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０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３年　 第１１期

烟台海岸带开发战略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

贺世杰１，２，３，于会录２，３，４，王传远１

（１．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２．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烟台　２６４０２５；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４．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在对目前海岸带定义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适应新形势科学发展观的海岸

带定义，据此界定烟台海岸带区域，进而探讨烟台海岸带开发战略对烟台海岸带可能造成

的环境影响，并进行相关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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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岸 带 地 处 陆 地 和 海 洋 两 大 生 态 系 统 的 过

渡带，既 受 到 来 自 海、陆、气 等 多 种 自 然 力 的

共同影响，同 时 又 受 到 人 类 社 会 等 非 自 然 力 的

影响，致使该 区 域 各 种 影 响 因 素 作 用 频 繁、物

质与能 量 交 换 活 跃、变 化 极 为 敏 感［１］。海 岸 带

生态系统初 级 生 产 力 丰 富、生 物 多 样 性 高，但

同时受到 来 自 海 洋 和 陆 地 的 扰 动 频 率 高，稳 定

性差，是 典 型 的 脆 弱 生 态 系 统［２］。目 前 海 岸 带

概念分歧 较 大，对 具 体 海 岸 带 的 区 域 边 界 划 分

方法难以 统 一，增 加 了 人 类 开 发 和 管 理 海 岸 带

的难度。

海岸带开 发 战 略 主 要 是 指 对 某 一 海 岸 带 重

要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及 规 模 等 的 规 划、计

划［３］。人类 对 海 洋 资 源 的 传 统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主要是以 海 洋 资 源 为 对 象 而 获 取 某 种 产 品 的 社

会生产部 门，其 次 是 对 海 洋 空 间 资 源 的 利 用；

海岸带陆 域 开 发 也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海 岸 带 开 发 战

略［３］。海岸带开 发 战 略 将 通 过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引

导或约束经济行为而对海岸带环境造成影响［４］，

ＳＥＡ实践的 结 果 表 明，针 对 海 岸 带 开 发 战 略 评

价介 入 的 时 间 越 早，评 价 效 果 越 好［５］。其 中，

社会经济 影 响 评 价 是 海 岸 带 开 发 战 略 环 境 评 价

的有机重要 组 成 部 分［６］，是 评 价 海 岸 带 战 略 可

持续性的 重 要 内 容。我 国 当 前 海 岸 带 开 发 战 略

的社会经 济 影 响 评 价 突 出 宏 观 和 微 观 两 个 方 面

的内容，前 者 是 拟 议 战 略 与 已 经 实 施 的 相 关 战

略的协调 性 分 析，后 者 是 拟 议 战 略 的 影 响 结 果

在不同群体 间 的 公 平 性 分 析［３］。本 研 究 尝 试 从

海岸带的 影 响 因 素 角 度 定 义 海 岸 带，据 此 评 价

烟台海岸 带 开 发 的 社 会 经 济 影 响，进 而 提 出 相

应的对策与建议。

１　海岸带定义和海岸带的划分

海岸带 定 义 大 致 可 分 为 狭 义 和 广 义 两 种，

国 际 生 物 圈 计 划 中 对 海 岸 带 的 定 义 可 认 为 海 岸

带狭义的概念：海 岸 带 由 海 岸、潮 间 带 和 水 下

岸坡３部分组 成［７］。广 义 的 海 岸 带 指 直 接 流 入

海洋的流域地区 和 外 至 大 陆 架 的 整 个 水 域，但

实际通常指海岸 线 向 海、陆 两 侧 扩 展 一 定 距 离

的带状区域［８］。两定 义 在 海 陆 共 同 作 用 的 区 域

边界方面存在分 歧，主 要 原 因 是 狭 义 海 岸 带 定

义只考虑海或陆 的 直 接 作 用，比 如 海 水 的 潮 汐

作用；广义海岸带 定 义 似 乎 考 虑 海 或 陆 的 间 接

作用，认为 海 陆 作 用 沿 海 岸 向 两 侧 分 别 递 减，

海岸带的边界 线，离 开 海 岸 越 远 越 淡 化、越 模

糊［９］。本研究以东 亚 地 区 为 例，据 海 洋 对 陆 地

的影响方式不同，将 海 岸 带 向 陆 一 侧 距 海 岸 由

近及远分为 潮 间 带 区、海 陆 风 区、台 风 区、季

风区、内陆区等 几 个 区 域。各 区 最 远 边 界 距 海

大致为：潮间 带 区２ｋｍ；海 陆 风 区６０ｋｍ［１０］；

台风区１　０００ｋｍ （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圆形涡

旋半径一般为５００～１　０００ｋｍ）；季风区３　０００ｋｍ。

内陆区为距海岸超过３　０００ｋｍ的区域。各分区区

域相互不嵌套，各区距海岸越近，受海洋的影响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４０８０６０４、４１２０６０８９）．



