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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的近 30 a 中国海岸线和围填海面积变化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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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利用 4 期遥感影像和中国沿海地区调查资料，综合运用遥感和 GIS 技术，结合 Google Earth /Google 

Maps 在线遥感信息，完成了对中国沿海地区 1980－2010 年间海岸线变迁和围填海演变信息的提取，并对其具体

进程和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30 a 间，中国海岸线呈增长趋势, 海岸线变迁程度较为剧烈，80 年

代中国海岸线变迁面积最大，90 年代变迁面积最小，中国海岸线的变迁方向是向海洋推进，且推进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1990－2000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少；2000－2010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围填海增加面积

最多，远远大于其他时期的增加量。30 a 间，围填海利用类型经历了从农业用地为主到养殖池为主再到待利用水

面为主的演变过程；待利用水面是 30 a 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大的利用类型；港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而农业用地所

占比例则在逐渐下降。人为因素是近 30 a 中国海岸线变迁的关键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了沿海地区

围填海的演变过程。该文可为海岸带规划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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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成为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但是经济的腾飞以及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

高导致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逐渐匮乏，人地矛盾日

益尖锐。为了不断促进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将目光

转向大海，沿岸兴修各类海岸工程，掀起了围填海

的热潮。在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

改变了沿海地区自然海岸格局，使得海岸带发生了

巨大变化，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失衡，引发了一系列

严重的环境灾害。因此，准确提取并及时掌握中国

海岸线和围填海动态变化信息，深入研究海岸线变

迁和围填海演变进程，对于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可持

续发展，更好地实现国家海洋经济战略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目前对海岸线及围填海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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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定性地分析两者的驱动因

素、现状、影响结果及整治对策等[1-5]； 二是借助

遥感和GIS技术，定量地进行海岸线及围填海的研

究[6-11]。前者缺乏实时准确的信息，后者时间跨度

短且多集中于省域范围之内，不仅缺乏国家尺度的

定量调查和区域之间的对比分析[9]，更缺乏对海岸

线变迁和围填海演变过程的研究及对两者相互关

系的探讨。事实上，海岸带变化特别是高强度开发

的人工岸段的变化非常剧烈，需要时间跨度更长和

更加精确地监测与分析。因此，本文选择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1980－2010年作为研究时期，

利用Landsat系列卫星的MSS/TM/ ETM+影像，对中

国沿海地区近30 a间海岸带变化进行连续监测，以

期获得研究区更为精确的海岸线变迁和围填海演

变信息，从而动态地掌握海岸线及围填海时空分布

和数量变化特征，以期为海岸带的宏观管理和保护

提供快速、准确的基础数据支持。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指出沿海地区是指拥

有海岸线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北起鸭绿江口，南

至北仑河口，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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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

门和台湾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本文研

究区域不涉及港澳台地区。凭借临海的区位优势，

沿海地区沿岸拥有大连港、青岛港、上海港、宁波

港、深圳港和广州港等著名港口，对外经济联系十

分便利。同时，受海洋影响，沿海地区气候湿润，

生态环境优美，适合人类居住。可见，沿海地区是

中国经济发达、人口承载力较高的区域。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分为遥感影像数据和非遥感影像

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包括研究区 1980 年 MSS 影像、

2000 年 ETM+影像、1990 年和 2010 年 TM 影像。

非遥感影像数据有中国行政区划矢量数据和野外

实地调查勘测数据等文字资料，用其作为遥感影像

提取海岸线及围填海变化信息的参考资料。 

2  研究方法 

2.1  海岸线变迁信息提取 

在测绘学、地理学、经济学和政治领域中，基

于不同研究目的关于海岸线的定义不尽相同[12-13]。

本文研究期为 1980－2010 年，时间跨度较长，为

了最准确地反映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海岸线变迁

信息，本文将新修建的养殖池、岸堤、码头等人工

建筑和自然形成的滩涂、基岩等自然地物作为海岸

线提取的标准。 

利用 ENVI 软件完成影像的拼接、配准和镶嵌

等预处理，然后在 ARCGIS 平台下，利用 TM/ETM+

影像的 432 波段和 MSS 影像的 421 波段 RGB 假彩

色合成图像，采用人工矢量化的方法提取海岸线变

迁信息。具体的技术路线如下：1）完成 2010 年海岸

线信息的提取。然后将 2010 年海岸线加载到 2000 年

的遥感影像上，修改发生变化的岸段，完成 2000 年海

岸线信息的提取。采用同样的方法，相继提取 1990 年

和 1980 年的海岸线。在提取过程中为避免误判，

可借助 Google Earth/Google Maps 在线遥感信息进

行佐证。2）海岸线提取完成之后，得到 1980 年、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中国沿海地区海岸线总

