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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类用海定级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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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填海类用海是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为迅猛的用海方式之一, 过往的研究大多围绕深圳市过

度填海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开展讨论, 极少对深圳市海域进行定级方面的研究。借鉴《海域定级技术指

引(试行)》, 本研究构建了深圳市填海类用海的海域定级指标体系, 创新性地引入一票选择机制, 并将

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设施等填海用海和城镇建设填海用海合并, 统一为填海类用海进行定级。

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定级因素和评价因子及其权重, 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和变异系数(CV)来校核级别, 

将填海类用海划分为 4 个级别。该研究为沿海地区开展填海类用海定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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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 , 党中央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

大部署 ,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进入了新阶段 , 对

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规模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填海

造地工程的实施, 为沿海地区实施国家战略目标、弥

补土地资源不足、缓解耕地红线压力、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填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末, 我国

沿海地区填海造陆面积共计 1.2×105 km2, 在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 年均填海面积为 224.76 km2[1]。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的填海造陆行为开展了一系

列的研究 , 如徐智颖等 [2]建立了填海造地用海定级

指标体系, 采用多因素综合加权法对江苏示范区进

行海域定级。张翠萍等[3]分析了广东省在不同历史阶

段填海造地的主要特征并对填海造地造成的负面清

单进行归纳和总结。谢丽等[4]提出填海活动会占用滨

海湿地、导致近海环境污染, 并构建了填海生态补偿

评估标准。耿莉等[5]结合填海开发案例, 阐述了我国

填海造地现状并构建了填海活动对海洋资源影响评

价指标。蔡悦荫等[6]以辽宁省庄河市为例, 开展了填

海及构筑物用海的相关定级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填海用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填海活动的工程技术手段、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等方面, 在国家要求沿海省市开展海域定级的

背景下 , 有必要结合地方填海造地的实际情况 , 开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定级研究。 

本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 对填海类用海进行了定

级研究, 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填海类用海的定级

评价指标体系, 揭示了深圳市海域资源利用效益的

空间适宜性差异, 为精细化利用海域资源提供了技

术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中部沿海, 除深汕合作区外, 

全市陆地面积 1 997 km2, 海域面积 1 145 km2, 大陆

海岸线总长 260.51 km。全市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 平

原地貌只占 26.45%, 城市建设用地非常紧张, 沿岸港

口、工业和城市建设通常以填海造地来补充不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深圳市的填海工程在东部的

盐田港到西部的宝安机场之间开展, 分别在 1979—

1989年, 1990—1999年和2000—2009年填海7.79 km2、

34.44 km2、29.64 km2。2010—2020 年间是深圳填海

的高峰期, 填海总量达到了 47.6 km2[7]。 

本研究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一部分通过实地调

查获取, 一部分来自公开发行收集的资料。主要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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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统计年鉴(2015—2017 年)[8-10]及深圳市海域利用规

划(2016—2020 年)[11]和深圳市海洋功能区划(2016—

2025 年)[12]等。 

2  海域定级 
海域定级是在根据用海方式的不同 , 选取不同

的海域区位条件、海洋自然环境条件、及周边社会、

经济条件等因素, 对海域资源的空间适宜性使用价

值进行综合评定, 并使评定结果级别化。通常, 定级

技术思路和方法如下:  

2.1  划分评价单元 

研究参考《海域定级技术指引(试行)》, 评价单

元的划分采用标准网格法, 根据深圳市的海域面积及

海岸线长度, 选取 2 km×2 km 的标准网格, 最终将全

市海域细划为 235 个评价单元。划分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深圳市填海类用海评价单元划分 

Fig. 1  Division diagram of Shenzhen reclamation type by sea assessment units 
 

2.2  构建评价体系 
填海类用海通过海域资源的灭失来换取土地资

源 , 完全改变了海域本身的自然属性 , 具有不可逆

性, 同时对海洋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在

定级指标的选取上, 要兼顾海洋生态影响的约束性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全面综合考虑海洋空间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属性。 

