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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沿海岛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 ∃ 以平潭岛为例

陈传明 黄义雄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

提要 以平潭岛为例 分析了平潭岛土地资源的基本状况 !土地利用特点和存在问题 提出

福建沿海岛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和途径 ∀

关键词 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 福建沿海岛屿

福建沿海地区拥有大陆海岸线以外的大小岛屿

个 ≈ 岸线长度为 海岛总面积为

∀平潭县是福建省沿海中部的一个海岛县 东部濒临

台湾海峡 西部隔着海坛海峡与福清 !长乐相望 南端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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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岩与莆田县南日岛之间以兴化水道为界 全县陆域

由 个岛屿组成的县级岛 土地面积

主岛海坛岛东西宽 南北长 面积为

是福建省第 大岛 中国第 大岛 ∀

平潭岛土地资源概况

平潭岛在 ∞向新华夏系构造控制下 经过第

四纪以来海平面的多次升降和流水 !风力等共同作用

下 形成丘陵 !平原 !台地从西北向东南相间排列的地

貌格局 ∀据平潭县土地详查汇总资料 全县土地总面

积为 其中丘陵面积 占土地总

面积的 台地面积 占 台

地地区海拔多在 以下 顶部较平缓 呈波状起

伏 由残积 !风积和海积物组成 土层较厚 多数辟为

农地 平原面积为 占 平原地区

的地面平坦 !坡度小 由风积 !海积物组成 是农林牧

和水产养殖的主要场地 滩涂面积 占

位于海坛岛西部和西南部的滩涂 这里有丘

陵屏障 受风面小 地势较为平坦 潮间带长 养殖利

用率较高 是发展水产养殖的主要基地 ∀

平潭岛土地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

据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 耕地

占土地总面积的 园地 占

林地面积 占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 占 交通用地

占 水域 占 未利用

地 占 ≠ ∀

平潭岛土地利用特点

土地利用类型多样 变更的速度快

平潭岛土地有耕地 !园地 !林地 !交通用地 !居民点及

工矿用地等多种利用类型 在每一种类型中 根据其

不同的性状特征 !生产能力 !地形部位等差异又可分

为第 级的土地利用类型 如耕地又可分为水田 !旱

地等 ∀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土地

利用类型变更速度加快 ∀ ∗ 年 平潭岛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增加 每年平均增加

交通用地增加 耕地面积减少了

每年平均减少 林地面积减少了 园

地面积增加 未利用地减少了 ∀

耕地所占比重最大 且以旱地为主

年平潭岛耕地面积在各类土地利用类型中居首

位 在耕地中水田 占 旱

地 占 旱地占有绝对大的比重 ∀

林地面积仅次于耕地 全岛林业用地

面积 仅次于耕地面积 在林地中 有林地面

积 占林地面积的 而且绝大多数

是防护林 有效地减弱大风的危害 ∀不仅防风固沙 保

持水土 保护农田 还改善农田小气候 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 ∀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比重较大 年

平潭岛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为 占

其中城镇用地占 独立工矿用地占

农村居民点用地占 ∀城镇用地和独立

工矿用地面积明显偏小 说明平潭岛的城镇化水平和

工业发展水平低 经济较为落后 ∀

交通用地面积小 平潭岛交通用地面

积为 占土地总面积的 其中公路用

地占 农村道路占 港口 !码头用地

占 ∀平潭岛作为县级大岛 又是对台贸易窗口

交通状况差 港口码头量少又拥挤 严重阻碍本地经

济的发展 ∀

平潭岛土地开发利用存在问题

土地资源紧缺 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平潭岛土地面积为 人均耕地 仅

为福建省平均水平的 生产用地紧缺 ∀目前全岛

居民点用地 !裸岩石砾地 !交通用地 !水域 不包括滩

涂 !田坎地 !沙地等合计占土地总面积的 ∀由

于平潭岛生态环境脆弱 即使在布局合理的情况下

为了社会经济能得到持续发展 全岛要有 以上的

土地用作防护林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区 以上两部分

合计占用土地面积的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

的发展 居民点用地和交通用地将进一步扩大 所以

将来能用于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土地大约仅占全岛土

地总面积的 土地资源十分紧缺 土地供给和需求

矛盾突出 各产业 !各部门之间 尤其是农业与非农业

建设争地问题日趋严重 ∀

土地质量差 产出率低 平潭岛由于降

水少 淡水资源较缺 土壤有机质含量少 大多小于

土壤质地含沙粒较多 漏水漏肥较严重 土地的

质量差 加上风沙严重 !耕作粗放 中 !低田面积占

≠ 平潭县人民政府 !平潭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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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大多种植耐旱的甘薯 !花生 !大豆等 ∀这些作物

产量较低 如平潭岛粮食单产只是福建省平均水平的

花生单产只是福建省平均水平的 ∀

此由可见 平潭岛土地利用的产出水平是较低的 ∀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低 平潭岛土地利

