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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岸带自然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对沿海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尚缺少反映海

岸带自然资源发育和分布规律、便于自然资源的横向对比和综合评价的系统区划。为此，本文从海岸带自然资源

类型、分布、影响因素着手，展开了反映海岸带自然资源分布的区划研究。分析了主要资源的分布特点，探讨了影

响自然资源形成、发育和分布的气候、海岸带类型、水动力等多方面因素；基于这些影响因素和自然资源分布特点，

提出了海岸带自然资源分级区划和命名原则，分为“区”和“带”2个级别。划分出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东海海

岸自然资源区、东南沿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和海南岛海岸自然资源区4个海岸自然资源区，进一步划分为16个海岸

自然资源带，并对每个区（或带）内的自然资源进行了介绍。本文结果可对海岸带自然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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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海岸线漫长，发育了约 1.8 万 km 的海岸

带。根据1986年出版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

合调查简明规程》描述，海岸带是指海水运动对于

海岸作用的最上限界及其邻近陆地、潮间带以及海

水运动对于潮下带岸坡冲淤变化影响的范围[1]。变

化多样的海岸带孕育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土地、

港口、生物、水动力、旅游等。伴随着海岸带经济的

快速发展，海岸带资源得到快速开发利用，海岸带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2]，也是大家

关注的热点和重要研究课题。

由于海岸带自然资源种类繁多，科研工作者对

不同类型自然资源开展了研究，对其有了较为系统

的认识，提出了许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依

据，如海岸带新能源（风能、潮汐能等）、生物（水产

养殖等）、土地、旅游等资源的规划利用[3-5]。然而，

不合理开发等人为因素导致了土地流失、环境破

坏、资源衰退等[6-8]。为有效管理和评价海岸带自然

资源，需要对其分布特征、发育状况、影响因素和未

来变化进行分析、对比和预测，也需要进行自然资

源区划以反映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发育规律、确定评

价单元。

现有海岸带资源区划主要基于空间（地质条

件）、行政管理、环境标志、资源特征。具体如下：①
基于海岸带空间距离。如以沿海地区空间为透视

点，从区域经济的开发、利用、管理的功能需要出

发，进行海岸带区域空间的划分，把海岸带系统地

划分为5个条带层：近岸水体、海岸线向陆侧延伸的

过渡区、向陆侧延伸 10 km、向陆侧延伸 100 km、向

陆侧延伸的经济腹地等 [9]。此外，还有以“任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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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划分海岸带法，很多国家利用此法来确定海岸

带边界，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日本、多

哥、毛里求斯等。这样划分简便易行，但与海岸地

形、需要加以保护的生态系统毫不相干[10]。②基于

行政管理（行政边界）。利用国家现有的行政区划

（沿海的市、县）来确定海岸带，涉及陆地区域、海洋

区域和海岛[11]。③基于环境标志。政府部门为加强

海岸带的管理，在划分海岸带时把需要保护的环境

单元包括进去，如红树林、湿地或其他保护区等。

④海洋功能区划。区划中以海岸带为基础，向海域

延伸。2012年3月3日，国务院批准《全国海洋功能

区划（2011—2020年）》，指导原则分别是：自然属性

为基础，科学发展为导向，保护渔业为重点，保护环

境为前提，陆海统筹为准则，国家安全为关键[12]。将

中国管辖海域分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

以东海域共5大海区29个重点海域。

分析上述海岸带区划（包括涉及到海岸带的海

洋功能区划）可发现，海岸带区划的目的不同，其对

应的区划结果相差甚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或基

于自然资源单因素划分，或未考虑自然资源因素，

或基于行政管理（行政边界），因而不能反映自然资

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布特征，不便于自然资

源的综合评价。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尚缺少反映

海岸带自然资源发育和分布规律、便于自然资源的

横向对比和综合评价的系统区划。本文出于对海

岸带自然资源整理评价的目的，展开多级别的区

划，便于横向对比、数值建模和变化趋势预测，从而

为海岸带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2 海岸带资源特征及影响因素
海岸带是海陆相互作用的地带，是每天受潮汐

