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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湾资源开发的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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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乐清湾的主要海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 ,探讨各种资源开发之间的关联性 ,寻

求海洋资源开发与周边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 ,为海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资源开发活动相互关联 ,包括相互受益、一方受益、相互冲突或对一方有害 4 种关系 ,关联的

程度因资源开发类型不同有很大差异。为了合理、有效发挥海湾的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资源

开发间的互利关系 ,避免和减少利用过程中的冲突 ,确保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强化

区域主导功能 ,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体系 ;理顺海洋管理体制 ,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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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资源开发能促进周边经济的发展 ,但开发
过度或不当 ,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 ,最终影
响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浙江省港湾淤泥质
海岸的资源及其开发 ,已有众多学者从资源的地理
分布 [1 ] 、资源特点及开发原则 [2 ] 、优势资源及主导功
能 [3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但对资源开发的关联性研
究较少。作者以乐清湾为例 ,根据海洋资源和开发利
用现状 ,探讨各种资源开发之间的关联性 ,即相互受
益、一方受益、相互冲突或对一方不利的关系 ,寻求海
洋资源开发与周边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 ,促进沿海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乐清湾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 ,是一个相对独立
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 ,海湾南北长 47

km ,东西宽 4. 5～14 km ,面积 463 km2 ,大陆岸线长
185 km ,拥有港口、水产、滩涂、旅游及潮汐能等优势
资源 [4 ] ,具有多种开发功能 (图 1) 。以连屿至沙港头
一线为界可分为内湾、外湾两部分 ,整个海湾地垮台
州和温州两市 ,沿岸分属乐清、温岭、玉环、洞头四县
(市)管辖 ,周边地区经济发达 ,4 个县市中有 3 个进
入全国百强县之列 ,极大地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快速
发展 ,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1 　海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 ,能够产
生经济价值并用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
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称。海洋自然资源具有其本身
的自然属性 ,也有其反映到社会开发利用上的实物
属性 ,主要包括海洋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空
间资源、海洋旅游资源、海水化学资源、海洋动力资源
等 6 大类。

1. 1 　海洋空间资源及开发
对于乐清湾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 ,目前已进入

或正在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的内容有 :港口与航运、跨

海桥梁、海底管线、海岸防护、围涂填海、湿地保护区、

滨海工业区、海洋排污区等。

1. 1. 1 　深水岸线资源及开发

乐清湾岸线曲折 ,有多处深水岸线适宜开发万吨级

以上的泊位 ,并具有相应的航道和锚地。东岸的大麦屿

港区 :港口自然岸线长 24. 1 km ,前沿水深 > 10 m ,其中水

深 > 20 m岸线长 1 000 m ,深水区宽 4. 5 km ,是宁波到福

州之间少见的可建设 3～10 万 t 级泊位的理想岸段。西

岸从沙港头至东山头大约 9. 5 km 长的岸段 ,水深 > 5 m

的岸线长 6 km ,面积 20 km2 ,水深 > 10 m的岸线长 3 km ,

面积 2. 5 km2 ,可建造万吨级泊位。口门处的小门岛东北

侧 ,距岸 160～230 m处水深 > 10 m的岸线长 3 km ,大门

岛东北侧 ,距岸 260 m处水深 > 20 m的岸线长 4 km ,具有

建设 5万 t 级泊位的条件。此外 ,乐清湾内汊道、海岛也

有适宜 500 t 级港口开发的水深条件。目前大麦屿港已

建成 2万 t 级泊位一座 ,1 000～3 000 t 级泊位 4座 ,5万 t

级和3 000 t 级电厂专用码头正开工建设。沙港头—东山

头目前最大泊位为 3 000 t 级 ,但规划为温州深水港的外

围港 ,将建设万吨级泊位。小门岛港将是温州深水港的

一个外港 ,现已建成 5 万 t 级液化气中转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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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乐清湾优势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现状

Fig. 1 　Dominant resources and t heir current exploitation in Leqing Bay

1. 1. 2 　滩涂资源及开发

乐清湾理论基准面以上的海涂 221 km2 ,约占乐
清湾总面积的 48 % ,其中岸线至平均海面的海涂为
103 km2 。滩涂成片 ,集中在内湾和外湾的西侧 ,滩
面平坦 ,涂质细软 ,适宜于海水养殖和苗种自然生长 ,

