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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表 

集中论

证主体 

单位名称 沙埔镇人民政府 

法人代表 姓名 陈培明 职务 
党委副书记、

镇长 

联系人 

姓名 郭建团 职务 
沙埔国土资源

所副所长 

通讯地址 沙埔镇政府大院国土资源所 

项目 

用海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福清市沙埔镇海域区块八开放式海水养殖 

项目地址 福清市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经营性 √ 

用海面积 623.6922 公顷 投资金额 / 

用海期限 15 年 
预计就业 

人数 
/ 

占用岸线 

总长度 0 m 
预计拉动区

域经济产值 
/ 

自然岸线 0 m   

人工岸线 0 m   

其他岸线 0 m   

海域使用类型 
“渔业用海”中的“增养

殖用海” 
新增岸线 0 m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开放式养殖 623.6922 公顷 筏式养殖 

 
 



 

 

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1 论证工作由来 

沙埔镇位于福清市龙高半岛东南末端，东部与东瀚镇隔海相望，西部与三山镇仅

一港之隔，南联兴化湾，北部同高山镇接壤。辖区海岸线曲折漫长，总长度达 70 km，

开阔浩大的良好海域生态环境适宜海产动植物栖息繁衍，为该海域开放式养殖提供了

大面积条件优越的海域，具有优越的资源优势及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空间。当地村民大

多数从事海上养殖，海带、紫菜、牡蛎、鲍鱼养殖成了村民的主导产业。 

养殖用海是传统的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对保障广大渔民生产生活、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养殖用海规模不断扩大，

沙埔镇近岸海域不同程度存在养殖用海布局不合理、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管理衔

接不畅、养殖生产者合法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 

2021 年 11 月 15 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专

项规划》，提出加快完善海洋设施、壮大海洋产业、提升海洋科技、保护海洋生态、

拓展海洋合作、加强海洋管理，推进湾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 号）：“沿

海各省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渔业渔政）部门组织市、县级人

民政府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稳妥有序的原则分类处置现有养殖用海。要严格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规定，结合

各地区实际，积极推进“两证”核发工作，原则上到 2025 年底实现“两证”应发尽

发，切实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各类养殖用海者的合法权益”。养殖用海区按照《自

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 号）和《自

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规定

进行整体海域使用论证。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做好养

殖用海管理工作的通知》（闽自然资函〔2024〕337 号），省级及以下审批权限的养

殖用海，海域使用论证原则上由沿海县（市、区）政府指定机构负责开展整体论证，

单位和个人申请养殖用海时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动养殖海权改革增量扩面工作的通知》（榕政办规〔2024〕10 号），2025 年 3

月底前，全市养殖用海不动产权证书应办尽办，养殖证应发尽发，符合条件的养殖用

海“两证”发放率达到 100%；沿海各县（市）区依规对连片养殖海域统一开展养殖



 

 

用海海域使用论证，单宗项目申请养殖用海可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 

为规范海域使用管理，推进沙埔镇近岸海域养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维护海洋

生态环境，促进海上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养殖用海者的合法权

益，沙埔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辖区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和生态红

线管控要求的未确权养殖用海集中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办理海域使用权确权手续。本

项目的实施可完善海区养殖布局，实现渔（农）民增产增收，推进养殖用海管理工作，

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域使用论证管理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沙埔镇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11 月委托福建省水产设计院对本项目用海

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编制《福清市沙埔镇海域区块八开放式海水养殖海域使用论

证报告表》，我院依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42361-2023）的要求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通过科学的调查、调研、计算、分析和预测，对项目用

海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工作。 

1.2 建设项目名称、申请主体及地理位置 

1.2.1 用海项目名称、申请主体 

项目名称：福清市沙埔镇海域区块八开放式海水养殖 

项目用海申请主体：福清市沙埔镇人民政府 

1.2.2 项目区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地理位置见图 1.2-1。 



 

 

 

图 1.2-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1.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平面布置及主要结构 

1.3.1 福清市沙埔镇开放式养殖总体情况 

福清市沙埔镇开放式养殖总面积约 5500 公顷，包含底播养殖、筏式养殖、滩涂

海水养殖和网箱养殖等，养殖品种主要为海带、紫菜、牡蛎和大黄鱼等。 

为方便行政管理，保障渔业生产活动有序开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养殖规划、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海底电缆管道保护区等，福清市沙埔镇人民政府将现状开放式

养殖划分为 10 个区块，各区块间预留 20 m 以上的宽度作为渔业生产作业通道。本项

目为福清市沙埔镇海域区块八开放式海水养殖。 

1.3.2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为区块八，在福清市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开展筏式养殖，养殖品种为海

带和牡蛎，总养殖面积 623.6922 公顷。项目区海域现存大量养殖用海活动并已养殖多

年，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 

本项目 



 

 

1.3.3 总平面布置 

本项目为现状的筏式养殖，养殖品种为海带和牡蛎，筏式养殖区呈不规则多边形，

总面积约 623.6922 公顷。项目养殖筏基本单元尺寸为 80×18 m。根据《海籍调查规

范》，养殖筏桩脚架外缘连线外扩 20~30 m 的边线作为养殖筏架设施使用，养殖筏基

本单元之间横向间距为 30 m，纵向间距为 20 m，养殖筏与项目区边界至少预留 20 m

距离以有效保障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运营安全。此外，本次养殖区块布局，考虑周边

已确权养殖用海、无居民海岛、海洋生态红线和禁养区，没有与周边养殖用海活动存

在用海重叠；并与无居民海岛留有 100 m 以上安全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养殖活