涨落海水影响的潮间带（海涂）及其两侧一定范围

内的陆地和浅海的海陆过渡地带。海岸带包括潮

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还包括河口、港湾以及海涂

（滩涂）。海岸带由陆向海，依次为陆域单元、海滨/

海滩单元、近岸单元（图 1）。由于兼受海陆两类地

理因素的影响，海岸带是各种自然演变过程（如动

力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形

成了独特的环境结构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13]。

2.1 自然资源及分布特征

中国海岸带是多种自然资源的综合体，根据自

然属性特征，可分为海岸带所在资源和海岸带特有

资源[14-18]。其中海岸带所在资源指与海洋无成因联

系，但分布于海岸带内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

林、矿产、地热、淡水等；海岸带特有资源指与海洋

有成因联系的资源，包括滩涂、海岸带生物、港口、

风景旅游、海水动力、海水化学等[14,17-21]。海岸带是

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 4 个圈层接触最直

接、最密切、最广泛的地带，各种自然因素互相作用

使海岸带自然资源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即海岸

带自然资源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周期性、段域性、

层次性及开放性[14]。

以海岸带生物为例，生物资源多样，包括植被、

浮游生物、水生生物、底栖生物等要素，特点是能够

通过生物的繁殖、发育、生长和新老替代实现不断

更新和补充，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功能，达到数

量上相对稳定平衡的能力。它们在海陆过渡带中

构成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食物链”系统。生物

种类、丰度表征着海洋气候、海水、土地环境的优劣

程度和碳汇潜能[22]。

再如海水动能资源，在渤海海域、南海海域等

日潮性质显著的海域，大、小潮差均较小，一般分别

为 0.42~2.09 m，0.27~1.33 m。而对于黄海海域、东

海海域半日潮性质显著的海域，大、小潮差变化较

大，一般分别为1.12~4.44 m，0.41~1.50 m[23]。

由于沿海地区地貌类型和组成物质的不同、入

海江河携带泥沙和营养盐性质与含量的差异、海水

动力（海流、潮汐）强弱的不同，形成了复杂的海岸

带土地资源类型，包括滩涂、沼泽、湿地等[24]，涉及分

布面积、土壤理化性质、为栖居生物提供生境条件

等方面。

2.2 自然资源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自然资源的因素很多，如纬度条件及气

图1 海岸带结构剖面示意图[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astal zo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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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海岸带类型及地质特征、海水动力作用、河流作

