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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用地不足、人地矛盾日趋凸显。深圳作为我国

早期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建设用地日益紧张，填海造地成为其拓

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一项重要手段。文章以深圳湾地区 1980-1988 年、1989-1994 年、1995-2000 年、

2001-2005 年、2005 至今五个时间段的卫星遥感图像为依据，分析了该地区填海造地的历史进程，并对其

进行了相应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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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沿海地区受海洋的影响，气候宜人，交通便利，适合人类居住和发展经济。目前全世界

6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 100km 内的沿海地区
[1]
。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城市发展用地不足、人地矛盾日趋凸显，“向大海要地”成为多数沿海地区城市增加建

设面积、开拓发展空间的一项重要手段。 

自 1949 年到上世纪末，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浪潮。第一次是建国初

期，这一阶段主要是围海晒盐；第二次是上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主要是围垦近海滩

涂，发展沿海农业；第三次是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至 90年代初，这一阶段发生于低潮滩和

近海区域，围垦滩涂进行近海养殖。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用

地日趋紧张，沿海各地区纷纷向大海要地，掀起了新一轮的填海造地热潮。 

深圳作为我国沿海第一个经济特区，自 1980 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已发展成

为我国沿海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建设用地日显不足。加之深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地区仅占 26.5%，这无疑进一步加

剧了土地供求矛盾。深圳自 1980 年以来，实施了多次较大范围的填海造地工程，填海造地

成为深圳缓解人地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圳湾是开展的较早且较为典型的一个填海地区。 

 

2．深圳湾概况 

深圳湾，亦称后海湾，深圳三大海湾之一。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北与深圳特区相接，南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邻, 环绕南山、福田、罗湖三个行政区域，海湾海岸线长达 30km。深

圳湾整体上呈西南—东北向延伸，向西南开口于珠江口相通，平均水深 2.9米，自然水深一

般小于 5 米，是一个半封闭的小海湾。海湾湾长 17.5km，内宽外窄，最窄处位于中部的东

角头至白泥之间，断面宽仅为 4.2km
[2]
。 

历史上深圳湾地区一直是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区

域，其优越的海洋环境以及珍惜的红树林植物，为诸

多海洋生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栖息场所。然而，深圳

特区成立以来，毗邻香港的特殊区位给前海湾地区带

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填海活动随之展开。截止到

2005年，深圳湾地区累积填海面积达到了 1963ha 。 

 

3．深圳湾地区填海造地历程 

自 1980 年以来，深圳湾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深圳湾地区的填海

造地活动息息相关。依据 1980、1988、1994、2000、2005 年的深圳湾卫星遥感图像，将深

圳湾地区的填海造地过程划分为 5个时间段，对每个时间段的填海造地的特点进行分析。 

3.1 1980—1988 年阶段 

自 1980 年深圳特区成立以来，深

圳经济在薄弱的基础上超速发展，GDP

年平均增长率在 50%以上。在这一时期，

深圳湾填海造地面积 173.31ha，约占总

填海造地面积的 9%。城市中心位于罗湖

国贸大厦和老街一带，建设活动主要集

中于罗湖口岸和南山蛇口片区。城市经济活动由早期形成的“三来一补”工业形式向工业投

资的方向转变，商业交通运输与房地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效益显著。填海造地新增土

地主要用于对外交通和工业，填海规模较小，主要集中于蛇口半岛的南端，布局较分散。 

 

3.2 1989—1994 年阶段 

1989-1994 年间，深圳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 年均增长率 25%以上，填海造地面积

303.43ha，约占总填海造地面积的 15%。特区内罗湖、蛇口、上步等城市组团基本形成，土

图 1  深圳湾地理位置 

图 2  各时期填海造地面积统计 



地价值不断上升，城市格局逐渐清晰。经济上由于商业、工业、外贸、金融等行业的高速增

长，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并重的格局，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填海造地

的新增土地主要用于对外交通、工业和商业，总体布仍然较分散，填海的形态以海岸线为基

础，大部分沿海岸呈条带状延展。 

 