体长度的变化情况。将海岸线矢量图与中国行政区

划图叠加，获取辽宁省、京津唐地区、山东省、苏

沪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

省各个地区的海岸线长度变化情况。所提取的海岸

线实际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命名为水边线。大

多数学者认为海岸线是多年平均大潮高潮位形成

的痕迹线[12-14]，但这条痕迹线基于遥感技术提取十

分困难。所以，绝大多学者都是基于遥感和数字高

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结合遥感影

像过境时间及潮汐计算公式，通过水边线进行纠正

得到海岸线[15-18]。水边线受潮起潮落及卫星过境时

间的影响，同多年平均大潮高潮位形成的痕迹线

（即海岸线）存在着一定的误差，误差的大小受海

岸带类型影响[19-22]。本文根据不同类型的海岸带，

通过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提取的多期水边线的分

析对比，结合 DEM 数据，在 ARCGIS 中利用拓扑

工具和裁剪工具，通过设置不同的阈值进行不同地

区海岸线区间误差消除处理，尽可能的除去潮汐的

影响，通过水边线求得海岸线的位置。 

2.2  围填海演变信息提取 

对于围填海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研究

资料和调查成果中通常引用填海、围海、滩涂围垦、

围海造陆、填海造地等术语。国家海洋局编制的《海

域使用分类体系》对填海造地和围海的定义如下：

填海造地，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土地，并形成有效

岸线的用海方式；围海，指通过筑堤或其他手段，

以全部或部分闭合形式围割海域进行海洋开发的

用海方式[23-24]。本文结合研究目的界定围填海内

涵，即通过人类在海岸线外进行围海和填海活动，

使指定海域失去海洋属性，从而对其进行有效利用

的方式；并确定围填海的分类体系，将围填海的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待利用水面、养殖池、港口、建设

用地、农业用地和其他用地 6 个类别（见表 1）。 
 

表 1  围填海分类体系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coastal reclamation 

类别 Type 定义 Define 

待利用水面 尚未利用的围海区域，包括已经筑堤和正在筑堤 2 种

养殖池 用于养殖水产品或者盐业生产的围海 

港口 用于港口建设的填海 

建设用地 用于住宅、交通、工业用地的填海 

农业用地 用于耕地、林地、园地等农业用地的填海 

其他用地 主要包括防洪堤和正在填充中的填海 

 

由围填海内涵可知，围填海会导致海岸线向海

洋推进。所以，利用海岸线变迁分析中获取的变迁

方向为海洋的海岸带空间范围变化信息，在

ARCGIS 平台下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剔除因淤积

等自然因素导致的变化，得到围填海演变信息。同

时，结合 Google Earth/Google Maps 在线遥感信息

和收集到的调查资料，赋予围填海类别属性。 

围填海提取完成之后，将其矢量图与中国行政

区划图叠加，得到辽宁省、京津唐地区、山东省、

苏沪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和海

南省各个地区的围填海总体的演变情况。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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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RCGIS 中获取的属性数据转换到 SPSS 软件下

完成数据分析和制图表达。 

3  结果与分析 

3.1  海岸线变迁分析 

本文利用4期遥感影像提取中国沿海地区1980年、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海岸线的长度、发生变化