第１１期 贺世杰，等：烟台海岸带开发战略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１０１　　

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其中潮间带区海陆相互作

用明显；海陆风区作用力为海陆风；台风区的作

用力为台风；季风区的作用力主要由大陆气团和

海洋气团的冷热差异形成的。台风区和季风区随

纬度升高，宽度变窄，例如在４０°Ｎ以北沿海很难

见到台风，所以台风区在４０°Ｎ以北消失。人类对

海岸带的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改变海陆作用力的

大小和方向。

２　烟台海岸带开发战略及环境影响

２．１　研究区概况

烟台市 地 处 山 东 半 岛 东 部，濒 临 黄 海、渤

海，与辽东半岛及日本、韩国、朝鲜隔海相望，

是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区域。全市１３个县市

区有１２个临海，大陆岸线总长约７０２．５ｋｍ，分

南北两部分，南北两岸宽度为１２０ｋｍ左右，由

于海陆 风 向 内 陆 伸 展６０ｋｍ 左 右，在 烟 台 市，

南北两 岸 海 陆 风 恰 好 在 烟 台 地 区 中 部 辅 合［１０］。

整个烟台市除距海岸２ｋｍ为潮间带区，其余区

域大体处于海陆风区。

烟 台 市 除 栖 霞 县 级 市 无 潮 间 带 区 外，其

他 各 县 级 市 （县、区）都 有 潮 间 带 区，分 别

为：烟 台 市 区 辖 属 芝 罘 区、莱 山 区、福 山 区、

牟 平 区 和 烟 台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面 积

２　６４３．６ｋｍ２，总 人 口１７０．８万 人，占 全 市 的

２６．５％；北 部 沿 海 有 龙 口 市、招 远 市、莱 州

市、蓬 莱 市 和 长 岛 县５市 （县），总 面 积 占 全

市 的３８．８％，总 人 口２５０．２万 人，占 全 市 的

３８．７％；南 部 沿 海 包 括 莱 阳、海 阳 两 个 县 级

市，莱 阳、海 阳 与 栖 霞 三 县 级 市 位 于 烟 台 市

中 南 部，总 面 积 ５　６３４．３ｋｍ２，占 全 市 的

４１％，总 人 口 ２２０．４ 万 人， 占 全 市 的

３４．１％。２００４年，烟 台 市 区 辖 属５区 生 产 总

值 为５８６亿 元，占 全 市 的３５．８％。北 部 沿 海

５市 （县）生 产 总 值 为７５６．６亿 元，占 全 市

的４６．２％。

２．２　烟台海岸带开发战略

烟台市的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与 烟 台 市 海 岸 带 开

发战略密不可分。今后５年以及到２０２０年主要

海岸带开发战略有：着力建设以烟台港为龙头、

龙口港为 骨 干、其 他 中 小 型 港 口 为 补 充 的 港 口

群体；加 强 海 岸 带 陆 域 开 发；陆 海 经 济 联 动，

促进海洋 经 济 开 发。２０１０年，争 取 烟 台 市 港 口

货物吞 吐 量 达 到２亿ｔ，集 装 箱 达 到２００万 标

箱，海洋产 业 总 产 值 达 到８００亿 元，占 全 市 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２０％左右［１１］。

２．３　烟台海岸带开发的环境影响

随着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烟 台 在 海 岸 带 资 源

的利用 与 保 护 方 面 也 面 临 着 越 来 越 大 的 压 力。

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于如下海岸带经济活动。

２．３．１　人口增长及其生活结构的改变

城市 的 发 展 将 带 动 海 岸 带 陆 域 开 发，到

２０１０年，烟 台 中 心 城 市 人 口 将 接 近２００万 人，

县域中心城 市 总 人 口 达 到２００万 人［１１］，城 市 人

口的年增长率在６％左右，人口的增长及消费模

式的改变 已 对 烟 台 海 岸 带 有 限 的 能 源、资 源 构

成压力。如 通 过 调 查 估 算 陆 源 废 水 中 生 活 污 水

排放量已达近１．５亿ｔ／ａ以上，且排放量逐年递

增，严重破 坏 海 岸 带 的 生 态 环 境［１２］。部 分 海 岸

带区域应 是 众 多 野 生 物 种 赖 以 产 孵 和 吸 取 养 料

的场 所，现 在 由 于 堆 满 垃 圾 废 物 而 被 完 全 废

弃［１３］。

２．３．２　工业的迅速发展

烟台工业 发 展 对 海 岸 带 环 境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在工业废 水 排 放 量 的 不 断 增 加。２０００年 的 调