3.3 1995—2000 年阶段 

1995-2000 年间，深圳年均 GDP

增长在 15%左右，城市经济进入调整

性提高阶段，填海造地面积约840ha，

占总填海造地面积的 43%。南山商业

文化中心区、滨海大道、赤湾码头和

蛇口码头大部都是在这一时期新增

土地上建设的。特区内核心组团形成

后开始向周边扩散延伸，城市规模不 

断扩大，城市格局趋于稳定。城市经济开始进行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

不断上升，经济体系逐步完善。这一阶段深圳填海速度进入高潮时期，填海规模远超过上一

时期，新增土地主要用于对外交通、工业、商业、居住，呈现多样化，总体布局较为集中，

主要在深圳湾北部。 

 

3.4 2001—2005 年阶段 

2001-2005 年间，深圳经济增长保持稳速增长，GDP 年均增长速度在 13%左右，城市用

地重点在于结构性调整，填海造地面积约 650ha，占填海造地新增土地面积的 33%。在上一

阶段的基础上，城市核心组团继续外拓延伸，并形成诸多新兴组团。由于深圳发展前期的政

策优势不复存在，城市发展遭遇瓶颈，城市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和经济体系完善阶段，重点扶

持新兴科技行业，促使经济增长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这一时期，填海造地新增土地

主要用于交通、商业、居住，虽然深圳土地供求此时最紧张，土地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但关

于填海造地活动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研究增加
[3]
，公众对填海较为敏感，政府在填海项目上

变得较为谨慎，填海规模较上期有所下降，主要集中于蛇口半岛的东侧（即后海中心区），

南端也有零星分布。 

 

图 3  填海土地用地性质统计 



3.5 2005 年至今 

2005 年以后，深圳湾地区没有进一步的填海工程，主要是继续完成上一时期未完成的

填海项目。深圳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明确规定“规划期内，除西部滨海岸线可按拟

定计划开展适当的填海工程外，其他滨海岸线地区原则上不得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

[4]
这一阶段填海项目集中于后海中心区，海岸线基本没有变化，较以往阶段填海更加理性。 

 

 

 

 

 

 

 

 

 

 

 

 

4．综合评价 

4.1 填海造地用途 

不同的历史时期，沿海地区的填海造地活动往往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不同使用诉

求。农业时代，填海的目的一般是增加耕地、盐田，发展沿海农业和养殖业；工业时代, 工

业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沿海港口的兴起，以及临港工业的发展，填海主要是为了城市工业区

和沿海港口的建设；后工业化时代，沿海地区对商业、居住、交通等性质用地需求扩大，填

海造地主要是为了满足城市对此类用地的需求。 

作为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城市，深圳填海造地的目的显然掠过了农业填海造地的阶段，

其新增的土地主要用于满足城市对交通、工业、商业、居住、市政等用地的需求。依据填海

造地的目的不同，将深圳湾地区填海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后工业阶

段。 

（1）工业阶段（1980—1994） 

图 4  各个时期新增土地面积性质统计 



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社会经济在工业投资和对外贸易带动下，持续高速增长，

经济活动集中于蛇口片区的工业区开发和沿海港口的建设。深圳湾地区的填海造地集中于蛇

口半岛的南端和东侧，新增土地主要用于港口、工业区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2）过渡阶段（1995—2000） 

1995—2000 年期间，随着深圳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需求扩大，供需矛盾突

出。城市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该段时期填海造地面积广泛，主

要集中于深圳湾北侧，蛇口半岛南侧及东侧也有分布。新增土地主要用于对外交通、工业、

商业和居住。 

（3）后工业阶段（2000至今） 

2000 年以后，深圳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和经济体系完善阶段，重点扶持新兴科技行业，

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这一时期的填海造地引发的环境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填海更趋理性。

填海工程主要集中于后海片区，新增土地用于满足城市对交通、商业、居住的需求。 

 

4.2 经济评价 

1980～2005年间，深圳湾地区新增

填海造地面积约 1963.17ha，其中以

1995-2000 年填海面积最大，新增土地

面积 840ha，约占新增土地总面积的

43%，这极大促进了深圳湾地区的发展。 

依据深圳市总体规划和南山区分区

规划，对填海造地的各类性质用地进行

了较详细的面积统计。其中以道路广场

用地居多，约 433ha，占新增土地的 22%，其次为居住用地，约 380ha，占新增土地的 20%，

具体结果如图 5所示。 

目前，填海造地的经济成本约每亩 20 万元，在 1980-2005 年间，政府填海造地总投入

约 59 亿元。参考目前政府土地出让价格，对填海造地的新增土地的价值进行估算。由于地

块的区位、面积、容积率等的不同，地块价格差异很大。依据 2013 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公布的用地基准价格，对各类性质的用地的地价采取均值估算。其中，商业服务设

