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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是福建省的“半壁江山”。
福建省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比陆地面积大12.6％，大陆海岸线总长3 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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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
这一战略趋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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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认真组织实施，邀请了国内十多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大批业
内一流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成立了联合研究课题组和省内外十余位海洋、数模等学科知名专家组成
的技术指导与监督管理专家组，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将研究确立为“海湾数值模拟与环境研究项
目”。
正在开展的福建省“908”专项为配合该项目顺利实施，特地增设了十三个重点海湾环境容量综合调查
，获取了十三个海湾的水文气象、化学、生物方面的数据资料，为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项目提供现场
补充调查资料。
两年多来，联合研究课题组在福建省各级政府和各用海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在技术指导与监督管理专
家组的具体指导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精益求精，顺利完成了项目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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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省海湾数模与环境研究：深沪湾》通过建立深沪湾水动力、水质、悬沙数值模型，结合历
史围填海事件及其海洋生态环境累积效应研究，分析各类围填海方案对港口航运及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并应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评估深沪湾围填海方案，优化筛选最适合的围填方案，为深
沪湾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域使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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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3围填海活动综合评述　　3.1.3.1　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围填海活动综合评述　　深沪渔港
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晋江市深沪湾的南岸，邻近金门，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既
是晋江市的主要渔区和国家一级渔港，也是发展对台贸易及吸引台资的主要港埠。
　　原渔港仅能容纳靠泊、装卸、补给的渔船约600艘，并处于超负荷运行状况，特别是港池受掩护面
积仅12万m2，码头泊位紧张，渔港后方陆域面积狭小，交通不畅，配套设施不完善，水产品加工水平
较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等现象，不能满足渔业生产的需要，渔区经济和社会效益未得到充
分发挥。
　　项目的建设提升了渔港的配套功能，提高原有渔港区的建港水平，建设新兴海洋产业，与传统的
海洋产业相结合，使渔港的产业结构，乃至深沪镇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而陆域回填增加的
土地为渔港区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改善了港区的交通状况的同时，也使港区的卸鱼、交易
市场等用地得到解决。
因此，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晋江市的渔业生产发展以及吸引更多的本地和外籍渔船靠港，并将为两
岸的贸易交流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促进本地区内水产品的加工与贸易水平的提高。
对于该地区渔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1.3.2深沪港区二期万吨级码头工程围填海活动综合评述　　深沪港区二期万吨级码头工程符合
福建省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满足《泉州港总体规划》的要求，在落实缩小堆场面积，留足深沪镇
镇区总体规划建设所需公共用地后，其工程选址是可行的。
　　深沪港区二期工程扩建后，加上一期工程，整个港区总吞吐能力为78.5万t／a，其中集装箱2.6
万TEU／a，重杂货38万t／a，轻杂货14.5万t／a，前方总堆场面积约为2万m2。
深沪港区二期工程2000年投产后，整个深沪港区当年完成吞吐量51万t，至2004年实际吞吐能力达105
万t，主要装卸货种有煤炭、钢材、板材、建材、矿石、食糖和石油等，已超过年设计总吞吐能力78.5
万t／a。
　　根据晋江市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泉州港总体布局规划，深沪港二期万吨级多用途泊位的
建设，使晋江市地区的水运、陆运情况有所缓解，保证晋江市闽东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二
期万吨级多用途泊位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4典型围填海工程概述　　根据围填工程所处的地理位置、围填规模、工程建成后的社会经济
效益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选取深沪港区二期万吨级码头工程作为典型围填海工程。
　　深沪港区二期工程为万吨级多用途码头泊位1个，由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一期工程北
侧水域进行开发建设。
年吞吐能力为53万t，设计停靠船行最大为1000吨级海轮，船舶在泊时间平均4.3d／艘次。
装卸货种为钢锭、建材及件杂货等，其中钢锭进口20万t，建材出口10万t，件杂货5万t、集装箱18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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