的岸线、岸线变迁面积和变迁方向，根据影像信息

和相关资料对海岸线的变迁过程进行详细地分析。 

3.1.1  海岸线长度变化分析 

1980 年中国大陆海岸线（包括海南岛）长度为

15 349.86 km，1990 年为 16 546.51 km，2000 年为

16 770.62 km，2010 年为 18 814.00 km。海岸线总体

呈增长趋势，其中 2000－2010 年间增长 2 043.38 km，

占总增长长度的 58.99%，增长比率最为迅速；其次

是 1980－1990 年间增长 1 196.65 km，占总增长长

度的 34.54%；而 1990－2000 年间增长最为缓慢，

只增长 224.11 km，占总增长长度的 6.47%。具体到

每个地区而言，除苏沪地区、福建省和海南省在个

别年间海岸线有一定减少之外，其余地区都呈逐步

增长的趋势。1980－1990 年间福建省和广东省增长

长度最大，占 80 年代海岸线增长长度的 41.24%；

苏沪地区是 90 年代海岸线增长最快的地区；而进

入新世纪以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环渤海地

区海岸线增长最为迅速，可占到 2000－2010 年间

增长长度的 60.35%。具体的海岸线长度变化情况

见表 2。 

3.1.2  海岸线变迁程度分析 

结合表 2 可知，30 a 间中国海岸线总体变迁

程度高达 71.31%，海岸线变迁程度比较剧烈。而

1980－1990 年、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间

中国海岸线总体变迁程度分别为 41.91%、47.79%

和 41.36%，由此可见，各个时期海岸线变迁程度差

别不大。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30 a 来，苏沪地区

和京津唐地区海岸线变迁程度比较剧烈，而广东

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变迁程度相对平缓。 
 

表 2  1980－2010 年海岸线变迁情况表 

Table 2  Change table of coastline during 1980 to 2010 

长度 
Length/km 

长度增量 
Length increment/km

变迁程度 
Change degree I/% 

变迁面积 
Change area/km2 

前进度 
Forward degree F/%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980－ 
1990 年 

1990－
2000 年

2000－
2010 年

1980－
1990 年

1990－
2000 年

2000－
2010 年

1980－
2010 年

1980－
1990 年

1990－
2000 年

2000－ 
2010 年 

1980－ 
1990 年 

1990－ 
2000 年 

2000－
2010 年

1980－
2010 年

辽宁省 1 681.59 1 824.43 1 926.02 2 391.25  142.84 101.59 465.22 40.76 33.61 43.56 74.87 332.34 249.05 449.06  66.62 18.91 88.73 64.73

京津唐地区 426.01 494.91 520.60 920.03  68.90 25.69 399.43 67.5 74.32 69.28 82.46 375.65 382.84 611.87  8.50 99.11 69.28 60.95

山东省 2 066.87 2 251.81 2 311.33 2 679.80  184.94 59.52 368.47 47.29 52.43 50.71 78.25 1 017.54 485.48 605.06  45.91 50.17 54.22 49.27

苏沪地区 1 137.68 1 113.12 1 341.82 1 505.07  -24.56 228.70 163.25 80.21 82.76 59.63 97.26 1 542.59 1 361.93 394.28  92.78 7.26 86.74 56.75

浙江省 1 683.73 1 713.78 1 756.25 1 775.30  30.05 42.47 19.05 40.22 40.75 52.46 71.88 529.51 265.84 823.61  54.26 70.29 86.96 73.53

福建省 2 335.30 2 582.65 2 368.98 2 706.26  247.35 -213.68 337.28 38.45 54.00 36.67 69.76 636.48 420.92 332.49  15.91 98.56 24.15 42.91

广东省 3 794.52 4 040.62 4 047.80 4 194.88  246.09 7.18 147.08 33.32 40.58 27.82 62.45 659.89 318.11 307.51  58.79 90.02 82.04 72.08

广西省 895.45 998.98 1 006.85 1 069.30  103.54 7.86 62.45 36.53 43.59 33.27 64.88 138.49 93.08 106.37  1.98 58.16 92.73 46.02

海南省 1 328.71 1 526.21 1 490.97 1 572.11  197.50 -35.24 81.14 30.45 42.98 34.44 61.80 177.31 80.75 104.04  16.19 77.53 93.41 52.06

总计 15 349.86 16 546.51 16 770.62 1 8814  1 196.65 224.11 2 043.38 41.91 47.79 41.36 71.31 5 409.79 3 658.01 3 734.29  54.71 48.49 73.30 58.35
 