查表明，烟台市７００ｋｍ海岸线内有１８条河流，

２７个企业污 水 直 排 口，每 天 向 近 岸 海 域 排 放 工

业和生活污水超过４０万ｔ［１３］。 “十一五”期间，

烟台市打 造 制 造 业 核 心 竞 争 力，继 续 做 大 做 强

机械、电 子、食 品、黄 金 等４个 支 柱 产 业，发

展石化、冶 金、生 物 制 药 等３个 潜 力 产 业。其

中多个产业 属 于 高 能 耗、高 污 染 型 企 业，增 加

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程度。

由于潮间 带 区 受 到 来 自 海 洋 和 陆 地 的 扰 动

频率较高，稳 定 性 更 差，是 典 型 的 脆 弱 生 态 系

统［２］，相较 海 陆 风 区 而 言 更 易 受 到 危 害。目 前

烟台市产 业 正 在 向 沿 海 发 展，例 如 烟 台 市 正 在

建设区域 性 中 心 城 市 和 建 设 东 起 养 马 岛 西 至 莱

州湾长约２００ｋｍ余的临海工业带［１４］，由此更加

重了潮间带区的生态环境的负担。

２．３．３　海岸工程建设不断

海岸工 程 建 设 包 括 港 口 码 头 建 设、围 海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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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港 口 修 建 和 运 营，既 占 用 岸 线 资 源，又