动对上述区域的影响。实际养殖布置可能根据水流、水深、周边现状等因素做适当调

整。 

1.3.4 主要结构、尺度 

1.3.4.1 养殖筏结构 

养殖筏系统由浮绳、浮球、橛缆和桩锚、网笼、吊绳和坠石等组成。 

养殖筏内牡蛎养殖采用吊养法，海带养殖采用平养法，每 80 m×4.5 m 为一养殖

单体。牡蛎网笼每隔 1.5 m~1.7 m 吊挂在浮球之间的筏绠上，每筏 53 笼，吊绳要绑紧

防止其左右滑动，造成网笼或保育网袋串绞缠打结。海带纵向由浮绠连接，中间采用

环保浮球提供浮力，横向夹苗绳上养殖海带，两条浮绠绳之间均匀绑挂长 6 m~7 m、

直径 1.5 cm 的夹苗棕绳。养殖筏顺流设筏，纵向由浮绠连接，浮绠采用环保浮球提供

浮力，两端通过橛缆与海底桩锚连接牢固。 

（1）浮绳 

材料为聚乙烯化学纤维绳缆，浮绳长 20 mm×80 m，夹苗绳材料为尼龙绳或棕绳

（直径 1.5 cm、长度 6～7 m）。 

（2）橛缆 

材料与浮绠相同，直径≥35 mm，长度随水深而异，一般是水深的 2 倍（橛缆∶

水深＝2∶1），风浪、海流较大的海区为 2.5 倍～3 倍（橛缆∶水深＝2.5～3∶1）。  

（3）桩锚 

桩脚用直径 20 cm，长 2 m 的木桩或竹桩打入海底；每个养殖基本单元使用 12/24

根木桩。 

（4）环保浮球 

用 HDPE 材料制成直径 30 cm～40 cm，颜色为蓝色、墨绿色等深色系为主的新型



 

 

环保浮球。相比传统浮球其具有环保性、耐用性、轻便性以及高浮力，使用寿命是传

统浮球寿命的 3-5 倍。 

1.3.4.2 吊笼结构 

吊笼养殖牡蛎，由聚乙烯网笼和吊绳组成。网笼呈圆柱形，是用直径 30-35 cm 的

有孔塑料盘和网目为 6-20 mm 的聚乙烯网片缝制而成的，分 5-10 层，每层间距 15-25 

cm。聚乙烯网片网目的大小，应根据牡蛎个体大小来选择，以不漏出牡蛎为原则。本

次采用网目 2 cm，有孔塑料盘直径 30 cm。吊绳多用聚乙烯绳，直径 0.5 cm，长度 80~100 

cm。 

1.3.5 主要养殖品种 

（1）海带 

海带是多年生大型食用藻类，藻体为长条扁平叶状体，褐绿色，有两条纵沟贯穿

于叶片中部，形成中部带，一般长 1.5-3 m，宽 15-25 cm，最长者可达 6 m，宽可达

50 cm。适宜生长在透明度较好，流大浪小的海域，近年来随着人工养殖技术的成熟，

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水深流大浪大的海域也可作为养殖区。 

（2）牡蛎 

牡蛎是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俗称海蛎子、蚝等。贝壳近长形、圆

形、三角形，受外界环境影响，壳形极不规则。两壳不等，左壳较大、凸出，营附着

生活，右壳稍小、较平。外被鳞片，易脱落，少数种类放射肋明显，有的小蛎属牡蛎

壳上密布棘刺。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绞合部无齿，韧带槽发达。闭壳

肌 1 个，肌痕明显，褐色或无色，无足和足丝。全世界约有 100 余种牡蛎，中国已发

现 20 余种，由潮间带到水深 20 m 左右的海水中一般都有牡蛎生活。牡蛎是世界第一

大养殖贝类。 

1.3.6 养殖工艺 

1.3.6.1 养殖方法 

（1）海带 

本项目采用浮筏式夹苗养殖法养殖海带，一般出库幼苗经 20 天左右下海暂养后

一般体长达到 8-10 cm 以上时（12~1 月份）即可开始分苗，将海带苗用绳索串在绳子

上，夹在养殖筏上；项目海域营养盐充足，海带养殖过程无需投放饵料，藻类自然生

长。分苗养殖：即将生长在附苗器上的海带幼苗剔下来，再夹到养殖苗绳上，经过这



 

 

个过程再进行养成。通常是在水温适宜时选择相对健壮的海带幼苗进行养殖。每 3.5～

4 m 的苗绳夹苗 90～130 株。 

（2）牡蛎 

牡蛎育苗过程在陆域进行，不占用海域，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养殖场从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种苗场，购买符合养殖场条件的苗种。放苗前进行苗种检疫，

杜绝将不健康或带病原的苗种投放到海区中，以免引起疾病的流行和传染。将运来的

苗种及时分到暂养笼中暂养。养殖笼 10 层，暂养 3~4 个月，暂养笼垂放置最底层达

水面下 4.5 m 处。 

待贝苗长至 4~5cm 后，分苗入网径 2~4 cm 的养成笼，每笼 9-10 层进行养殖，分

苗需将暂养笼运回陆地，在陆上完成分苗。整个操作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在阴

凉场所进行，如果气温高，最好是在早晚气温低时进行；二是动作要快，就是使贝苗

离水时间最短，减少干露时间，防止贝苗脱水死亡。 

1.3.6.2 养殖日常管理 

（1）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养成期另一日常管理工作，要经常检查浮绠、桩绠是否有磨损，养殖

架是否牢固、海带是否有缠绕等；并做好病害防治。随着海带生长到一定大小时，及

时进行疏散，避免密度过大。 

（2）防风 

台风对于养殖设施破坏性很大，还会卷起泥土埋没固着器。因此，台风过后，要

及时抢救，扶植被埋没的固着器材。 

1.4 项目主要施工工艺回顾性分析 

（1）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养成期另一日常管理工作，要经常检查浮绠、桩绠是否有磨损，养殖