也是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1949 年以来乐清湾围涂
填海面积达 54. 6 km2 ,主要分布在乐清湾内湾及外
湾西部。近 20 年来大规模的围涂工程有漩门二期工

程 (37. 3 km2 )及外湾西部胜利塘和蒲岐塘围涂 (13. 7

km2 ) ,主要用于发展海水养殖、农业和工业。“十五”
至“十一五”期间规划在外湾围涂 26. 7 km2 。

滩涂是潜在的土地资源 ,同时作为湿地资源 ,还
具有保持海湾生态平稳、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风暴
潮等自然灾害的重要作用。乐清市正规划建立西门岛
红树林湿地保护区和胜利塘湿地保护区。内湾西门岛
西北长有面积 0. 3 hm2的红树林 ,是中国红树林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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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区。胜利塘外沼泽植物发育 ,1985 年始有大量
珍稀濒危水鸟黑嘴鸥 ( L arus saundersi) 在此栖息、越
冬 ,1999 年发现 1685 只 ,但 2001 年减少至 460 只。
1. 1. 3 　海底管线

为连通岸与岛 ,岛与岛之间的通讯、电力 ,乐清湾
已建管线较多 ,有输电电缆、通讯电缆、输油管道等 ,

如在乐清翁垟至小门岛已建成海底输油管道 (图 1) 。
1. 1. 4 　海岸防护

乐清湾是中国受风暴潮灾害严重影响的地区之
一 ,湾内的淤泥质海岸均建有海塘和防护林 ,海塘长
达 202. 86 km ,其中 151 km 长的海塘为 50 年一遇的
标准海塘 ,基干防护带长 227 km ,宽度 10 m。
1. 1. 5 　滨海工业

乐清湾东岸大麦屿经济开发区为省级经济开发
区 ,凭借大麦屿深水港的优势 ,集能源、石化、加工工
业、贸易为一体 ,规划建成外向型、综合性的现代化港
口经济区 ;西岸乐成滨海工业区 ,以家用电器、低压电
器为主 ,在温州市经济强镇中名列第四 ;湾口岐头滨
海工业区 ,以电器、皮革加工为主 ,规划建设化工工业
园 ;湾内蒲岐滨海工业区 ,以水产加工和电器为主。
1. 1. 6 　跨海大桥

为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规划建设连接乐清湾两岸
的跨海大桥及连接乐清市与大、小门岛的湾口大桥。

1. 2 　海洋水产资源及开发
乐清湾海洋水产资源丰富 ,捕获鉴定出的鱼类

有 190 种 ,其中有经济价值的鱼类 106 种 ;贝类 58

种 ,有经济价值的 20 余种 ;甲壳类 60 种 [4 ] 。湾内环
境隐蔽 ,潮流畅通 ,底质细软 ,涂质肥沃 ,适宜发展浅
海滩涂养殖 ,是浙江省三大海水养殖基地之一 ,也是
浙江省重要的贝类苗种基地 ,蛏、蚶苗居全省第一位。
1. 2. 1 　海水增养殖

海水养殖遍布乐清湾周边乡镇 ,主要养殖品种
有贝、鱼、虾、蟹及藻类等 30 个品种 ,2000 年海水养
殖面积近 200 km2 ,其中贝类苗种面积 33 km2 。滩涂
养殖基本上达饱和状态 ,乐清湾内湾尤为突出。然
而 ,浅海养殖面积不足 20 km2 ,仍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浅海养殖、深海网箱养殖应作为乐清湾沿海乡镇
发展渔业的主攻方向 ,进行重点扶持。
1. 2. 2 　海洋捕捞

乐清湾是浙江省沿岸渔场之一 ,东部毗邻披山
渔场、洞头渔场。海洋捕捞是乐清湾沿海、尤其是玉
环及洞头两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0 年玉环县
和洞头县海洋捕捞产量为 20. 7 万 t 和 14. 9 万 t ,分
别占两县海水产品总量的 63 %和 92 %。近几十年来
由于捕捞过度 ,海洋渔业资源日益衰退。为养护海洋
水产资源 ,已调整捕捞作业结构 ,严格控制近海捕捞
强度 ,实行休渔制度 ,捕捞业向外海远洋发展。

1. 3 　滨海旅游资源及开发
乐清湾山海奇秀 ,风光独特。北雁荡山风景名胜

区位于湾顶、乐清境内 ,被誉为“海上名山”、“寰中绝
胜”、“造型地貌博物馆”,明清以来就以“山水奇秀”见
称于中国十大名山之列 ,1982 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
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江厦森林公园位于温岭境内 ,