产生大量的 油 污、废 水 和 废 物，给 周 围 海 域 带

来严重的环 境 压 力。值 得 注 意 的 是，随 着 烟 台

西港建设 以 及 石 化 产 业 的 发 展，带 来 的 油 码 头

建设以及油轮进港数量增多，石油吞吐量增大，

港内较大溢 油 事 故 危 险 性 也 会 增 大。２０００年 的

统计结果 表 明，烟 台 芝 罘 港 湾 船 只 污 染 主 要 表

现为石油类对港口及作业区的污染。仅烟台籍船

只１．５万余，每年向海中排放石油约６８０万ｔ［１３］。

围堵海湾 汊 也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生 态 环 境 破 坏。

近２０余年来，烟台沿海各县市盲目发展陆上人

工海水养虾，扩 建 盐 田，使 大 量 的 海 水 人 为 进

入内陆［１３］。

２．３．４　沿海滩涂养殖业

海水养殖 业 迅 速 发 展 除 表 现 在 对 海 岸 轮 廓

的改造，直接引起海岸动力对海岸的作用强度、

作用方式 的 变 化 外［１５］，对 海 岸 带 的 污 染 亦 不 可

小视。目前，烟台生态养殖面积比例只有６０％，

养殖业污 染 依 然 是 重 要 的 海 洋 污 染 源［１２］。在 水

产养殖中，养殖对虾利润最大，污染也最严重。

例如，每年 对 虾 养 殖 过 程 中 可 向 烟 台 市 海 域 排

放有机物约８．５万ｔ［１３］，严重污染烟台海岸带区

域生态环境。

２．３．５　滨海旅游业

２０１０年 全 市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到２４０亿 元，年

均增长１７％［１１］。滨海旅游产业对海岸带环境的

影响主要 体 现 在 旅 客 量 的 增 加 带 来 污 水、垃 圾

排放量的 增 加。旅 游 开 发 也 会 破 坏 沙 滩 旅 游 资

源。例如烟台 开 发 区 金 沙 滩 海 水 浴 场，部 分 高

中潮沙滩 被 占 用 来 建 设 旅 游 服 务 设 施，其 结 果

破坏岸滩平衡剖面，加剧岸滩侵蚀。

２．３．６　其他海岸带陆域资源开发

其他海岸 带 陆 域 资 源 开 发 具 体 表 现 在 不 可

再生资源开发不尽合理、浪费严重、恶化环境，

例如，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在莱州湾

东岸海岸 带 加 速，海 岸 带 煤 矿 （龙 口 煤 田）及

金矿 （三山 岛 金 矿、仓 上 金 矿）等 非 金 属 和 金

属矿 产 资 源 的 开 发，引 起 地 表 塌 陷 （龙 口 煤

田）［１５］；可再生资源开发强度过大，严重损害其

再生过程，使 资 源 结 构 比 例 严 重 失 调，资 源 量

衰竭，例如 烟 台 市 沿 海 固 沙 防 风 黑 松 林 尚 未 合

拢，人为的破 坏 多 处 可 见，有 学 者 指 出 市 域 刁

龙嘴沿海 一 带 固 沙 防 风 黑 松 林 被 严 重 破 坏，几

乎成了不毛之地［１３］。

３　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３．１　宏观影响评价

尽管烟台 市 目 前 环 境 经 济 总 体 为 优 良 协 调

发展状态，社 会、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和 人 民 生 活 水

平不断 提 高，一 些 具 体 的 环 境 指 标 （如 工 业 废

气排放量、工 业 废 水 排 放 量、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还远未 达 到 标 准 值。另 外，在 今 后 很 长 时

间内烟台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展阶段，

工业化和 城 市 化 不 断 加 快，将 使 烟 台 市 海 岸 带

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制约。

针对一 个 区 域 而 言，可 将 土 地 作 为 经 济 发

展的总投 资，所 获 经 济 收 益 为 区 域 国 民 生 产 总

值。影响总投 资 额 的 因 素 为 环 境 污 染，土 地 受

到污染，其市 场 价 格 必 将 下 降；影 响 总 收 益 的

因素有区域 开 发 程 度、城 市 布 局、区 域 产 业 结

构和布局、资 源 的 利 用 效 率 等。烟 台 海 岸 带 开

发程度越高，土 地 价 格 越 高，越 接 近 土 地 的 最

高投资额。假 设 将 烟 台 海 岸 带 潮 间 带 区 总 面 积

１４亿ｍ２ （７０２．５ｋｍ×２ｋｍ）和 海 陆 风 区 总 面

积４０７亿ｍ２ （７０２．５ｋｍ×５８ｋｍ）换算为２００５
年城市建设 用 地 的 总 购 买 价 格 为１３７　５００亿 元

（潮间带区土地价格以１　０００元／ｍ２ 计 算；由 于

远离海岸，海陆 风 区 的 价 值 较 潮 间 带 区 低，以

３００元／ｍ２ 计 算）作 为 烟 台 市 经 济 发 展 的 总 投

资，假设 回 报 率 为１０％，则 估 算２００５年 烟 台

市可获总 收 益１３　７５０亿 元，而２００５年 烟 台 实

际ＧＤＰ为２　０１２．５亿元，约为土地总投资估 算

总收益１５％。２０１０年 要 求 烟 台 市 生 产 总 值 达

到３　７００亿 元，约 为 土 地 估 算 总 收 益２７％；

２０２０年，烟台市 ＧＤＰ如 突 破，接 近 于 目 前 潮

间带区总投资可 得 的 总 收 益，意 味 着 烟 台 市 城

市化进行完全，海 岸 带 的 资 源 充 分 开 发。事 实

上，２０２０年烟 台 市 ＧＤＰ达 到１万 亿 元 的 前 提

是要求烟 台 市 域 内 生 态 环 境 仍 保 持２００５年 水

平。由于烟台市 环 境 污 染 的 持 续，导 致 烟 台 市

ＧＤＰ在突破１万亿元以 前，很 可 能 用 污 染 后 的

土 地 换 算 市 场 总 投 资 所 估 算 总 收 益 等 于 某 年 烟

台市ＧＤＰ。此 时，如 还 希 望 增 加 烟 台 市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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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改变合 理 规 划 城 市 布 局、科 学 调 整 区