架是否牢固、海带是否有缠绕等；并做好病害防治。随着海带生长到一定大小时，及

时进行疏散，避免密度过大；随着牡蛎的生长，应及时增补浮漂，以免养殖物生长增

重后筏架下沉。增加的浮球原则上要使筏身维持飘浮于水面不使下沉，否则水层加深

牡蛎易拖泥死亡。 

（2）防风 

台风对于养殖设施破坏性很大，还会卷起泥土埋没固着器及牡蛎。因此，台风过

后，要及时抢救，扶植被埋没的固着器材。 



 

 

 

（3）清除附着物 

经常洗刷网笼，及时清除附着生物及淤泥等附着物，确保笼内外水流畅通。红螺、

荔枝螺等肉食性腹足类对牡蛎的危害极为严重，而藤壶、海鞘、苔藓虫等与牡蛎争夺

附着器和食物，影响牡蛎的附着和生长；其他如锯缘青蟹、虾类和一些鲼科鱼类对牡

蛎的危害，也相当严重，要定期进行清除。 

1.5 论证工作等级、论证范围和论证重点 

1.5.1 论证等级 

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为“渔业用海”中的“增养殖用海”，用海方式为“开放式”

之“开放式养殖”；申请用海面积623.6922公顷。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中

的海域使用论证等级判据（表1.6-1），判定本项目的论证等级为三级，故本次论证编

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表 1.5-1  本项目论证等级判定依据 

一级用

海方式 
二级用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域

特征 

本项目 

用海规模 

本项目 

论证等级 

开放式 开放式养殖 
用海面积＜ 

700 公顷 
所有海域 用海面积 623.6922 公顷 三级 

1.5.2 论证范围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本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

等级为三级，论证范围为项目用海边缘线外扩 5 km 范围内的海域，并且应覆盖项目

用海可能影响到的全部海域。 

1.5.3 论证重点 

本项目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中的“增养殖用海”，参照《海域使用论证技术

导则》中的附录 C，并结合项目用海具体情况和所在海域特征，判定本项目论证重点

为： 

（1）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2）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1.6 项目用海需求 

1.6.1 海域使用类型及用海方式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分类一

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为“增养殖用海”。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一级类为“渔业

用海”，二级类为“开放式养殖用海”；用海方式一级为“开放式”，二级为“开放

式养殖”。 

1.6.2 申请用海范围 

根据本项目的平面布置，以《海籍调查规范》为依据，确定本项目用海范围及界

址点坐标，项目申请开放式养殖用海面积 623.6922 公顷。 

1.6.3 占用岸线情况 

项目用海不占用海岸线，也不形成新的岸线。 

1.6.4 申请用海期限 

本项目开展筏式养殖，属养殖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养殖用海最高期限为 15 年。因此，本项目申请 15 年用海期限，

后续可根据运营情况，另行申请用海续期。 

1.7 项目用海必要性 

1.7.1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规划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农林牧

渔业的鼓励类“14、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因此，项目建设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项目建设是打开“蓝色粮仓”，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除了吃粮食，吃陆地上的食物，还要靠海吃海。在大食物观

的视域下，辽阔的海洋就是蓝色的粮仓、丰茂的牧场。目前全国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首次达到 24 kg，耕海牧渔成为中国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海洋、感受海洋才能

更好认识海洋、热爱海洋，向海洋要食物、要蛋白、要能源，不断扩大海洋开发领域，

让海洋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福建考察指导，对福建提出了“四个更大”等重

要要求，强调“要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为福建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 年 5 月，省政府印发《加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加快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因此，大力发

展海上养殖，是打开“蓝色粮仓”，落实粮食安全战略、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 

（3）项目建设是促进沙埔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养殖用海是传统的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对保障广大渔民生产生活、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养殖用海规模不断扩大，

沙埔镇近岸海域不同程度存在养殖用海布局不合理、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管理衔

接不畅、养殖生产者合法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 

2023 年 6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提出要加快“未批已填”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优化项目用海用岛审批程序：“开展集中连片开发区域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对

集中连片开发的开放式旅游娱乐、已有围海养殖等用海区域，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需

要组织开展区域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单位和个人申请用海时，可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

证。”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23〕55 号，附件 1），新增养殖用海必须依法依规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

记为海域使用权）和养殖证（简称“两证”），确定长期稳定的使用期限，且“两证”

载明的期限、主体、范围保持基本一致。本项目为沙埔镇人民政府辖区内未确权的养

殖用海集中补办海域用海审批手续，是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实现依法依规用海的关键

一环。 

1.7.2 项目用海必要性分析 

本项目是对现状海水养殖补办用海手续，项目用海建设符合区域发展和国家相关

政策的要求；海带和牡蛎养殖需要一定的水深条件，需占用一定面积的海域，项目用

海是必要的。 

所以，本项目建设是必需的，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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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2.1 海洋资源概况 

