡)、自然地理特征 (地形) 和公里网格等

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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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空间规划通过对海域各种人类活动的

时空分布进行配置, 以实现海洋发展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目标, 它是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

公共过程, 海洋区划是海洋空间规划的关键和

核心步骤
[ 1]
。海洋空间规划的目的, 是为了解

决各种人类活动之间以及人类活动和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选择合适的管理战略来

保护具备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维持和保证必

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 1]
。海洋空间规划为海洋管

理提供以综合规划为基础的战略管理机制, 并

通过进行海洋生态功能重建来维持海洋自然恢

复力[ 2- 3] , 在提高海岸带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的同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源于国际社会对发展

海洋保护区的需要, 随着各种用海矛盾的凸显

以及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 越来越多的国

家开始关注海洋空间的多用途管理 [ 2]。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 21 世纪议程

提出了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建议, 2002年欧盟

海岸带综合管理建议书 ( EU Recommendat ions

o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 ent , IC-

ZM) , 确定海洋空间规划是整体区域资源管理

的重要组成。2005年 欧盟海洋环境策略纲要

[ EU Themat ic St rateg y for the M arine Environ-

m ent ( 2005) ] 发布了一个海洋空间规划的支持

性框架。2006 年 6 月 7日, 欧盟发布了 欧洲

未来海洋政策绿皮书 ( 2006) , 海洋空间规划

被视为是管理日益增长的海洋经济冲突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手段。2007年 10月欧盟委员

会颁布的欧盟 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 指出,

必须利用海洋空间规划手段, 实现海洋的可持

续发展, 恢复海洋环境健康状况, 欧盟将为海

洋空间规划与综合管理制定共同的原则与指南。

在欧盟上述政策的推动下, 多个欧洲国家, 开

展了海洋空间规划管理工作, 并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北海的比利时、荷兰、德国和英国已经

初步完成海域利用规划和领海范围内的区划[ 4] 。

从 2006年开始,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 Intergov-

ernmental Oceanog raphic Commission, IOC) 开

始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
[ 2]

,

并在 2009 年发布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技术框架

( M ar ine Spatial P lanning - a Step - by -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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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2009年, 美国政府也提出要在其领

海范围内实施海岸带与海洋空间规划, 并制订

了相应的管理和技术框架[ 5] 。海洋功能区划是

海洋空间规划在我国的实践
[ 2]
。

2006年, 十一五 规划提出推进形成主体

功能区, 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并将海洋

国土空间也纳入其中。主体功能区划思路是我

国的一项创举, 国内外可供借鉴的成果很少,

海洋空间规划着力于海洋管理的空间优化, 与

此有相通之处。因此, 笔者对国际上海洋空间

规划及国内主体功能区划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

述, 总结了海洋空间规划与现有主体功能区划

的基本理论、原则、内涵、技术路线及方法,

以期对我国海域主体功能区划的研究提供借鉴。

1 海洋空间规划的基本理论和原则

1 1 海洋空间规划

海洋空间规划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

海洋管理措施 [ 3, 6- 8] , 是实现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的海域使用管理的有效工具
[ 2]
。在海洋空间规

划中, 基于空间 ( place-based) 的管理是以生态

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理念的具体表现。基于空间

的管理强调, 处于不同位置的生态系统具备不

同的物理化学及生物生态学特征, 其结构和功

能也各不相同。因此, 对于一些特殊的物种或

生态系统来说, 一些位置比其他位置更为重要,

对不同的位置要进行区分并实施差异化的管理

措施, 尤其是识别那些具有重要生物生态价值

的位置, 并对其进行保护是海洋空间规划的核

心
[ 7]
。朱坚真

[ 9]
提出空间分异理论和区位理论

是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理论基础, 由海洋自然

资源禀赋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进行海洋功能区

划的自然基础。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必须遵循

可持续发展原则,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原

则[ 1- 3, 10- 11] ; 预警预防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

则[ 1- 3, 10] ; 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 1] ; 持续改进原

则
[ 11]

;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原则, 资源定位原则,

以海定陆原则
[ 12]

; 公众参与原则
[ 1- 2,12]