域产业结构和布 局、提 高 资 源 的 利 用 效 率 等 方

式实现。

环境污 染 除 导 致 土 地 价 值 的 下 降，还 可 以

通过环境 治 理 耗 损 国 民 收 益。烟 台 海 岸 带 开 发

的直接影响的经 济 损 失 包 括：① 污 水、废 气 处

理费用。例如，每 万 吨 污 水 处 理 大 约 需 一 次 性

投资５０万元／ａ （按２０年折旧计算），运营成本

为年均２００万 元，每 万 吨 污 水 处 理 每 年 给 烟 台

造成的经 济 损 失 约 为２５０万 元；而 大 气 污 染 的

损失由于分摊到各企业，难以估算［１６］。② 海上

垃圾处理费 用。近 几 年 来，烟 台 海 域 海 上 垃 圾

增加很快，烟 台 港 海 洋 倾 倒 区 总 面 积３．７ｋｍ２，

２００５年 倾 倒 量２８６万 ｍ３［１７］，２００６年 倾 倒 量

４２．４３７万 ｍ３［１８］。研 究 区 内 尚 有 临 时 海 洋 倾 倒

区，２００５ 年，莱 州 港 临 时 海 洋 倾 倒 区 倾 倒

０．７０８万ｍ３ 废物［１７］。为处理上述海上垃圾，按

１０年折旧 计 算，需 一 次 性 投 资３７０万 元，用 于

购置一艘 较 大 容 量 的 海 上 垃 圾 收 集 船 和 兴 建 一

个码头供 专 门 收 集 海 上 垃 圾 的 船 舶 靠 泊。除 此

之外，为维 持 海 上 垃 圾 收 集 工 作 的 日 常 作 业，

每年需维持费用约为７０万元，另２０名垃圾收集

人员的 年 薪２４万 元 （２０人×１　０００元／ （月·

人）×１２月）。以上各项按年度计算，其费用合

计为：３７０＋７０＋２４＝４６４万 元／ａ，也 就 是 说，

海上垃圾 每 年 给 烟 台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约 为４６４
万元。③ 港口油类 污 染 产 生 的 经 济 损 失。由 于

溢油数量难以统 计，损 失 无 法 估 算。④ 其 他 海

岸带陆域资源开 发 费 用，难 以 估 算。⑤ 海 岸 带

自然保护 区 建 设 费 用。建 区 和 运 营 成 本 每 年 约

２０万元。⑥ 养殖无序导致渔业倒退。有些较严

重的事件，其 经 济 损 失 额 无 法 估 量，如 长 岛 县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经 济 损 失 百 亿 元。除 此 以 外，各