2.1.1 港口岸线资源 

（1）港口资源 

兴化湾内现有福州港江阴港区和湄洲湾港的兴化港区，是福建沿海重要港口之

一，其中江阴港区是福建的两集区域中心之一，是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为海西

枢纽港。江阴港区由壁头、牛头尾、万安和下垄四个作业区组成，是福州港重点发展

的综合性港区，以集装箱、煤炭、散杂货和化工品等货类运输为主，兼顾商品汽车滚

装运输。江阴港区目前建有 10 个泊位，其中深水泊位 7 个，设计通过能力 750 万吨，

集装箱 175 万 TEU。兴化港区现有三江口作业区、涵江作业区、石城作业区、北高作

业区、南日岛作业点。现共有生产性泊位 9 个，均为 3000 吨级及以下泊位，货物年

通过能力 126 万吨；在建 3000 吨级泊位 1 个。 

（2）航道资源 

兴化湾主要有兴化水道和南日水道两条进出港水道，这两条水道都具备全天候进

出5万吨级船舶的条件。江阴港区进港航道航线起于兴化水道东口门小月屿附近，沿-20 

m天然深槽经白屿南穿过兴化水道西口门进入兴化湾，航道进入兴化湾内航线后，仍

沿深槽往西北延伸至江阴港区1#泊位调头区为止，全程航线43.88 km，航道设计底宽

360 m（双航道），航道设计底高程-15.5～-17.2 m（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航道转弯

半径1470～2940 m，可满足5万吨级集装箱船舶全天候双向通航。 

下垄支航道可满足3000吨级集装箱船兼5000吨散杂货船单向通航，航道从小麦屿

东侧至融侨码头，全长约8.4 km，航道宽度66 m，航道设计底标高-1.8 m（理基）。

采用单向乘潮通航，乘潮历时1.5h、乘潮保证率80%、乘潮水位5.6 m。下垄支航道与

本项目相距约0.22 km。 

福清核电厂大件码头进港航道从江阴港区5万吨级进港航道兴化8＃灯浮附近接

入至核电3000吨级码头，支航道全长22.44 km，航道设计底标高-3.6 m，设计宽度150 

m，航道设计底高程为-3.1 m，3000吨级单向通航。 

（3）锚地资源 

目前，兴化湾已开辟小月屿锚地、塘屿南锚地、白屿东锚地、引航备用锚地、将

因锚地、危险品船舶专用锚地。锚地总面积19.1 km2，各锚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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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月屿锚地：为引航锚地，位于小月屿东侧，面积约为5.6 km2，水深在22.7 m以

上。塘屿南锚地：为引水联检锚地，位于塘屿岛的西南侧，面积约为4.3 km2，水深在

18.8 m以上。白屿东锚地：为引水联检备用定锚位锚地，位于白屿的东侧、仁屿西南

侧，面积约为3.3 km2，水深在17.8 m以上。引航备用锚地：位于白屿锚地西北侧，面

积约为0.7 km2，水深在16.0 m以上。江阴待泊锚地：为待泊锚地，位于牛屿东南侧，

面积约为5.9 km2，水深在13.5 m以上。危险品船舶专用锚地：为5万吨级危险品船舶

锚地，位于后青屿北侧，面积约1.3 km2，水深在16.1 m以上。 

2.1.2 渔业资源 

目前兴化湾的海水养殖品种主要有鱼类、甲壳类、贝类和藻类等四大类。其中鱼

类养殖品种主要有大黄鱼、石斑鱼、美国红鱼、革兰子鱼、鲈鱼、真鲷、黑鲷、黄鳍

鲷、大弹涂渔等，主要为网箱和池塘养殖；甲壳类主要养殖品种有长毛对虾、中国对

虾、日本对虾、斑节对虾、角额新对虾、锯缘青蟹、梭子蟹等，主要为围垦养殖；贝

类主要养殖品种有花蛤、缢蛏、牡蛎、泥蚶、贻贝、鲍等；经济藻类主要养殖品种有

紫菜、海带、江蓠等。 

江阴半岛东部海区和江镜农场堤外海区为主要的缢蛏自然苗种区；滩涂牡蛎产区

的中高潮区均可采到褶牡蛎苗种；花蛤育苗垦区主要分布在福清附近湾口区沙埔和东

瀚等地滩涂。 

2.1.3 岛礁资源 

兴化湾地处闽中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海域面积大，滩涂宽阔，底质类型

齐全，岛礁众多。湾内面积较大的7个岛屿为：目屿、小麦屿、牛屿、后青屿、黄瓜

岛、西筶杯岛、东筶杯岛。项目区位于目屿岛东侧，目屿岛位于沙埔镇南部，距大陆

最近点约1.35 km。因岛东部山峰呈马头高昂破浪游向陆岸，故称野马岛；又因该岛古

代曾为监海哨位，又称目屿。该岛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613 km，宽约2.173 km。

岛上有2个自然村，以渔业为主，周围海域产鳗鱼、鲳鱼、大黄鱼、马鲛鱼和梭子蟹

等。本项目用海范围内没有海岛，拟申请用海与周围无居民海岛设置了至少100 m的

距离，周围分布的无居民海岛有白礁屿、赤山屿和小蛋屿等。 

  

2.1.4 旅游资源 

兴化湾岛礁遍布，具有许多独特的海岛地貌景观，是开展海岛观光、休闲度

假旅游的理想资源。根据《福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小麦屿和球尾沙滩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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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可建设为海滨游览区、度假村、海滨浴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目前

已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主要有目屿海岛度假旅游区、小麦岛海上乐园、球尾海滨

沙滩和柯屿—过桥山度假区等。其中以球尾沙滩、小麦屿及目屿岛最具吸引力。 

2.2 海洋生态概况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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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3.1 资源影响分析 

3.1.1 占用海域空间资源情况 

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 623.6922 公顷，项目建设不占用海岸线，也不形成新的海岸

线。 

3.1.2 海洋生物资源影响分析 

本项目筏式养殖的锚固系统固泊作业过程悬浮泥沙增量不大，影响范围和影响时

间很有限。因此，悬浮泥沙入海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很小，且目前养殖设施已完成施工。