等。海洋

空间规划应该是一种社会选择, 公众是决策制定

过程的中心, 并且是需要执行管理措施的对象,

因此, 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应该参与到海洋空间

规划的决策过程中。Boyes等[ 13]认为海洋空间规

划必须优先考虑海洋保护区的划分。

1 2 主体功能区划

以某种功能为主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区实际

上是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功能区, 以不影响主

体功能定位为前提, 兼顾其他功能[ 14- 15]。主体

功能区划要求要根据各个主体功能区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明确

各个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发展方向、开发时序

和管制原则等[ 16] 。主体功能区不同于空间范围

较小、定位相对单一的功能区, 如工业区、农

业区和商业区等, 是超越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

基础上的功能定位, 主体功能区不完全排斥其

他辅助功能或附属功能
[ 14- 15]

。

在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义中, 开发是指大规

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活动, 而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开发, 更不等同于发

展[ 15, 17] ; 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主要是对开

发方式而言的, 不是指开发内容, 也不是指主

体功能[ 17]。优化开发是指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 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方式、质量和效

益, 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重点开发并不是指

所有方面都要重点开发, 而是指重点开发那些

维护区域主体功能的开发活动; 限制开发是指

为了维护区域生态功能而进行的保护性开发,

对开发的内容、方式和强度进行约束; 禁止开

发也不是指禁止所有的开发活动, 而是指禁止

那些与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不符合的开发活动 [ 15]。

2 海洋空间规划及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路

线和方法

2 1 基本技术路线

海洋空间规划的基本技术路线: 划分基本

调查单元,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 ( GIS) 技术建立

规划区域各种海域使用活动、海洋生态系统特

征 (非生物特征、重要生物和生境分布) 分布

图, 然后将各种信息分布图进行叠加, 运用情

景分析法[ 1, 5, 10]结合公众参与法最终确定规划方

案。除此以外, 空间多标准分析方法 ( spat ial

mult-i cr iteria analy sis)
[ 18]
也被运用于区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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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划分基本单元, 构建指标体

系, 根据指标体系对各单元进行评价, 最终形

成区划。Boyes 等 [ 13] 认为绘制海洋景观图谱

( co astal, seabed, and w ater co lum n) 是实行海

洋空间管理的必要步骤, 还认为要优先划定保

护区。M atthew 等[ 19] 认为 Marxan 软件可以用

于基于保育管理的海域使用区划。

国内主体功能区划主要采用基于指标体系

的技术路线: 首先划分基本区划单元, 然后构

建指标体系对各单元进行评价, 最后根据综合

评价结果合并同类基本单元形成最终区划[ 20- 24]。

此外, 朱传耿等 [ 25]利用 RS、GIS技术构建地域

基础图形数据库和经济社会发展属性数据库,

首先根据分析地域的自然环境本底特征形成生

态环境约束性等级区划, 然后根据资源承载、

社会支撑、经济发展和集聚辐射等进行地域经

济社会综合发展潜力等级区划, 最后将生态环

境约束性等级区划与地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潜

力等级区划进行空间叠置分析, 完成地域主体

功能区划。刘莹等
[ 26]
在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上

结合土地建设生态适宜性分析, 应用 GIS 技术

进行图层叠置, 综合考虑各区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经济发展潜力进行市

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2 2 区划、规划边界及基本单元的划分

2 2 1 边界的确定

海洋空间规划是基于生态系统的区域海洋

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理念要求海洋

空间规划边界的确定要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Gilliland等[ 3]认为海洋空间规划的边界原则上应