种突发事件也耗损总投资，例如２００３年，在蓬

莱市、芝罘区 和 开 发 区 海 域 范 围 内，因 港 区 疏

浚违规倾废造成渔业污染事故各１起。３月，因

陆地排污 造 成 莱 山 区 近 海 海 域 渔 业 污 染 事 故１
起，直接经济 损 失 达３００多 万 元［１６］。另 外 人 类

不合理开 发 海 岸 带，导 致 泥 沙 淤 积 堵 塞 航 道，

航道的疏 浚、整 治 费 用 以 及 间 接 影 响 的 损 失 也

难以估算。

烟台市发 展 战 略 中 针 对 海 岸 带 开 发 的 相 关

战略，尚存在 以 下 矛 盾，亦 可 降 低 土 地 总 投 资

的回报率：相 关 滨 海 旅 游 业 与 港 口 海 运 业、市

政建设的矛 盾；海 水 养 殖 业、港 口 建 设 等 争 夺

滩涂资源 的 矛 盾；海 洋 产 业 与 非 海 洋 产 业 在 开

发利用海 岸 带 资 源 上 的 矛 盾。例 如 在 旅 游 业 与

港口 海 运 业、市 政 建 设、渔 业 的 矛 盾 方 面，近

期烟台滨海旅游开发项目共有１８项，都为沿海

岸带分布，大 多 布 局 于 潮 间 带 区［１２］。与 此 同 时

养马岛西至莱州湾２００ｋｍ余的临海工业带与滨

海旅游开 发 项 目 交 错 分 布，表 明 烟 台 已 经 实 施

的国民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和 滨 海 旅 游 规 划 之 间

存在相互矛 盾 之 处。在 海 水 养 殖 业、港 口 建 设

等争夺滩 涂 资 源 的 矛 盾 方 面，部 分 海 洋 渔 业 生

产侵 占 港 口、航 道 水 域，不 利 于 港 口 建 设，危

及海洋运 输 安 全。这 些 海 洋 渔 业 生 产 的 发 展 也

与围海造 地 和 滨 海 旅 游 业 争 夺 海 洋 空 间，经 常

发生矛盾。码 头 和 航 行 船 只 油 污 及 城 市 生 活 污

水入海，导 致 烟 台 市 区 海 滨 附 近 海 域 水 面 有 时

覆有油膜，局 部 海 域 水 体 受 排 入 海 的 生 活 污 水

影响而形 成 大 肠 杆 菌 和 垃 圾 污 染，不 利 于 滨 海

旅游业的 发 展。部 分 海 域 水 体 和 底 质 遭 受 海 洋

污染，环境质 量 恶 化，降 低 该 海 域 海 洋 养 殖 业

生产的水 产 品 质 量 和 产 量。海 洋 产 业 与 非 海 洋

产业在开 发 利 用 海 岸 带 资 源 上 的 矛 盾 方 面，突

出表现在 非 海 洋 产 业 向 海 洋 排 放 污 水 与 海 洋 产

业的发 展 需 要 一 个 高 质 量 的 海 洋 环 境 的 矛 盾。

目前烟台 开 发 区 工 业 经 济 发 展 较 快，工 业 生 产

与滨海旅 游 业 之 间 在 利 用 套 子 湾 海 洋 资 源 上 产

生矛盾。

３．２　微观影响评价

微观上社 会 经 济 影 响 评 价 主 要 评 价 拟 议 战

略的影响 结 果 在 不 同 群 体 间 的 公 平 性 分 析，这

是战略的 可 持 续 性 评 价 的 重 要 内 容。从 可 持 续

发展的观 点 来 看，发 展 的 平 等 涉 及 代 内 平 等 和

代际平等［１９］。烟 台 海 岸 带 开 发 战 略 对 代 内 平 等

的影响是 市 场 的 分 配 机 制 不 够 完 善，导 致 本 属

于烟台市 民 共 同 所 有 的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为 具

有一定回报率的企业或低回报率权力部门占有，

同时环境 污 染 带 给 市 民 的 经 济 损 失，却 需 个 人

承担。如某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使某些市民致病，

由于医疗 体 制 尚 未 完 善，医 院 治 疗 费 用 多 为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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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个人承 担。海 岸 带 污 染 可 以 对 居 住 在 海 岸 带

的居民健 康 产 生 影 响，主 要 可 通 过 如 下３个 途

径：人们在受 污 染 的 海 水 中 游 泳，从 而 传 染 上

疾病；人们 食 用 因 海 洋 污 染 而 变 质 的 海 产 品 或

其加工制 品 后 染 上 疾 病；污 染 的 海 水 作 为 疾 病

传播途径，传 播 一 些 疫 病。因 海 水 污 染 而 致 人

体染病的疾 病 主 要 有 甲 肝、疟 疾 等，人 们 染 上

这些疟疾 后 会 造 成 一 定 的 经 济 损 失［１９］。计 算 海

洋污染 引 起 人 体 健 康 受 损 所 导 致 的 经 济 损 失，

可 按 下 列 公 式 计 算［１９］：Ｔ产 值 ＝Ｐ·Ｌ·Ｈ；

Ｔ治 疗＝ （Ｔｃ·Ｐｃ·Ｌｃ）＋ （Ｔｎ·Ｐｎ·Ｌｎ）。其

中，Ｔ产 值 指职工患病期间净国民生产总值损失；

Ｔ治 疗 指 职 工 治 疗 疾 病 开 支 的 增 加；Ｐ 指 每 人 每

日劳动量的 平 均 净 产 值；Ｈ 指 病 人 患 病 时 间 天

数；Ｌ指患病的人数；Ｔｃ，Ｔｎ分别指门诊和住

院治疗的每天平均开支；Ｌｃ，Ｌｎ分别指门诊和

住院的病人数；Ｐｃ，Ｐｎ分别指门诊和住院一个

病人的平 均 患 病 天 数。以１名 因 海 洋 污 染 而 致

甲肝的 患 者 为 例，甲 肝 的 治 疗 周 期 大 约１５～

３０ｄ （计算其经济损失时，取中值２２．５ｄ），那

么，根据上 述 公 式：Ｔ产 值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３６５×２２．５ｄ （计 算 其 经 济 损 失）；其 中２００３
年烟 台 市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为２０　２２１元［２０］，

２０１０年 烟 台 市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为 ５８　４８０
元［１１］，则：２００３年，Ｔ产 值＝２０　２２１÷３６５×２２．５

＝１　２４６．５元。同 样，２０１０年，Ｔ产 值 为３　６０４．９
元。Ｔ治 疗 应等 于 门 诊 和 住 院 治 疗 平 均 每 天 开 支

乘 以２２．５，则：２００３年，Ｔ治 疗 ＝８００×２２．５＝

１８　０００元。考虑到医疗改革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门诊和住 院 治 疗 平 均 每 天 开 支 增 长 倍 数 较 人 均

国民生产 总 值 要 高，姑 且 以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倍 数 为 计，则２０１０年，Ｔ治 疗 为５２　０５６．８
元。则：２００３年，Ｔ总＝Ｔ产 值＋Ｔ治 疗＝１９　２４６．５
元；２０１０年，Ｔ总 ＝５５　６６１．７元。即２００３年，