遵照指标可获取性原则、可量化原则以及独立性

原则, 本次定级选取海域自然条件、海域资源利用程度

和海域区位条件来构建填海类用海的定级指标体系。

其中海域自然条件是指海域自然属性特征, 是反映海

岸状况等自然状况的指标; 海域资源利用程度反映海

湾、岸线等海洋资源的使用程度; 海域区位条件是反映

海域地理空间特征与用海效益相关的建设程度指标。 

指标体系的选取对用海定级有着明显作用 , 且

必须体现海域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海域资源利用

程度的差异, 本文针对填海类用海的特点, 依据《海

域定级技术指引(试行)》, 并参考海域环境评价和填

海类用海等的研究成果 [13-15], 最终选取了生物多样

性指数、水深条件、海岸质量指数、岸线稀缺指数、

毗邻土地出让价格、区域人均土地面积、区域交通

通达度和离岸距离共 8 个指标。 

2.3  确定指标权重 

本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处理 , 

通过特尔斐法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相结合确定定级

因素、评价因子及其权重。最终确定出填海类用海

定级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 如表 1 所示。 

2.4  计算评价单元分值 

采用等距分组法对评价因子赋值 , 各因子得分

为百分制, 通常按照间隔 20 划分为 5 个等级, 依据

相关质量标准 , 估算和评定各因子的分值 , 其分值

与填海用海质量的优劣度呈正相关。其中填海类用

海各评价因子赋值标准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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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市填海用海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used to grade the sea reclamation area in Shenzhen 

定级因素 评价因子 
目标层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生物多样性指数 0.18 

水深条件 0.04 海域自然条件 0.35 

海岸质量指数 0.13 

海域资源利用程度 0.05 岸线稀缺指数 0.05 

毗邻土地出让价格 0.30 

区域人均土地面积 0.12 

区域交通通达度 0.10 
海域区位条件 0.60 

离岸距离 0.08 

填海类 

用海定级 

合计 1.00  1.00 

 
表 2  深圳市填海类用海评价因子赋值标准 
Tab. 2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ea evaluation factor for reclamation in Shenzhen city 

得分 
评价指标 

81~100 61~80 41~60 21~40 0~20 

生物多样性指数 优良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水深条件 <3 3~6 6~9 9~12 >12 

海岸质量 基岩 人工 沙质 河口 生物 

岸线稀缺指数/(人ּm–1) 65~80 49~64 33~48 17~32 0~16 

毗邻土地出让价格/[亿元ּ(hm2) –1] >2.0 1.5~2.0 1.0~1.5 0.5~1.0 <0.5 

区域人均土地面积/m2 <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 

离岸距离/km <2 2~4 4~6 6~8 >8 

 
填海类用海定级是指将海域用于填海造地时 , 

对一定范围内海域资源禀赋的综合质量进行划分 , 

其级别反映了一定区域范围内海域资源利用效益的

空间适宜性差异。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计算

出各个评价单位的得分情况。 

综合指数评价法是将影响海域资源质量的各个

因子的分值与其权重值相乘, 得到各因子的指标指

数 , 再计算评价单元内各因子的指标指数之和 , 最

终得出综合评价。其计算公式为:  

1

n

ii i
F f w
  ,            (1) 