林茂岩奇、景色秀雅 ,1995 年被评为浙江省级森林公
园。乐清湾中诸岛如江岩山、大乌岛“桃花岛”、小乌山
以及相邻的苔山“世界名柚园”,海岛风情浓郁 ,水面宽
阔 ,常年风平浪静 ,是水上游乐、滨海垂钓和休闲渔业
的天然胜地。近年来 ,滨海旅游业发展已起步 ,旅游设
施建设力度加大 ,滨海旅游开始呈现勃勃生机。

1. 4 　潮汐能资源及开发
乐清湾潮汐能理论蕴藏量占全省的 17. 2 %(全省

为2 896 ×104 kW) ,可开发的装机容量为 55 ×104 kW。
1985 年建成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库区面积 5. 3 km2 ,装
机容量 3 200 kW ,年发电量 530 ×104 kW ·h ,居世界
第三、全国第一。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的成功运行为中
国开发利用潮汐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1. 5 　矿产资源及开发
1. 5. 1 　盐业

盐业曾是乐清湾沿岸的传统产业 ,由于近年来盐
业经济效益逐年下降 ,已控产压田 ,部分盐田改为对虾
养殖池或其他用地 ,仅在乐清翁垟附近留有部分盐田。
1. 5. 2 　海砂开采

乐清湾西口、沙头水道及东口大岩头外 ,有细砂
或中细砂分布 ,近几年在岐头外沙头水道有海砂开采
活动。

2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关联性

乐清湾海洋资源具有开发多宜性 ,但一种资源的
开发极易对其他资源的开发功能产生影响 ,且资源开
发必须以环境条件为共同基础 ,这就使各种海洋开发
活动通过环境互相影响 ,互相关联 ,这种关联性包括
相互受益、一方受益、相互冲突或对一方有害。关联
的规模和程度 ,因资源开发类型不同有很大的差
异 [5 ] 。乐清湾资源开发利用的关联性如图 2 所示。

2. 1 　相互受益
港口、航道、锚地这三种资源开发互相依赖 ,互相

受益。深水岸段开发港口 ,必须具备相应的航道和锚
地。如乐清湾东岸大岩头至连屿之间的深水岸线开
发为大麦屿港 ,已建成 2 万 t 级泊位及 4 个千吨级泊
位 ,正在建设 5 万 t 级泊位 ,相应开发 5 万 t 级航道 ,

在港区附近并有 5 万 t 级避风锚地。
港口、滨海工业、海洋捕捞三者相互促进。港口

是基础产业 ,它可以带动滨海工业、海洋捕捞的发展 ,

而海洋捕捞需要渔业后方基地 ,进行贸易和水产品加
工。目前 ,在大麦屿建成了浙江省二级群众渔港 ,港口
附近为以能源、食品、水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大麦屿
经济开发区 ,成为乐清湾周边的滨海工业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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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乐清湾资源开发的关联性

Fig. 2 　Correlations among resources exploitations in Leqing Bay

　　此外 ,海岸防护与港口、围涂填海、滨海工业 ,湿地
保护与滨海旅游、苗种基地建设等活动也为相互受益
的开发活动。

2. 2 　对一方有利
潮汐电站的库区 ,利于海水围塘养殖 ,同时库区

可开发为旅游景点 ,有助于滨海旅游开发 ,如江厦潮
汐电站就是省级江厦森林公园的三个重要景点之
一。湿地保护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生物多样
性 ,利于苗种开发 ,同时湿地保护对保证管线的安全
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2. 3 　相互冲突
由于资源的多宜性及辖区内涉海部门多 ,各涉

海行业有各自的利益和管理经验 ,从不同的目的出
发制订了开发利用规划 [6 ] ,使得资源开发中出现矛
盾和冲突。在乐清湾内湾水深 10 m 的海区 ,可以发
展网箱养殖 ,也可以开辟成航道和锚地。而锚地及航
道不允许进行海水养殖 ,否则影响船只进出港的安
全 ,这就使网箱养殖与航道和锚地相互冲突。另外 ,
同一滩涂资源可作为围涂造地、湿地保护、滩涂养殖、