本项目筏式养殖除养殖设施所用固泊的锚或桩会占用极少海底生态生境外，整体养殖

设施不占用滩涂湿地，对海洋底栖生物影响小，在施工、运营、采收阶段对海洋生物

资源均不产生影响。因此，项目用海对海洋生物资源基本不产生影响。 

3.1.3 其他自然资源影响分析 

项目区内没有规划港口航道和锚地，项目建设不占用港口航道和锚地资源；项目

区内及附近无矿产和旅游资源，项目用海对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会产生影响。 

项目区附近的岛屿主要有福清白礁屿、赤山屿和小蛋屿等 3 个无民居海岛，项目

用海与周边无居民海岛均保留至少 100 m 的安全距离，不占用无居民海岛，项目建设

没有对周边的岛礁进行连岛、爆破等破坏岛礁属性的作业，对岛礁资源没有损耗。 

3.2 生态影响分析 

3.2.1 项目用海对水文动力及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1）水文动力条件影响 

筏式养殖会对波浪和潮流运动起到一定的迟滞作用，因此在筏式养殖区的背浪面

和背流面，波高和水流速度会略有降低。但由于筏式养殖仅分布在表层，因此，仅在

局部海区对水动力环境有轻微影响，对于整个评价海区的水动力环境影响不大。 

（2）冲淤环境影响 

项目区周边海域冲淤环境主要由泥沙输运、沉降形成。由于泥沙受潮汐涨落的波

动作用形成悬浮—扩散—运动。因此，本项目建成后周边海域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

将导致冲淤环境也发生变化。但项目区含沙量小，并且项目建设对周边水动力条件影

响小，因而对冲淤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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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用海对水环境影响分析 

3.2.2.1 项目施工期水环境回顾性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只有锚固设施打入位于海域底土，其余设施悬浮于水体中。

项目施工过程中仅锚固设施投放时会造成底土扰动，产生悬浮泥沙的源强很小，且木

桩和竹桩投放施工时间短，产生的悬沙源强为瞬时源强。考虑到本项目施工产生的悬

浮物属于养殖区海域，它们的环境背景值与该海域沉积物背景值一样，只是将沉积物

的分布进行了重新调整，因此，施工期悬浮物对工程海域沉积物质量的影响很小，经

沉淀后沉积物的性质基本不变，不会明显改变工程海域沉积物的质量，海域沉积物环

境基本可以维持现有水平。 

施工废水包括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船舶油污水，陆域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村庄

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施工期仅使用的施工船为长度 12 m 左右的小型木船，

无生活舱，船舶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产生量较小，可忽略不计。 

综上，在严格落实相关环保措施的情况下，项目施工对海域水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3.2.2.2 项目运营期水质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藻类营养成分的文献资料、物料平衡原理，结合海带蛋白质平均含氮量进行

计算，每吨海带等约可吸收氮20.88 kg，可吸收磷0.19 kg；因此，本项目藻类养殖，

有助于吸收海水中的N、P等营养物质，对水质有净化作用，有利于改善水质环境。 

根据《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贝类海水养殖业的总氮、总磷和COD 

排污系数分别为-7.355 g/kg、-0.558 g/kg和6.335 g/kg。由此可见，贝类养殖投产后海

区总氮、磷均略有下降，COD排放量略有增加。 

因此，本项目营运期藻类和贝类养殖生产将吸收海水中的N、P等营养物质，对水

质有净化作用，有利于改善水质环境。 

3.2.3 项目用海对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3.2.3.1 施工期海洋沉积物环境回顾性影响分析 

施工悬浮泥沙进入水体中，其中颗粒较大的悬浮泥沙会直接沉降在养殖区附近海

域，形成新的表层沉积物环境，颗粒较小的悬浮泥沙会随海流漂移扩散，并最终沉积

在项目区周围的海底，将原有表层沉积物覆盖，引起局部海域表层沉积物环境的变化。

由于施工期间产生悬浮泥沙来源于项目海域表层沉积物，一般情况下对沉积物的改变

大多是物理性质的改变，对沉积物的化学性质改变不大，对养殖区既有的沉积物环境

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质量的变化。此外，施工中只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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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将施工生活垃圾和施工废弃物一同清运至垃圾处理场处理，避免直接排入海

域，对项目海域沉积物的质量影响很小。 

3.2.3.2 运营期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藻类自身死亡个体、贝类养殖产生的排泄物等以固态溶解态形式直接进

入海洋环境中，引起沉积物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增加，进而导致沉积物耗氧量增加，

水体富营养化，促进微生物发展。而在缺氧情况下，有机污染物在微生物（如硫酸盐

还原菌等）的厌氧分解作用下将产生硫化氢、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有毒物质，使沉积物

变稀、变黑并伴有臭鸡蛋味，沉积环境恶化。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物、有机碳和有机氮大部分都为生物可利用的形

式，可为藻类吸收利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藻类死亡个体所带来的沉积物环境影响；

另外，项目位于湾口海域，所在海区水动力条件较好，可较好的对藻类死亡个体进行

稀释，降低死亡个体对养殖区沉积物环境的影响。 

综上，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藻类死亡个体对沉积物环境具有一定影响，但死亡

几率低，且藻类死亡个体可被鱼类捕食，因此沉积物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

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的显著变化。 

3.2.4 项目用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3.2.4.1 施工期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锚固设施投放会扰动表层底土，但产生的悬浮泥沙很少，且施工期较短，

对海域环境影响较小，并且项目目前已经施工完成。项目设置为全浮动式，除锚固设

施外，没有占用底栖生物环境，且竹桩和木桩的直径很小，对底栖生物环境的影响很

小。因此，本项目施工期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船舶含油废水，只要加强管理，严禁施工船

舶、施工机械产生的各种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同时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含油