施用地 3950元/㎡，居住用地 3620 元/㎡，工业用地 650元/㎡。通过对各类性质用地价值

的估算，1980-2005 年间填海造地工程给深圳政府带来了约 275亿的财政收入，具体估算数

图 5  各性质用地面积统计 



据参照表 1。 

用地性质 面积（ha） 参考单价（元/㎡） 估算总价（亿）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150.37 3950 59.4 

居住用地 376.81 3620 136.4 

政府社团用地 251.64 500 12.6 

道路广场用地 433.52 500 21.7 

对外交通用地 340.54 500 17 

绿地 316.9 500 15.8 

工业用地 81.44 650 5.3 

水域 137.42 500 6.87 

注：道路广场用地、对外交通用地、绿地及水域的价值估算参考政府社团用地 

由此可见，深圳湾地区的填海造地活动有效的缓解了深圳土地供需的矛盾，开拓了城市

发展空间。此外，滨海大道、蛇口港及深圳湾大桥等工程的兴建，极大减轻了深圳湾地区的

交通压力，加强了深圳同外部（特别是香港）的联系。同时，填海造地工程也给政府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数百亿元，带动了深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3 环境评价 

沿海地区的海岸线是在各种动力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的，处于一个相对动态

平衡的状态，而围海造地是在短时间、小尺度范围内改变自然海岸格局，对系统产生强烈的

扰动，造成新的不平衡，有时甚至会引发环境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
[5]
。深圳湾地区的填海

造地活动，给城市带来可观收益的情况下，对海湾生态环境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1）填海造地打破了深圳湾地区原有海岸线的动态平衡，破坏了近海海域生态环境，

引起沿海滩涂和湿地面积锐减，导致海洋生物无处繁衍生息，海洋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另

外围填海施工期间，施工区域鱼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鱼群的栖息环境和鱼类

的洄游规律，疏浚回填区的贝类和部分底栖动物也被掩埋致死，导致渔场外移与海水增养殖

产量的减少
[6]
。 

（2）填海造地减少了深圳湾面积，导致海湾纳潮量迅速下降，泥沙和淤泥堆积，海水

交换能力大幅度下降，削弱了海水的净化能力，加剧了海湾地区的海水污染。此外，深圳湾

地区是深圳人口密集、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大量工业、生活污水的排入，导致海水污染进

表 1  各性质用地价值估算 



一步加剧，加大了海湾赤潮发生的概率。 

（3）填海造地缩短了沿海海岸线长度，破坏了海岸自然景观，降低了自然景观的美学

价值。深圳湾地区原有的优秀自然景观被人工景观所替代，此过程的不可逆性致使很多海岸

景观价值被破坏甚至彻底消失。 

对于填海造地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世界沿海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削弱填海造地造

成的不良影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荷兰就开始实施“还地为湖”“退滩还水”等一系列

计划，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有效改善了沿海生态环境。日本专门设立了“再生

补助项目”
[7]
，严格控制填海工程规模，采取多种措施尝试恢复近海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多

样性。韩国新万金工程针对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调查评价
[8]
。 

2005年之后，深圳湾地区填海活动基本停止，海湾生态环境却进一步恶化。目前的当务

之急是严格限制深圳湾地区的填海工程，通过借鉴国外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恢

复近海滩涂和湿地，为海洋生物营造一个良好的栖息场所，维护海湾生态平衡。 

 

5．结语 

人类在沿海地区的填海造地活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填海造地的方法、技术也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和改善。纵观深圳湾地区填海历程，填海造地有效缓解了深圳

发展用地不足的紧张局势，促进了深圳经济发展；然而，填海造地在短时间内改变海域属性，

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引发了深圳湾地区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故填海造地工程应当着眼长

远，综合评价其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严格控制填海的范围和规模，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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