一个 甲 肝 病 患 者 的 经 济 损 失 额 为１９　２４６．５元，

而２０１０年 一 个 甲 肝 病 患 者 的 经 济 损 失 额 为

５５　６６１．７元，接近于２０１０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如果甲肝 病 在 一 定 范 围 人 群 中 流 行 起 来，将 造

成更多的经 济 损 失 额。可 以 看 出，海 洋 污 染 对

人体健 康 产 生 的 影 响 值 得 各 方 引 起 高 度 重 视，

并应采取切 实 有 效 措 施。另 外，除 控 制 疾 病 传

播，对于由 环 境 污 染 导 致 的 疾 病 需 政 府 拨 付 专

项资金防治，资金筹措或可建立污染疾病基金，

筹款来源 以 造 成 环 境 污 染 的 企 业，根 据 造 成 污

染的程度进行收费。

烟台海岸 带 开 发 战 略 对 代 际 平 等 的 影 响 主

要体现在：烟台市海岸带资源开发在２０２０年完

全开发。２０２０年 以 后，如 区 内 人 口 数 量 未 得 到

相应限制，后代生活水准很可能低于当代人。

４　未来烟台协调经济发展与海岸带环境的

对策建议

４．１　搞好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

　　搞好 城 市 总 体 规 划，是 沿 海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的前提。在 制 定 烟 台 城 市 规 划 时，要 充 分 考

虑人口、资 源、环 境、经 济 之 间 的 关 系，应 保

证各子系 统 之 间 相 互 协 调，相 互 促 进［２１］。加 强

烟台市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要 做 好 以 下 几 个 方

面：① 烟台城市 总 体 规 划、海 域 功 能 区 划、港

口总体布 局 规 划、海 域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和 自 然 保

护区规划 等 战 略，要 充 分 考 虑 海 岸 带 分 区 的 问

题，例如烟 台 产 业 规 划 可 考 虑 让 出 潮 间 带 区，

作为真实 的 滨 海 旅 游 生 态 带 来 建 设，减 少 对 潮

间带的人为干扰。② 抓 好 市 区 绿 化 建 设，提 高

城市的绿 化 覆 盖 率。重 点 做 好 滨 海 中 路 和 滨 海

东路的绿 化 工 程，保 持 良 好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和 城

市形象。③ 改变分 散 的 集 中 供 热 模 式，建 设 市

区大面积 的 集 中 供 热 工 程，引 入 渤 海 天 然 气，

改变生活燃料结构。

４．２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

　　加 快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步 伐，尤 其 是 调 整 轻、

重工 业 结 构，发 展 新 兴 产 业，改 造 传 统 产 业，

大力推进 清 洁 生 产，鼓 励 发 展 无 污 染 或 少 污 染

的高、精、尖、高 附 加 值 的 产 业。解 决 各 产 业

在空间布 局 上 的 矛 盾，特 别 是 领 海 旅 游 业 和 高

污染产业的矛盾。

从区域 协 调 发 展 看，经 济 增 长 方 式 的 尽 早

调整，可使未来海岸带土地总投资的收益增加，

原因有两个方面：① 随着环 渤 海 沿 海 各 城 市 相

继推出发 展 规 划，中 心 议 题 为 推 动 港 口 城 市 共

同发展，着重 开 发 海 岸 带，特 别 是 潮 间 带 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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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风区。未来１０年，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相

同，例如 大 连、青 岛、烟 台 三 地 未 来 积 极 发 展

的支柱产业或潜力产业中，都包含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及 软 件 业 和 生 物 制 药，大 连、烟 台 都