其中, F为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 wi为第 i项评价因

子的权重; fi为第 i项评价因子的分值; n为评价因子

个数。 

根据评价因子的权重及分值 , 借助综合指数评

价法[参照公式(1)], 计算出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 

2.5  校核海域级别 

采用 K-Means 聚类分析和变异系数确定和验证

海域级别[16-17]。根据得分情况,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当变异系数

大于 10%, 认为该数据异常, 予以剔除[18]。 

最终将 235个评价单元划分为 4个级别(见表 3)。

为确保级别划分的客观性, 采用变异系数对定级结

果进行校验, 结果显示填海用海 4 个级别的变异系

数分别为 5.44%、3.47%、3.87%和 5.77%, 均低于 10%, 

表明定级结果是合理的。其中Ⅰ级海域价值最高, 适

宜用于填海类用海, Ⅱ级、Ⅲ级次之, Ⅳ级海域价值

最低, 从用海适宜性出发是不适宜发展填海类用海

的。为确保级别划分的客观性, 采用变异系数对定级

结果进行校验。 

 
表 3  深圳市填海类用海级别划分情况 
Tab. 3  Grading result of the sea reclamation area in 

Shenzhen 

级别 得分区间 评价单元数 变异系数 

Ⅰ >84 72 5.44% 

Ⅱ 68~84 34 3.47% 

Ⅲ 47~68 80 3.87% 

Ⅳ <47 49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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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定级格局 
参考《海域定级技术指引(试行)》, 编绘出了深圳

市填海类用海的定级图(图 2)。由图 2 所示, 将深圳市填

海类用海划分为 4 个级别, 且定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

异, Ⅰ级海域主要分布于西部海域的南山区和福田区近

岸以及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域。这表明适宜

用做填海造地的海域集中在西部海域, 同时为了践行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域范围内也严禁

围填海活动, 定级为Ⅰ级。定级成果为海洋管理部门制

定填海类用海不同级别的基准价格提供了依据。 

 

图 2  深圳市填海类用海级别图 

Fig. 2  Grading chart of Shenzhen reclamation type sea 

 
考虑评价因子并查阅深圳市相关资料 , 可将空

间差异产生的因素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

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其中, 福田区和南山区地理位置

较好 ,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而东部的大鹏新区经济

发展和城镇建设速度较慢, 同时, 人口、交通等社会

因素, 海岸和海域的自然条件也是产生空间差异的

原因。 

3  结论 

海域定级是根据用海方式的特点 , 对海域的自

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综合分析, 是

对用海方式适宜性的评价。本研究以《海域定级技

术指引(试行)》为参照, 充分考虑深圳市过往填海的

实际案例, 构建了海域自然条件、海域区位条件和海

域资源利用程度 3 个定级因素及生物多样性指数、

海岸质量等 8 个评价因子的填海用海定级指标体系, 

将深圳填海类用海划分为 4 个级别。 

在开展深圳市填海类用海定级研究过程中 , 本

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一票选择机制, 综合考虑生态

因素和环境因素后, 将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海域

定为Ⅰ级。同时, 考虑到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

设施等填海和城镇建设填海在填海过程中都完全改

变了海域的自然环境属性, 均是筑堤围割海域填成

土地, 并形成有效岸线的用海方式[2], 这两种填海类

型的区别更多在于填海后的土地收益, 而在填海方

式和对海域生态环境破坏等方面差异较小, 因此将

这两种用海方式优化为填海类用海进行定级。 

在评价因子的选取上 , 考虑到填海是为了获取

更多的土地资源, 因此毗邻陆域土地的价格会对填

海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在定级中引入毗邻土地

出让价格这一评价因子, 在考虑深圳市的土地交易

价格后, 对其赋予最高的权重。 

海域定级是我国海域管理工作中的一项新事物, 

定级工作的规范化对提高海域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丰富了填海类用海定级的理论基础, 

引入一票否决制, 并对评价单元以及评价因子的选

择进行了优化创新。海域定级本质是对各种用海方

式的空间适宜性进行综合性评价, 评价结果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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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同时还要兼顾

海域使用管理需求, 因此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权重

确定方法还需要通过更多的实践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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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 reclamation is one of the rapidly developing sea area use mode that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Shenzh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excessive 

reclamation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Shenzhen, whereas few studies on the grading of the sea area were car-

ried out. Using the Technical Guidlines for Sea Area Grading (Trial) for referenc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sea 

area grading index system of Shenzhen’s sea reclamation, innovatively introduced a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combined the sea area used for reclamation by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fishery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so as to unify the sea area used for reclamation to grade. The grading factors, assessment factors and their corre-

sponding weights were determined by expert scoring method. The grades were checked by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 reclaimed sea was divided in to 4 grad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grading of sea reclamation in coast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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