污水进行收集至岸上交给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进入水体的石油类等污染物的量就

很小，对海洋生态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也很小。 

3.2.4.2 营运期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海带养殖处于纯天然环境，生长过程无人工干预，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水体中的碳、

氮、磷等营养物质，对沿海区域氮、磷等物质超标的现状具有改善作用，降低水体的

富营养化，减少赤潮发生的概率。同时，藻类养殖区还是各种鱼类的栖息地和觅食场

所，对游泳动物的生长环境也是比较有利的。因此，藻类养殖总体上对海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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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是正面的。 

本运营期，贝类会滤食天然水体中的浮游藻类，对水体中的藻类起清除作用，有

助于水质提高。本项目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海域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既满足本项

目营养盐需求，又提高海水水质环境，进而有利于海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本项

目的实施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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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4.1 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4.1.1 社会经济概况 

（1）福清市 

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理坐标为北纬

25°18′~25°52′，东经 119°03′~119°42′。北与长乐区、闽侯县、永泰县交界，西与莆田

市毗邻，东隔海坛海峡与平潭县相望，南濒兴化湾与莆田市南日岛遥对。福清市是一

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是全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县市，全国村镇建设试点县市，是

全国著名侨乡，历史悠久，素有“文献名邦”之称誉。除汉族外，也有不少回族、蒙

古族、畲族。也是一座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新兴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1990 年撤

县建市，现辖 17 镇 7 街 475 个村（社区），市域总面积 2430 km2，其中陆域 1519 km2，

海域 911 km2。岸线总长 348 km，有大小岛礁 866 个。 

2023 年福清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82.79 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6.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39.62 亿元，同比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796.10 亿元，

同比增长 7.1%；第三产业增加值 747.07 亿元，同比增长 6.9%。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8.3:48.1:43.6 调整为 8.3:47.3:4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9009 元，同比增长 6.6%。

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45.78 亿元，同比增长 4.0%。其中，农业产值 73.57 亿元，

同比增长 4.4%；林业产值 0.64 亿元，同比下降 3.5%；牧业产值 33.07 亿元，同比增

长 3.0%；渔业产值 127.12 亿元，同比增长 4.3%；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1.38 亿元，

同比增长 4.3%。 

（2）沙埔镇 

沙埔镇，是福建省福清市辖镇；原名华埔镇，后因村东海湾有一片沙滩而易名。

沙埔镇地处福清龙高半岛东南末端，东部与东瀚镇隔海相望，西部与三山镇仅一港之

隔，南联兴化湾，北部同高山镇接壤，总面积 40 km2，海岸线长 70 km。下辖西叶、

江南、西山、赤礁、和联、官厅、和岐、沙埔等 22 个行政村，70 个自然村。 

2023 年，沙埔镇开展了镇级花蛤苗养殖场排洪河堤改造提升，环保浮球项目转型

升级，“海上牧场”鲍鱼平台养殖等项目；实现限上社会零售业约 1.4 亿元，规上工

业产值 4.7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8.38 亿元，全年税收达 12.76 亿元，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达 1210.8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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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海域使用现状 

本项目位于福清市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和收集到的相关资

料，项目区周边海域海洋开发活动主要有渔业用海、电力工业用海和交通运输用海等。 

4.1.3 项目周边海域使用权属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并向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查询，项目申请海域未设置海域使用

权，项目区周边 500 m 范围内亦无有效权属。 

4.2 项目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 

本项目不会改变原有海域的自然属性，对海底地形地貌、海洋生态环境等自然资

源影响较小。本项目是对未确权的现状养殖用海集中开展海域使用论证，因此，项目

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周围用海项目是否有冲突，权属边界与其他

乡镇是否有冲突，对海上航行活动是否影响较大等。 

（1）对海水养殖的影响 

本项目周围无确权海水养殖用海项目，界址清楚，没有冲突。本项目海水养殖已

开展多年，与周边海水养殖可以共存，无相互影响，故项目用海对周边海水养殖基本

没有影响。 

（2）对码头的影响 

本项目仅是对原有养殖进行规范化管理，没有新增养殖，因此项目不会增加牛峰

村牛头尾渔港和目屿岛等码头的运营压力。周边其余码头距离较远，项目建设基本不

会对其造成影响。 

（3）对航道及锚地的影响 

养殖区之间已预留出当地渔民出海作业的习惯航路。项目区未占用兴化湾江阴主

航道和引航备用锚地，且项目建设不会对周边海域的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造成影响，

基本不会对航道和锚地运营造成影响。但项目业主应严格要求养殖人员选择质量好的

浮绳、橛缆，尽量减少出现走锚、断锚，同时建议业主在运营期间加强监管，台风过

后应立即要求养殖人员进行检查修复锚固设施，避免影响船舶通行。在此基础上，项

目建设基本不会对附近航道上来往船舶造成干扰。 

（4）对目屿岛支线的影响 

福清目屿岛支线于 2007 年左右进行冲埋，目前由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清

供电公司进行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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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海湾等狭窄海域电缆两侧各 100 m范围内属于

电缆保护区，将禁止在从事挖砂、钻探、打桩、抛锚、拖锚、底拖捕捞、张网、养殖

或者其它可能破坏海底电缆管道安全的海上作业。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与该电缆留有 100 m以上的安全距离。项目在保护区外开

展开放式养殖，可以满足《海底电缆管道保护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正常情况下不

会对风电项目安全和运维管理产生影响。 

（5）对相邻村庄的影响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范围内可能涉及沙埔镇下辖的牛峰村和锦城村，因此，本项目

申请用海时需征求牛峰村委会和锦城村委会的意见。 

4.3 利益相关者界定 

鉴于项目用海与江阴主航道和引航备用锚地距离较近，将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

列为需协调部门。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本项目特点以及上述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界定