将石化产 业 作 为 新 兴 产 业。相 似 的 产 业 结 构，

不但会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低于价值，

造成资源开 发 的 收 益 率 下 降。届 时，环 渤 海 区

域中保存较好的原生态的海岸带环境价值凸显，

导致生态旅游收益增加。② 随 着 世 界 产 业 格 局

的演变，中国 沿 海 工 资 水 平 的 提 高，必 将 引 领

原先布局 于 中 国 沿 海 的 制 造 业 向 内 陆 转 移，在

此形势下，以 滨 海 旅 游 业、临 港 物 流 服 务 业 作

为支柱产 业 或 者 潜 在 产 业 成 为 必 然，提 前 将 产

业发展方向转向滨海旅游业、临港物流服务业，

避免建设 制 造 业 后 的 搬 迁，提 高 海 岸 带 土 地 总

投资的收益。

４．３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和最优化

　　烟台 市 的 资 源 非 常 丰 富，但 许 多 资 源 的 开

发和利用 中 存 在 着 严 重 的 浪 费 和 破 坏。在 今 后

的资源开 发 和 利 用 中 应 做 到：合 理 地 开 发 和 利

用环境资 源，努 力 实 现 资 源 利 用 的 最 大 化 和 最

优化；充分 认 识 保 持 生 态 平 衡 和 防 控 环 境 污 染

的重要性，决 不 能 以 牺 牲 环 境 为 代 价 寻 求 经 济

暂时 的 发 展，更 不 能 牺 牲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活 环

境［２２］。在合理 配 置 资 源 方 面：针 对 烟 台 市 水 资

源严重短缺的现象，应加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实现一水多 用；利 用 价 格 手 段，优 化 配 置 水 资

源；实行 原 水、供 水、污 水 处 理 一 体 化 的 水 务

体制；加大污水处理力度，提高污水回用率［２３］。

加大资源 利 用 开 发 的 科 技 投 入 是 提 升 资 源 利 用

效率的重 要 举 措，重 点 选 择 一 些 对 全 市 经 济 和

社会发展 有 重 大 带 动 作 用 的 海 岸 带 资 源 开 发 的

优势科研 领 域，努 力 形 成 一 批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的重大科技成果。

４．４　改变能源结构，治理环境污染

能源利用 及 其 结 构 对 海 岸 带 环 境 质 量 有 很

大影响。在 今 后 的 很 长 时 间 内 烟 台 市 以 煤 为 主

的能源消 费 结 构 较 难 改 变，但 应 逐 步 提 高 天 然

气消费比重，如采取煤改气工程，以减少生活、

生产中对 煤 能 源 的 需 求 量。在 交 通 耗 能 方 面 可

以仿照重庆 市 的 做 法：一 方 面，取 缔 城 区 内 破

旧且尾气 排 放 超 标 的 燃 油 车 辆，更 换 一 批 节 能

型公交车；另 一 方 面，限 制 城 区 内 私 人 汽 车 使

用量，发展 公 共 汽 车 交 通［２１］。也 可 以 在 石 油 价

格高升的 背 景 下，鼓 励 使 用 天 然 气 等 清 洁 能 源

汽车。

在工业 污 染 治 理 方 面，应 对 重 点 工 业 污 染

源治理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要从制度 和 源 头 抓 起，防 止 新 污 染 源 的 产 生。

吸取烟 台 市 开 发 区 创 建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的 经 验，

继续积极 建 设 生 态 工 业 园，真 正 实 现 工 业 生 态

化［２４］。

４．５　加强海岸带管理

针对烟台海岸带开发，需多手段共同实施。

在海岸带 管 理 上，对 已 进 驻 该 区 污 染 企 业 按 污

染程度，收取 较 高 额 度 污 染 治 理 费 用，促 使 其

内迁到海 陆 风 区；对 居 民 收 取 环 境 补 偿 费 用，

可以通过 水 费 的 不 同 区 域 价 格 进 行 管 理，如 潮

间带水费 可 提 升 为 海 陆 风 区 水 费 的５倍，提 高

部分用于 城 市 污 水 处 理。进 驻 和 即 将 进 驻 海 陆

风区的企 业 形 成 的 产 业 区，仍 然 可 以 称 为 临 港

产业区，只要 建 设 与 烟 台 港、烟 台 站 连 接 的 干

线，并给予相关企业一定数额的交通补贴即可，

交通补贴 的 来 源 近 期 可 以 为 尚 处 于 潮 间 带 区 的

污染企业 的 污 染 治 理 费 用，远 期 则 可 为 滨 海 旅

游收入。注意 海 陆 风 区 的 大 气 污 染，由 于 海 陆

风的影响，高架源容易造成对自身区域的污染，

这是海陆 风 环 流 特 有 的 污 染 现 象［２５］。由 于 烟 台

市的特点，在 海 陆 风 区 分 布 大 面 积 森 林 植 被，

污染企业 的 建 设 应 注 意 远 离 保 护 森 林 植 被 生 态

亚区［２６］。城市 总 体 规 划、建 设 针 对 海 岸 带 不 同

分区的环境质量标准，特别是水环境质量标准。

潮间带区 等 同 于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环 境 标 准，越 远

离海岸的分 区，标 准 要 求 越 低。提 升 全 民 对 海

岸带开发的 认 识，重 视 环 境 人 才 的 培 养，普 及

环境教育，唤 醒 公 众 的 环 保 意 识，配 合 海 岸 带

的合理开发工作，减少海岸带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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