苗种基地来开发 ,但围涂是改变滩涂自然环境属性的
开发活动 ,将潮滩转变为陆地 ,丧失潮间带生物 ,与后
三者均发生冲突。如漩门二期工程总面积 37. 3

km2 ,原为玉环县主要的养殖区和蛏苗基地 ,工程完
成后 ,这些功能全部丧失。

此外 ,管线与港口、锚地 ,排污口与海水养殖、盐
业 ,海砂开采与海岸防护、锚地、管线等之间的开发活
动 ,也相互矛盾和冲突。

2. 4 　对一方有害
堵港对养殖产生危害 :若大面积堵港将对附近区

域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海洋生物的洄游、产
卵和繁殖。如清江上游方江屿筑坝后 (主体工程于
1979 年完成 ,围区总面积 9. 04 km2 ,其中水面面积
2. 67 km2 ) ,改变了清江口的养殖环境 ,尤其是洪水季
节盐度大大降低 ,损失苗种基地数百公顷 ,著名的雁
荡香鱼不能下海产卵繁殖 ,资源遭到破坏 ,原先良好
的清江养殖基地退化 ,温州市的海水养殖科学实验基
地也将被迫搬迁。乐清湾漩门一期工程 (1977 年玉
环岛与楚门半岛之间宽 145 m 的漩门口截流大坝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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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岛陆相连) ,使乐清湾出海口门由两个变为一个 ,
漩门港内水体交换周期拉长 ,排洪 (水) 不畅 ,泥沙来
源减少 ,滩面侵蚀 ,养殖环境改变 ,并影响了乐清湾内
湾滩涂贝类养殖、种苗生长 [7 ] 。

围涂 (堵港)对港口、航道不利。乐清湾内湾围涂
(堵港) ,必减少纳潮量 ,破坏口门汊道原有的动态平
衡 [8 ] ,影响航道水深和港口功能。通过数模预测 ,漩
门二期工程建成后 ,将使乐清湾内湾淤积 1～2 m。
近年来由于乐清湾西岸围涂的影响 ,蒲歧港已出现
淤积 ,原有的码头被迫外移。

此外 ,滨海工业、排污口对海水养殖不利 ,海水养
殖对湿地保护不利 ,潮汐能对苗种基地建设不利 ,海
砂开采对港口、航道、锚地及管线等开发活动有害。

3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由于港湾区资源的多样性、多宜性及开发利用的

多层次性 ,应正确处理主导利用方向和综合开发的关
系 ,以资源优势定主导利用方向 ,围绕主导方向实行综
合开发 ,实现多目标、多层次的系统开发 ,避免和减少
利用过程中的冲突。根据乐清湾沿海海洋资源的特
征和社会经济条件 ,港口海运业、海洋渔业特别是海水
增养殖业以及滨海旅游业应为乐清湾海洋开发的主
导功能 ,这在 2002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
海洋功能区划》得到明确规定。因此 ,乐清湾资源开发
必须遵照海洋功能区划的要求 ,把乐清湾内湾养殖、苗
种基地建设 ,大麦屿、南岳、小门岛等深水港口开发、能
源基地建设以及乐清湾内湾、湾口休闲旅游作为海洋
开发的重点进行优先开发。为了确保乐清湾的主导

功能 (海水增养殖业和港口海运业)的实施 ,必须严格
控制乐清湾内的围涂工程 ,严禁直接将污水排入乐
清湾内。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 ,成立由省海洋综合管
理部门牵头、二市及四县 (市)参加的乐清湾海洋开发
和协调机构 ,从一个统一的空间整体出发 ,安排和审
核开发项目 ,协调各县 (市) 、各行业资源开发项目和
环境保护措施 ,并监督实施。严格按照《海域使用管
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乐清湾海洋开发规划》的
要求进行海洋开发活动的论证和管理 ,使海洋开发
活动步入“有偿、有序、有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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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dominant resources and their current exploiting situations in Leqing Bay , this
paper discusses exploiting correlations among various resources , seeks well harmonization between economy ,
society ,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measur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2
ment . The exploitations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orrelations include four kinds : benefit to each oth2
er , contradiction to each other , benefit only to one side and damage only to one side , and the correlating degree
i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various resources exploitations. In order to bring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resources into
a full play , make full use of the common benefit , lessen the contradiction to the utmost and exploit sustain2
ably , some measures to be taken are as follows : (1) st rengthening regional leading exploitative function and
building up a reasonable utilizing system. (2) consolidating integrated coast zone management ( ICZM) and
building up an integrated harmonizing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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