用等，这些因素对海岸带自然资源的发育类型、状

况及分布规律具有很强的影响，可作为海岸带自然

资源区划的主要依据。

2.2.1 纬度条件及气候环境

中国海域辽阔，气候条件复杂，从南到北，由热

带、亚热带到寒温带，温度逐渐降低，雨量逐渐减

少，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带气候特点[4]。

海岸带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将通过改变海洋温度和环流模式、沿海风

暴的频率和强度、降水模式以及随后的淡水、营养

物质、沉积物输送和海平面上升速度等影响海岸带

生态环境[25-27]，从而控制自然资源的发育。

气候控制着成土过程的水、热条件，南北降水

分异，北部较干旱、南方雨水较多，淡水资源分布差

距悬殊[17]，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也有所变化[28]。

由于南北气候分异明显，植物种类各异，譬如，芦

苇、柽柳、碱蓬和茅草主要分布我国北方，互花米草

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沿海地区，红树林主要分布于

南部沿海区域 [28,29]。植被分布上，最南端为热带雨

林区域，中部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北部为暖

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

以中国红树林为例，其受纬度和气候影响较

大，主要生长于东南沿海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岸、港

湾、河口湾等受掩护水域，天然分布北界为福建省

福鼎县（27°16′N，相当于中亚热带以南），南界在海

南岛南岸[30-33]，分布省（区）包括海南、广西、广东、香

港、澳门、台湾、福建和浙江等。上述分析表明，纬

度条件及气候环境控制了海岸带自然资源的发育

与区域分布。

2.2.2 海岸带类型及地质特征

按照陆地地貌，可以分为平原海岸、山地丘陵

海岸和生物海岸三大类型[34]，其中平原海岸又可以

分成砂砾质海岸和淤泥质海岸，生物海岸指主要由

生物体构成的海岸，最常见的是红树林海岸和珊瑚

礁海岸。根据海岸上有无河流入海，可以将海岸划

分为河口海岸和非河口海岸（图2）。

由于海岸带地质和地貌复杂多样，形成了不同

类型的海岸环境和地貌类型，中国北部海岸带以平

原为主，南部海岸带以山地丘陵为主[35-37]。

地形地貌条件不仅影响农、林、牧业用地分

布、作物种植等，也制约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及难易

程度[38]；地形地貌差异使生物资源呈现明显差异[24]；

海岸带地形复杂多样，平原、台地、丘陵和低山相交

替，形成不同的地貌景观[39,40]。

2.2.3 海水动力作用

海流、潮汐和风浪等海水动力作用的强弱直接

影响到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发育。中国近海多属于

半日潮，潮差的形成对海岸形态和结构有很大影

响，一般潮差大的海岸带宽，高差大，潮汐能年平均

功率密度大，如杭州湾；而潮差小的，海岸带窄，高

差小，潮汐能年平均功率密度小，如北部湾（图2）。

此外，海流、潮汐、风浪作用对入海泥沙再搬

运、再沉积，影响海岸带滩涂资源发育。一方面，海

岸的侵蚀作用导致滩涂退化，改变滩涂资源的结构

和功能；另一方面，给海岸带输送了大量的营养盐

和有机质，有利于盐生草本植物的生长[28]。沿海风

暴潮等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使得淡水变咸[18]以及改

变海岸带地形，从而影响生物资源的生境条件和分

布 [24]。海水动力作用在海岸带形成不同类型的地

貌和景观 [18]，如海蚀穴、海蚀崖、陆连岛等旅游

景观。

2.2.4 河流作用

河流作用对海岸带自然资源的影响表现在泥

沙的输入、淡水的输入以及对海岸带地形地貌的改

变间接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发育。由于中国地势西

高东低，向海洋倾斜，因此大多数处于高地势的河

流沿着低地势入海，改变海岸带地形地貌[17]。河流

不仅向海洋输送淡水资源[18]，而且携带大量泥沙等

物质入海，降低沿岸海水的盐度，影响海岸和海滩

的发展。河流携带的泥沙，在海岸带沉积，形成大

大小小的河口三角洲平原，有利于海岸带生物的发

育[28,41]。

海岸线的时空变化特征显著，不同时间段的不

同海岸地段呈现不同的特点。例如，黄河泥沙的淤

积和海水侵蚀是该区域海岸线变化的两大核心驱动

力。历史上的黄河三角洲海岸属于进淤型海岸[42],黄

河入海泥沙大多数堆积在黄河口附近，也有部分泥

沙向偏东方向迁移，并随底层潮流扩散到渤海的西

侧和北侧，改变了海洋的底质性质，影响到海岸带生

态系统。黄河三角洲也形成了优势资源：土地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淡水资源和河口湿地生物资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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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岸带自然资源区划分级及特征
由于过去根据地质条件、空间分布特征、资源

环境特征等进行的海岸带区划难以满足自然资源

综合观测和评价的需要，本文基于上述影响自然资

源属性、分布特征等要素，提出了自然资源区划与

命名原则。

3.1 划分与命名原则

3.1.1 自然资源区划依据

自然资源区划的目的是为深化对自然资源的

影响因素、发育与分布规律的认识，有利于自然资

源的横向对比和评价。以影响自然资源发育和分

布的要素为区划的依据，进行一、二级区划。

注：因数据缺失原因研究区不包括台湾和南海中南部。

图2 中国海岸带近海潮汐及洋流分布图（作者自绘，其中潮汐和海流资料根据文献[35,36]绘制）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seagrass meadows, mangroves, and saltmarshes in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Tide and current data was adapted from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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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区划主要依据纬度条件和气候环境，