该根据基于生物地理学、海洋学以及水深的生

态系统边界来确定。如, 可以根据汇水区范围

来划定向陆边界。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要综合

考虑社会制度及行政管理等因素确定海洋空间

规划的边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发布的海洋空

间规划技术导则[ 1] 指出海洋空间规划的规划边

界不必与其管理边界完全一致, 其规划边界应

大于管理 (实施) 边界, 有利于识别对管理区

域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来源 (如, 污染源) ,

最后将负责管理这些影响源的机构纳入海洋空

间规划实施过程中。各国在进行海洋空间规划

的实践中, 对海洋空间规划边界的划分也有所

不同。Day
[ 11]
等人在制定南澳大利亚海洋规划框

架中, 规定地方海洋规划的边界为天文大潮线

(包括被淹没的湿地) 向海延伸 3海里范围内所

有海域、河口及海湾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边

界)。Douvere等 [ 6] 总结了德国海洋空间规划的

边界: 德国地方/州政府负责领海范围内的海洋

空间规划, 联邦政府负责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空

间规划。美国海岸带和海洋空间规划的地理范

围向海一侧包括领海及专属经济区, 向陆一侧

可以延伸至平均高潮线, 并包括内陆的海湾及

河口, 美国海岸带和海洋空间规划根据大海洋

生态系统 ( larg e m ar ine ecosy stem) 将其领海及

专属经济区划分成 9个规划区域
[ 5]
。

我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的边界是按照行政

管辖海域的边界来划分的, 其中国家级海洋主

体功能区划分范围包括近岸重点海域、重点海

岛及周边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省级海

洋主体功能区划分范围包括省级管辖海域和海

岛[ 24]。

2 2 2 区划的基本单元的划分

目前海洋空间规划基本单元的划分方法有 3

种: 根据自然属性划分基本单元, 如根据水深划

分基本调查单元[ 10] ; 以行政单元 (市、县) 作为

基本区划单元[ 27- 29] ; 根据千米网格划分基本单

元
[ 11, 21]

。何广顺等
[ 24]
提出综合考虑海洋自然地

理、沿海社会经济与海洋经济和沿海行政区划等

要素划定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空间评价单元。

2 3 区划指标体系

基于空间叠置分析的海洋空间规划并未制

订指标体系, 但是海洋空间规划必须搜集以下 3

类信息: 规划区域生物和生态分布, 尤其是对

某一物种或种群有重要意义的生境; 各种人类

活动的空间分布; 海洋学以及物理环境特征

(水深、潮流和沉积物等) 以及沿岸社会经济活

动
[ 1]
。此外, Boyes 等

[ 13]
认为绘制海洋景观图

谱是海洋空间管理的必要内容。Day 等[ 11] 认为

海洋空间规划要搜集相关的环境、社会、经济、

文化信息以及生态信息 (如, 规划区域内的生

境、栖息地以地方特有物种以及珍惜濒危物种

繁殖及栖息地的识别)。Portman
[ 18]
提出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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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海洋保护区区划指标体系包括 4 个方面的

指标: 海域自然价值 ( natural marine values) ,

包括水质、生物多样性和珊瑚礁健康状况; 商

业价值 ( commercial values) , 水上运动及娱乐

价值 ( w ater sport and recreational values) , 土

地利用价值 ( land use values) 等。

目前, 主体功能区划主要从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 3 个一级层

面考虑, 并初步确定二级指标 (表 1)。何广顺

等
[ 24]
等针对海洋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提出了如下

指标体系: 第一类指标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

主要从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 4 个方面考虑

设定指标; 第二类的指标反映现有开发强度,

主要考虑资源利用程度、海域经济效能和毗邻

陆域发展水平等有代表性的指标, 第 3 类指标

主要考虑开发潜力, 主要从国家战略、海洋创

新能力和海洋管理等方面考虑。在建立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确

定各指标权重
[ 30- 31]

。

表 1 主体功能区划分主要指标因素[ 32]

分类 主要因素

资源环境承载力
资源丰度、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敏感

性生态重要性

现有开发密度
土地资源开发强度、水资源开发强

度、资源环境压力

发展潜力 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发展趋势

3 结束语

随着空间分析以及遥感等新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海洋物理化学特征以及重要的海洋生物

生境的分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接下

来要做的是形成能够将这些海洋生物物理信息

与沿岸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相结合的海洋空间规

划的技术方法
[ 8]
。主体功能区划是一项开拓性

工作, 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可以

照搬, 国内对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理论探讨多,

实证分析少, 得出实证结论的更少[ 23] , 且主体

功能区划也不同于国内已有的各种区划和规划,

虽然我国目前已完成陆域主体功能区划工作,

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海岸带地区生态

环境独特,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 因此, 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

理论和技术方法亟待开展深入研究。海洋空间

规划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及基于空间分析

的技术方法可为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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