本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为：牛峰村委会和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清供电公司。需协

调部门为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 

4.4 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略。 

4.5 项目用海对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的协调性分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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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5.1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在《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的海洋空间开发保护规划中，

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本项目在《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

一级类规划分区为“海洋发展区”，二级类规划分区为“渔业用海区”。项目用海符

合《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本项目在《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位

于“增养殖区”。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项目用海可以满足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相关要求。 

项目区位于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规划区域之外，与生态修复重点任务没有冲突，

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综上，本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要求。 

5.2 项目用海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5.2.1 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农林牧

渔业的鼓励类“14、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5.2.2 与区域港口规划的符合性 

项目用海符合《福州港总体规划（2035 年）》。 

5.2.3 与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用海可以满足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管控要求。 

5.2.4 与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申请用海范围不涉及福清市一般湿地名录中一般湿地，项目建设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和《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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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与《福清市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2024 年修

编）符合性 

根据《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2024年修编），本项目位于

规划的“兴化湾北部浅海养殖区”和“兴化湾限养区”，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海水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2024年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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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6.1 用海选址合理性分析 

6.1.1 与区位和社会条件的适宜性 

2023 年 12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引发了《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55

号），为优化养殖用海管理提供了政策支撑，为福清市沙埔镇规范养殖用海，处置现

有养殖用海提供了工作依据。项目建设对优化养殖用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沙

埔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项目所在区域为传统的渔业养殖区，被规划为“渔业用海区”，项目用海可满

足该海域规划用途；项目选址海域环境适宜、容量大、污染源少，海水交换能力强，

可为养殖提供优质的环境。 

因此，项目选址与区位、社会条件相适宜。 

6.1.2 与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适宜性 

本项目位于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项目水深主要在 5 m~20 m 之间，水深条件

适宜，适宜开展养殖。测区 pH 测值范围在 8.02～8.28 之间，溶解氧测值范围在 6.36 

mg/L～8.00 mg/L 之间，满足《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水质环境适宜；流

速总体不大，实测垂线平均流速约为 0.50 m/s，适宜贝、藻类生长。项目海区水深条

件适宜、水流畅通，水体自净能力强、海洋环境容量大，可为海水养殖生物的生长创

造良好的水质环境，适合藻类和贝类的养殖。 

总体而言，项目选址与区域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基本适宜。 

6.1.3 与区域生态系统适宜性分析 

从物种保护的角度来看，项目区附近海域没有发现珍稀物种，项目建设不会对珍

稀濒危动植物造成损害，不会隔断野生海洋鱼虾类生物的洄游通道，对项目海区野生

海洋生物的回游、产卵、索饵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项目选址与区域生态系统相适应。 

6.1.4 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适宜性 

本项目建设对所在海域的自然环境及生态影响较小，可以满足国土空间规划的管

控要求，项目建设不影响周边功能分区的正常发挥。项目建设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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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管理，可以保障水域船舶的通航安全，对通航环境的影响将是有

限、可控的。项目所在海区不存在军事设施，不会危及国家安全。项目用海与利益相

关者关系基本明确，可以协调。在处理好本项目建设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的关系情况

下，本项目的施工和运营过程对周边其它用海活动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建设与周

边用海活动可相适应。 

综上，从项目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区域生态系统以及项目与周边

用海活动的适宜性等方面来看，本项目用海选址是合理的。 

6.2 用海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项目养殖区根据沙埔镇海域范围、现状养殖分布、航道、锚地、无居民海岛和生

态保护红线区等，并结合《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2024 年修

编）进行平面布置。养殖区周边有多个无居民海岛，本项目用海边界与无居民海岛至

少保持 100 m 距离，不会对海岛资源造成影响；项目不占用航道、锚地、生态保护红

线区和禁养区。项目平面布置可以满足《海籍调查规范》相关要求。 

项目实施对海域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基本没有影响；对海区水环境影响较小；项

目建设不存在隔断野生海洋鱼虾类生物的洄游通道，对野生海洋生物的洄游、产卵、

索饵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本项目平面布置基本合理。 

6.3 项目用海方式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途为藻类筏式养殖。本项目用海不涉及到海岸

线和海岛岸线的占用，也不会形成新的岸线。项目养殖对水文动力环境的影响很小，

不会对所在海域的输沙特征、泥沙运移规律和冲淤行为造成改变，不会造成岸滩的冲

淤变化。项目对水质环境和沉积物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项目开放式养殖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6.4 占用岸线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建设不占用岸线，也不形成新的岸线。养殖区距离岸线较远，项目用海对

后方岸线的自然属性没有影响。 

因此，项目占用岸线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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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用海面积的合理性分析 

6.5.1 用海面积合理性 

本项目是加快福清市渔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设施养殖、健康养殖，促进规模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 

本次筏式养殖用海面积是依据现场实测坐标点的方式结合《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中关于筏式养殖用海的用海范围界定方法而确定的。根据《海籍调查规

范》（HY/T 124—2009），筏式和网箱养殖用海：单宗用海以最外缘的筏脚（架）、

桩脚（架）连线向四周扩展 20～30 m 连线为界。 

本项目申请的筏式养殖用海面积已包含最外缘的筏脚连线向四周扩展 20 m 连线

的水域，因此，本项目申请的用海面积是合理的。 

6.5.2 宗海图绘制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分类一

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为“增养殖用海”。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为“渔业用海”