海水水动力条件特征（潮汐和海流作用），可分为 4

个海岸自然资源区。

纬度条件和气候环境：根据王静爱等[35]研究成

果，我国海岸带由北向南依次划分为暖温带、（北、

中、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不同气候带直接影响海

岸带自然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等特征。33.5°N

以北到丹东一带海岸带为处于暖温带，年平降水量

400~1100 mm，七月平均气温26°左右；30°N-33.5°N

江苏南部-长江三角洲海岸带处于北亚热带，年平

降水量 1200~1500 mm，七月平均气温 30°左右；

26.8°N-30°N浙江-福建北部海岸带处于中亚热带，

年平降水量 1600~2500 mm，七月平均气温 32°左

右；26.8°N以南到广西一带海岸带处于南亚热带，

年平降水量 1700~2500 mm，七月平均气温 30°左

右；海南岛周缘海岸带处于边缘热带。

海水水动力条件：从潮汐能年平均分布密度分

析，黄海南部、东海和台湾海峡较高，也即在北温

带、中温带和南温带北部较高，与纬度条件和气候

环境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流经中国的洋流影响

分析，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流主要是由黑潮暖流和

沿岸流2个流系组成，具有气旋式环流的特征，黄海

南部和东海受黑潮的影响最大，到渤海逐渐减弱；

而南海北部海岸带受南海表面环流影响较大，具有

季风漂流的特性。洋流对气温和降水有一定的影

响，暖流流经地区的气温较同纬地区要高一些，降

水较同纬地区要多一些。

根据前文分析，受纬度和气候环境影响，海岸

带自然资源具有分带性，从北往南差异明显；海水

动力作用从东海-黄海南部向北、向南均有变弱的趋

势，也有分带性。另外，相对气候和海水动力作用

而言，海岸带地形和地貌特征横向变化较快、河流

作用对海岸带的影响范围较小，不宜作为一级区划

的依据。根据纬度和气候环境，可将我国划分为 4

个一级区（图 2）：①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北纬

33.5°以北到丹东一带海岸带为处于暖温带，②东海

海岸自然资源区，北纬26.8°-33.5°，其中江苏南部-
长江三角洲海岸带处于北亚热带，浙江-福建北部

海岸带处于中亚热带，③东南沿海海岸自然资源

区，北纬 26.8°以南到广西海岸带处于南亚热带，④

海南岛海岸自然资源区，海南岛周缘海岸带处于边

缘热带。

（2）二级区划在一级区划下，主要依据海岸带

地形地貌特征、河流作用等，分为 16个海岸自然资

源带。

气象气候、地质作用、海水动力作用、河流作用

等在海岸带的演化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些作

用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以基岩、淤泥质平原、三角

洲（港）和砂砾质平原为典型地质特征的海岸带，这

些地质特征控制着不同海岸带的自然资源，根据以

上四类地质特征，划分为A、B、C和D四类二级自然

资源区划，分别对应基岩、淤泥质平原、三角洲（港）

和砂砾质平原海岸带。其中，基岩地貌特征发育的

海岸带：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燕山交界的葫芦岛-
山海关、福州-厦门、广东东部、琼州半岛以及海南

岛北部-东南部海岸带划分A类；淤泥质平原发育

的海岸带：秦皇岛-天津、苏东北部、苏东南部海岸

带划分为B类；三角洲发育的海岸带：辽河湾、黄河

口、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北部湾东部海岸带划

分为C类；砂砾质发育的海岸带：海南岛西南部海岸

带划分为D类（图2）。

3.1.2 区划命名原则

一级区划的命名：区域名称+海岸自然资源区，

如：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

二级区划的命名：局部区域名称+地貌（地形）

名称+海岸自然资源带，如；辽东半岛基岩海岸自然

资源带。

3.2 区块划分

根据一级区划原则，将中国海岸带划分出 4个

海岸自然资源区：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东海海

岸自然资源区、东南沿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和海南岛

海岸自然资源区（图3、表1）。研究区因数据缺失原

因未包括台湾和南海中南部。

（1）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气候上，处于暖

温带。地理上，跨域江苏北部、山东、河北、天津和

辽宁省（市），包括黄海海岸带北段及渤海海岸，即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华北平原、燕山与渤海或黄海

交界的海岸带。海洋水文特征表现为受海流、潮流

影响较弱，潮差相对东海海岸带要弱，平均约 3~5

m。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燕山交界的葫芦岛-山

1904



2020年10月
姜正龙等：中国海岸带自然资源区划研究

http://www.resci.cn

海关发育基岩砂砾质海岸，黄河口附近发育三角洲

海岸，其余地方发育淤泥质海岸。

（2）东海海岸自然资源区：气候上，处于北、中

亚热带。地理上，跨域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

北部，包括长江三角洲、杭州湾以及浙江南部-福建

北部基岩砂砾质海岸。海洋水文特征表现为受海

流、潮流影响较大，平均潮差一般大于 5 m，海水动

力作用较强。

（3）东南沿海海岸自然资源区：气候上，处于南

亚热带。地理上，跨域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包括

珠江三角洲、福州湾、北部湾、琼州半岛基岩港湾淤

泥质海岸以及广东东部基岩砂砾质海岸。海洋水

文特征表现为福建南部海岸带受海流、潮流影响较

大，其他地方受海岸环流影响较大，北部湾和福建

注：因数据缺失原因研究区不包括台湾和南海中南部。区划详见表1。

图3 中国海岸带区划图（作者自绘，其中地貌类型根据文献[39]绘制）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nnual average power density of tidal energy in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Geomorphic type was adapted from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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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平均潮差一般大于5 m，海水动力作用较强，而

