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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是福建的“半壁江山”。
福建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比陆地面积大12.6%，大陆海岸线总长3752公里，居全国前列；海岸线
曲折率1：6.21，居全国首位；“渔、港、景、能”等各类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对于位置临海、发展靠海、优势在海的福建来说，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海洋，具有非凡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港口、修造船、电力、石化等临海工业的大规模建设，福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
出，向海洋要发展、要空间、要后劲，成为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
这一战略取向，导致福建围填海需求剧增，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如何科学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长远，牵动大局，成为各级
党委、政府领导思考的重大问题。
特别是2005年1月，福建省政府黄小晶省长在听取全省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汇报时，针对福建省围填
海造地需求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
高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对全省重点海湾开展数值模拟与环境研究，科学合
理地实现和保障福建省海湾优势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为重点海域海洋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与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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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福清湾》在13个海湾研究报告基础上经系统加工而成，比较分析
了福建省主要海湾的生态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预测围填海规划工况的生态影响。
《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福清湾》应和水动力、环境化学与环境容量、社会经济、回顾性、预
测性、综合等书以及13个海湾研究报告配合使用：从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珍稀濒危生物、生态敏感
区四个方面回顾分析福建主要海湾的生态现状及其演变过程，识别历史围填海工程对海湾生态系统的
累积性影响，预测围填海规划工况对海湾生态系统的影响，综合评价其生态可行性，并提出管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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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海洋国土面积13.6万km2，是福建
省国土的“半壁江山”。
福建省大陆海岸线总长3 324 km，居全国第二位；海岸线直线长度535 km，曲折率1：6.21，居全国首
位。
全省拥有大、小海湾125个，其中6个海湾22处岸段可建设20万～50万吨级深水泊位。
沿海分布着面积在500 m2以上的大、小岛屿1 546个，岛屿总面积约1 400 km2，岛屿岸线总长2 804 km
。
　　福建省海湾拥有“渔、港、景、油、能”五大优势资源和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
随着高速公路、沿海大通道、沿海铁路以及港口的建设与完善，海洋开发前景日益广阔。
我国沿海地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3.4％，养活了全国40.2％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约60％的GDP（2001
年），这个数字也基本反映了福建省的现状，因此沿海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福建省人多地少，沿海地区土地资源十分缺乏，人均耕地仅0.033 hm2（0.5亩）（有的地区甚至不
足0.02 hrn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人均耕地0.053 hm2（0.8亩）的警
戒水平。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快速展开，沿海中心城市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土地后备资源匮乏必将继
续制约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围填海热潮。
2005年1月修编的《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区划了13 000 hm2的围填海预留区，远低于沿海各市提出
的44 700 hm2的围填海需求。
据初步统计，自1956年以来完成的围填海项目，加上未来港口建设和围填海的需求，将占用福建省海
湾海域面积的25％，其分别占三沙湾39％、罗源湾49％、兴化湾21％、湄洲湾49％、泉州、湾24％、
厦门湾15％和东山湾23％。
　　福建省围填海项目大多发生在半封闭、非淤积型海湾的滩涂区。
围垦导致海湾面积缩小、水交换能力下降、淤积加剧，最终甚至导致海湾消失，严重制约港口航运业
的发展。
同时，海湾面积缩小还会减弱海水自净能力、加剧海湾的污染累积和赤潮的频发。
围垦还使一些沙滩消失，破坏了滨海旅游资源。
围垦对渔业资源，尤其是鱼、虾、贝类的产卵场或索饵场的海湾水域破坏严重。
如果要满足所有的围填海的需求，福建省独特、不可替代的港口资源、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将大量丧
失，并会带来严重的海洋环境和生态问题，影响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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