中的“开放式养殖用海”；用海方式一级为“开放式”，二级为“开放式养殖”。 

（2）宗海界址界定 

养殖区以实测最外缘的筏脚向四周扩展 20 m 连线为界。 

（3）申请用海面积 

根据本项目的平面布置，以《海籍调查规范》为依据，确定本项目用海范围及界

址点坐标，项目申请开放式养殖用海面积 623.6922 公顷。项目宗海位置图及宗海界址

图见图 6.5-1 和图 6.5-2。 

6.5.3 用海项目面积量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 

本项目用海界址点的界定及面积的量算是按照《海籍调查规范》要求，采用现场

实测和 AUTOCAD 方法界定边界点并确定坐标和用海面积。因此，本项目宗海界址

点的界定符合海域使用管理相关规范的要求，满足项目用海需求，由此测算出的用海

面积是合理的。 

6.6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开展筏式养殖，属养殖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养殖用海最高期限为 15 年。在相对固定的海区进行养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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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养殖户使用海域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养殖工作的开展、循环。因此，项目统一按

照 15 年的用海期限申请，能最大限度提高对养殖设施的利用，后其可根据运营情况、

设备安全情况，另行申请用海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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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1  项目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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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2  项目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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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7.1 生态用海对策 

①养殖管理、看护、采收等过程中船舶会产生的机舱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固废。

相关废水、固废应收集上岸处理，不排海； 

②各类养殖生产可实行交叉“休息”制度，连续几年进行养殖的水体可“休息”

1~2 年，使底质环境能得到逐步恢复，防止生态系统失衡。 

7.2 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本项目在养殖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海洋生物损失。但是本项目为养殖项目，营

运期藻类和贝类养殖生产将吸收海水中的 N、P 等营养物质，对水质有净化作用，有

利于改善水质环境，同时，养殖成品本身也是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一种补充，可视为一

种生态补偿的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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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8.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福清市沙埔镇海域区块八开放式海水养殖项目位于沙埔镇目屿岛东侧海域，规划

海域面积约 623.6922 公顷，拟布置养殖筏养殖海带和牡蛎。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

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用海分类一级类为“渔业用海”，二级类

为“增养殖用海”。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

型为“渔业用海”中的“开放式养殖用海”；申请用海面积为 623.6922 公顷，用海方

式一级为“开放式”，二级为“开放式养殖”。申请用海期限建议为 15 年。本项目

不占用岸线，也不形成新的海岸线。 

8.2 项目用海必要性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建设

是打开“蓝色粮仓”，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沙埔镇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举措。本项目是对现状海水养殖补办用海手续，现状养殖利用的海域滩涂历

来为当地村民的传统养殖区，且位于新修测海岸线向海一侧，故养殖活动需要用海。 

因此，项目建设是必需的，项目用海是必要的。 

8.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 

本项目为开放式养殖，对海域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基本没有影响。项目区内没有

规划航道和锚地，项目建设不占用港口航道和锚地资源；项目区内及附近无矿产和旅

游资源，项目用海对矿产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会产生影响。 

项目建设不占用海岸线，也不形成新的海岸线。项目建设对海域生物资源损耗有

限，对区域海域生态群落结构的影响较小，对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8.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本项目的工程特点以及上述海域开发活动影响分析，界定项

目用海利益相关者主要为牛峰村委会、锦城村委会和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清供

电公司，需协调部门为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 

根据海域开发活动影响分析，项目建设对周边海域开发利用活动的影响是有限、

可控的，本项目申请的开放式养殖区已投入运营多年，目前养殖户为沙埔镇牛峰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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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城村委会。为规范养殖用海手续，经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各村均同意由沙埔镇人民

政府统一开展论证工作，后续再以镇政府或者相关村委会名义办理用海不动产权证

书。项目用海与福清目屿岛支线电缆 100 m 保护范围毗邻，可以满足电缆保护要求，

为避免对其线路造成影响，项目业主应及时沟通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清供电公

司并征求意见。项目用海位于与现状航道和锚地较近。项目业主应在项目用海报批前

取得福建省福州港口管理局的意见。 

项目用海与周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本清楚，相关关系具备协调途径。 

8.5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符合 

项目在《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中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在《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位于“渔业用海区”，在《福清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位于“增养殖区”。项目用海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用海符合福清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与区

域港口规划没有矛盾，满足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要求和福建省“十四五”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管控要求。 

8.6 项目用海合理性 

项目选址符合区域社会经济条件，与区域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宜；与区域生

态系统是相适应的，对周边其他海洋开发活动基本没有影响。因此，项目选址合理。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不改变海域的自然属性，对海域水文动力条件、

冲淤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对周边海岛及沿海大陆突出部地形地貌没有影

响，不会对自然岸线产生破坏。因此，本项目用海方式合理。 

项目养殖区块划定和养殖筏布置充分考虑了海区自然条件、现状养殖分布、航道、

海岛和养殖规划等条件，能够有效保障本项目及周边生产作业船舶的通航安全需求

和海岛保护要求。因此，本项目平面布置合理。 

本项目建设不占用岸线，也不形成新的岸线。养殖区距离岸线较远，项目用海对

后方岸线的自然属性没有影响。因此，项目占用岸线合理。 

项目申请用海面积可以满足项目用海需求，用海面积量算合理，符合《海籍调查

规范》；申请用海期限合理，可以满足项目建设与运营需求。因此，项目用海面积和

用海期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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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项目用海可行性 

本项目用海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损耗较小；项目选址与自然环境、社会

条件相适宜；项目用海与利益相关者可以协调，项目用海国土空间规划，符合相关开

发利用规划；其工程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界定和用海期限合理。 

因此，从海域使用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项目用海是可行的。8.7 项目

用海可行性 

本项目用海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损耗较小；项目选址与自然环境、社会

条件相适宜；项目用海与利益相关者可以协调，项目用海国土空间规划，符合相关开

发利用规划；其工程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界定和用海期限合理。 

因此，从海域使用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项目用海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