广东大部分海岸带平均潮差在4 m左右。

（4）海南岛海岸自然资源区：气候上，处于边缘

热带。地理上，包括海南岛周缘海岸带，北部、东部

及东南部发育基岩砂砾质海岸，西南部发育砂砾质

平原海岸。海洋水文特征表现为受海岸环流影响

较大，东南部平均潮差一般2~3 m，海水动力作用较

弱，而西部、北部海岸带，海水动力作用较强，平均

潮差在4~6 m左右。

3.2.2 二级区划

根据二级区划原则，将中国海岸带划分出16个

海岸自然资源带（图3、表1）。其中：

（1）黄-渤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划分出 7个带：辽

东半岛、葫芦岛-山海关、山东半岛 3个基岩港湾砂

砾质海岸资源带；秦皇岛-天津、苏东北部 2个淤泥

质平原海岸自然资源带；辽河湾、黄河口2个三角洲

海岸自然资源带。

（2）东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划分出 3 个带：长江

口-杭州湾三角洲海岸自然资源带；苏东南部淤泥

质平原海岸自然资源带；浙东南部基岩海岸淤泥质

海岸自然资源带。

（3）东南沿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划分出4个带：福

表1 中国海岸带自然资源区划及主要自然资源特征表

Table 1 Zonal division of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and the main natural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I级划区

黄 -渤海海岸

自然资源区

东 海 海 岸 自

然资源区

东 南 沿 海 海

岸 自 然 资 源

区

海 南 岛 海 岸

自然资源区

II级区划

A类，以基岩海岸带为主

的二级带

B 类，以淤泥质平原海岸

带为主的二级带

C 类，以三角洲海岸带为

主的二级带

A类，以基岩砂砾质海岸

带为主的二级带

B 类，以淤泥质平原海岸

带为主的二级带

C 类，以三角洲海岸带为

主的二级带

A类，以基岩海岸带为主

的二级带

C 类，以三角洲海岸带为

主的二级带

A类，以基岩砂砾质海岸

带为主的二级带

D类，以砂砾质平原海岸

带为主的二级带

辽东半岛基岩砂砾质

(I-1)
葫芦岛-山海关基岩砂

砾质(I-3)

山东半岛基岩砂砾质

(I-6)
秦皇岛-天津(I-4)

苏东北部(I-7)

辽河湾(I-2)

黄河口(I-5)

浙东南部基岩港湾淤

泥质(Ⅱ-3)

苏东南部(Ⅱ-1)

长江口-杭州湾(Ⅱ-2)

福州-厦门基岩港湾淤

泥质(Ⅲ-1)

广东东部砂砾质海岸

带(Ⅲ-2)

琼州半岛基岩港湾淤

泥质(Ⅲ-4)

北部湾三角洲淤泥(Ⅲ-

5)

珠江口三角洲(Ⅲ-3)

海南岛北部-东-东南

部(Ⅳ-1)

海南岛西南部

(Ⅳ-2)

主要自然资源特征

辽宁半岛自然资源多种多样，包括气候、陆地水土地、海洋等资源[43，44]

葫芦岛海岸带拥有丰富的水、土地、矿产、生物等资源；山海关海岸带拥

有丰富的淡水、水产、林果、矿产等资源

山东半岛海岸带渔业资源丰富，具有丰富的海盐、旅游、港口、近海砂矿

等资源[45,46]

秦皇岛海岸带水资源、海洋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种类较为齐全；天津海

岸带拥有水、矿产（金属和非金属矿主要分布在天津北部分区，油气主

要埋藏在平原区和渤海湾大陆架）、地热等资源

拥有矿产、海岸带生物、海水化学、海涂和海港等资源

土地面积丰富，滩涂面积广大，是辽宁省荒地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地表

水资源丰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47]

黄河口是世界土地资源增生速度最快的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海盐、水

沙、气候资源比较丰富；生物资源蕴藏量较大[41,48]

矿产、滩涂、森林、湿地、渔业、港口、水等资源相对丰富

主要分布有土地、水热、生物、矿产等自然资源

长江三角洲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江苏的矿产资源相对

丰富，土地资源类型多样（6大类14小类），水资源量丰富；杭州湾自然资

源丰富，包括土地、港口航道、淡水、水产、旅游、地热等资源[49-51]