用率为 ∀在未利用地中荒草地和裸土地等可

利用的面积 占土地总面积的 ∀在

已利用土地中 仍有一定数量的闲置 !荒芜 !废弃土

地 ∀平潭岛的水域 !浅海和滩涂还未充分利用 全岛滩

涂面积为 占土地总面积的 ∀目前

尚有 的滩涂未利用 其中高滩位面积

可开发为耕地 !园地 !林地 !建设用地等 中低滩

位面积 可开发为水产养殖地 此外还有

许多的沙滩地 可开发为旅游用地 ∀

土地生态环境脆弱 抵抗灾害能力低

由于大气候环境和地质地貌的限制 平潭岛的生态环

境是脆弱的 ∀首先 平潭岛地处台湾海峡的风口走廊

又受台湾雨影区的影响 属于半湿润气候 ∀风力强 !降

水少且变率大 ∀风 !旱 !潮等灾害频繁 风沙危害严

重 ∀据 ∗ 年气象资料分析 中发生旱灾

次 其中特大旱灾 次 平均每年 次 由于原

先营造的木麻黄林 老化严重 逐渐退化 防护功能减

弱 使得到改善的生态环境容易遭受破坏 ∀其次 平潭

岛大部分平原和台地为风沙堆积而成 ∀土壤肥力低

下 结构很差 农民对耕地的重用轻养 重化肥 !轻有

机肥等造成地力逐渐下降 加上农作物病虫害时常发

生 农药施用量逐渐加大 土地污染加重 ∀再次 部分

水利设施因维护不够而严重破损和毁坏 排灌能力下

降 致使土地生态环境日趋脆弱 抵抗灾害的能力降

低 ∀

海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遵循的

原则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实际上是生产力诸客体合

理地配置在土地这个载体上 使各类土地资源各得其

所 !互相协调 ∀

因地制宜的原则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容多样 自然社会经济

条件不同的地区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向不同

各部门 !各项目对土地的要求是不同的 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应从实际出发 在全面摸清土地资源的数

量 !质量 !结构和分布等特点以及各时期经济发展对

各类土地需求的基础上 选择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内容和方向 ∀

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土地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 位置又是相对固定

的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投入巨大的长期工

作 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

求 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产生危害 做到近期利益与

远期利益相结合 ∀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土地本身是由各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 区

域内各部分土地也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 ∀海岛土

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到各部门 !各行业的利益 涉

及到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问题 土地开发利用

项目必须互相协调 !互相配合 做到局部利益与全局

利益相结合 ∀

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海岛的土地资源有多种的利用方向 例如 对于

海岛的滩涂资源 可用于发展水产养殖 可进行围垦

种植 还可辟为盐田晒盐或作为非农建设用地 ∀必须

从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方面进行分析 以达到最佳

的效益 ∀

海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是一定区域内土地开发 !利用 !治理 !保护在时间和空

间上所做的总体安排和布局 ∀其目的是使土地资源达

到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 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

在土地利用中必须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耕地保有量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土地开发整理复

垦增加耕地数量等指标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是根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对年度各项用

地数量的具体安排 是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

措施 ∀福建沿海岛屿土地紧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的增长而耕地日趋减少 耕地后备资源又有限 所

以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 要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使土地资源能可

持续地利用 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的实现 ∀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保护土地资源

福建沿海岛屿的生态环境脆弱 ∀要改善生态环

境 最根本的措施是植树造林 ∀建国以来 由于海岛沿



≥ ∂

研究报告 Ρ ΕΠΟΡΤΣ

海防护林的建立 改善了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 风沙

危害得到初步控制 洪 !旱灾害大为减少 如平潭岛

由于大力发展林业 年平均风速减低 大于

级的大风日数减少 使生态环境得到较大的

改善 ∀福建沿海岛屿降水少且变率大 海岛陆域水资

源量突出偏少 人均水资源量只是福建省的 ∗

∀保护海岛陆域天然动态蓄水量资源的根本途径

是植树造林种草 在此基础上 建设一批蓄水 !供水 !

灌溉工程 合理地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

源 以解决海岛地区的用水问题 ∀海岛的经济要获得

稳定发展 在保护现有防护林带 巩固现有林业用地

的同时 利用荒山 !荒地 !荒滩等植树造林 对老化林

地 有计划地选育新种 防止林种老化 加强对林地的

管理 提高造林的成活率 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

充分利用滩涂资源 !积极发展水产养殖

福建沿海各个岛屿都分布有面积不等的滩涂 这

些滩涂地势平缓 !土层深厚 !大多属泥质和沙泥质 土

壤肥力较高 水质营养丰富 适宜多种生物的生长 目

前主要养殖蛏 !牡蛎 !蚶 !蛤等 大量可供养殖的滩涂

尚未充分开发利用 如平潭岛拥有滩涂面积

目前尚有 的滩涂未利用 利用率只

有 ∀今后要充分利用滩涂资源 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 促进海岛经济的发展 ∀

加强管理 保护土地资源

加强土地资源管理是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关键 ∀城镇建设应拟定合理的用地指标 应该把开

辟新区与改造老区结合起来 适当地提高建筑层数

农村居民点用地应结合农房改造 增加建筑层数 搞

好规划 逐步合并零星独房和小村 ∀要制定一系列以

保护耕地为宗旨的法令 !条例和各项实施细则 加大

执法力度 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对土地实行有偿

使用 可以促进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从切身利益出发

关心土地利用效果 尽可能地节约用地 保护土地资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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