福建海岸带土地、海洋、森林、矿产等资源丰富；厦门海岸带旅游和矿产

资源丰富，海域生物资源种类多，水产品总量居全国第二位[52]

广东东南海岸带土地、旅游、矿产、生物等自然资源

滩涂资源丰富，红树林众多，海底石油丰富

北部湾滩涂资源丰富，红树林众多，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可观，鱼类、

虾蟹、贝类众多，是中国优良的渔场之一

珠江口自然资源丰富，包括矿产、滩涂、海盐等资源，“桑基鱼塘”综合经

营方式

土地、湿地、旅游、矿产等资源丰富

生物、温泉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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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厦门基岩港湾淤泥质海岸自然资源带；广东东

部基岩港湾砂砾质海岸资源带；北部湾三角洲淤泥

质海岸资源带；珠江口三角洲海岸自然资源带。

（4）海南岛海海岸自然资源区划分出2个带：海

南岛北部-东-东南部基岩港湾砂砾质海岸资源带；

海南岛西南部砂砾质平原海岸资源带。

3.3 主要区块资源特征

表1介绍了各海岸自然资源带的主要自然资源

特征，按照A、B、C、D类进行二级带划分，主要区块

资源特征总结如下：

（1）以基岩海岸带为主的二级带（A类）：对于基

岩砂砾质海岸带，包括辽东半岛、葫芦岛-山海关、

山东半岛、浙东南部、广东东部和海南岛北部-东-
东南部等地区，除土地资源外，比较重要的资源包

括淡水、生物、新能源、旅游、港口等资源。对于基

岩港湾淤泥质海岸带，如包括福州、厦门、琼州半岛

地区，比较重要的资源包括矿产（近海砂矿）、滩涂、

森林、湿地、渔业、港口、淡水、旅游等资源。

（2）以淤泥质平原海岸带为主的二级带（B类）：

包括秦皇岛-天津、苏东北部、苏东南部等地区，以

淤泥质平原海岸带为主，拥有较为丰富的海洋生

物、海水化学、海涂、海港、土地、水热以及矿产等自

然资源。

（3）以三角洲海岸带为主的二级带（C类）：包括

辽河湾、黄河口、长江口-杭州湾、北部湾、珠江口等

地区，具有土地面积丰富、滩涂面积广大、地表水和

海洋生物丰富、海盐发达等资源特点，多数三角洲

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4）以砂砾质平原海岸带为主的二级带（D类）：

以海南岛西南部海岸自然资源带为例，生物资源丰

富、种类多，另外渔业、热带雨林、温泉等资源。

4 结论
本文在分析海岸带自然资源影响因素和前人

区划的基础上，认为影响自然资源发育和分布的要

素可作为自然资源区划的依据，并探索了海岸带自

然资源分级区划和命名原则。

（1）中国海岸带是多种自然资源的综合体，纬

度条件及气候环境、海岸带类型及地质特征、海水

动力作用、河流作用影响了自然资源形成、发育和

分布。

（2）在分析海岸带自然资源控制因素和前人区

划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控制自然资源发育和分布

的要素为依据，提出海岸带自然资源分级区划和命

名原则。一级区划命名原则为“海岸自然资源区”，

二级区划为“海岸自然资源带”。

（3）依据纬度条件、气候环境、海水水动力条件

特征划分出黄-渤海、东海、东南沿海和海南岛等 4

个海岸自然资源区；在每个自然资源区之下，依据

海岸带地形地貌特征、河流作用划分出16个海岸自

然资源带。每个一级区（或二级带）的自然资源有

所差异，可作为基本单元展开自然资源的对比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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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al di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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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natural resources are abundant and various, and very impor-

tant to the coastal economy. To date, a systematic di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oastal zone in

the world is still lacking, which hinders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 of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

es, their types, distributions, and control factors are basic parameters to be observed.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coastal natur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amined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such as climate, the type of coastal zone, and power, which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

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se factors, the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astal zone of China is discussed. The Chinese coastal zone is divided into four natural re-

sources districts: the Yellow Sea to Bohai Sea coastal district, the East China Sea coastal district,

the Southeast coastal district, and the Hainan Island coastal district and 16 coastal natural resources

belts. At last,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ach district and belt.

The results may be useful for the evaluation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

sources in the coastal zone.

Key words: coastal zone; natural resources; zonal division; tidal-flat area; control fa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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