3.1.3  海岸线变迁面积分析 

1980－1990年间海岸线变迁面积为5 409.79 km2，

1990－2000 年间海岸线变迁面积为 3 658.01 km2，

2000－2010 年间海岸线变迁面积为 3 734.29 km2。由

此可见，80 年代中国海岸线变迁面积最大，90 年代变

迁面积最小。结合表 2 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1980－

1990 年和 1990－2000 年间，苏沪地区海岸线变迁

面积最大；2000－2010 年间浙江省变迁面积最大；

广西省和海南省 30 a 年间变迁面积都比较小。 

3.1.4  海岸线变迁方向分析 

30 a 间，中国海岸线总体前进度为 58.35%。具

体到每个地区而言，福建省和广西省的海岸线前进

度分别为 42.91%和 46.02%，海岸线轻微向内陆后

退；山东省和海南省海岸线前进度分别为 49.27%和

52.06%，海岸线变迁方向基本保持不变；其余 5 个

地区海岸线前进度都大于 50%，海岸线向海洋方向

前进。所以可以得出结论，30 a 来，中国海岸线的

变迁方向是向海洋推进。 

分时期进行海岸线变迁方向的分析：1980－

1990 年间，中国海岸线总体前进度为 54.71%。辽

宁省、苏沪地区、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海岸线前进度

高于 50%，但是京津唐地区、福建省、广西省和海

南省的海岸线前进度都远低于 50%。可知，80 年代

海岸线向海洋推进的趋势并不明显。 

1990－2000 年间，虽然中国海岸线总体前进度

为 48.49%，整体变迁方向基本保持不变。但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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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分析可知，只有辽宁省和苏沪地区海岸线前

进度低于 50%，而京津唐地区、浙江省、福建省、

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省 6 个地区的海岸线前进度

都远高于 50%，由此可见，90 年代海岸线向海洋推

进的趋势比较明显。 

2000－2010 年间，中国海岸线总体前进度高达

为 73.30%，除福建省海岸线前进度低于 50%之外，

其余 8 个地区的海岸线前进度都远大于 50%，新世

纪以来海岸线向海洋推进的趋势更加的明显。 

综上可得出结论，1980－2010 年间，中国海岸

线的变迁方向是向海洋推进，且推进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 

3.2  围填海演变分析 

本文利用 4 期遥感影像提取中国沿海地区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围填海的面积

和类型（图 1），根据影像信息和相关资料对围填海

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图 1  近 30 a 来中国围填海增加面积图 

Fig.1  Add area map of coastal reclamation in 30 a  
 

3.2.1  围填海增加面积分析 

如图 1 所示：1980－1990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

围填海增加面积是 874.35 km2。其中，广东省围填

海增加面积最大，为 305.82 km2，占总增加面积的

34.98%；广西省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小，为 1.54 km2，

只占总面积的 0.18%。1990－2000 年间，中国围填

海增加面积是 759.99 km2。广东省仍然是增加面积

最大的省份，增加面积为 216.65 km2，占总增加面

积的 28.51%；辽宁省增加面积最少，为 41.43 km2，

占总增加面积的 5.45%。2000－2010 年间，中国围

填海增加面积是 2123.59 km2。其中，浙江省围填海增

加面积最大，为 506.30 km2，占总增加面积的 23.84%；

其次是河北，海南省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小，为

18.88 km2，只占总面积的0.89%。而1980－2010年30 a

间，浙江省、广东省围填海总增加面积较大，福建

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围填海总增加面积较小。 

综上可得，1990－2000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围

填海增加面积最少；2000－2010 年间，中国沿海地

区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多，远远大于其他时期的增加

量；1980－2010 年 30 a 间，浙江省、广东省围填海

增加面积较大，福建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围填海增

加面积较小。 

3.2.2  围填海利用类型分析 

1980－1990 年，农业用地增加面积为 269.89 km2，

占围填海总增加面积的 30.87%，是 80 年代增加面积

最大的利用类型。1990－2000 年间，养殖池是增加面

积最大的围填海利用类型，增加面积达 251.36 km2，

占总增加面积的 33.07%。2000－2010 年间，待利用

水面增加面积为 382.92 km2，是增加面积最大的围

填海利用类型，占总增加面积的比例达 32.16%。由

此可见，1980－2010 年 30 a 间，围填海利用类型

经历了从农业用地为主到养殖池为主再到待利用

水面为主的演变过程。 

1980－2010 年 30 a 间，待利用水面、养殖池、港

口、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其他用地 6 种围填海利用

类型累积增加面积分别是：1 119.40、935.26、474.52、

550.01、544.10 和 134.63 km2。可见，30 a 间，待利用

水面是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大的利用类型。而港口的

增加面积虽然较小，但是从 1980－2010 年间，港

口面积占总增加面积的比例从 4.98%到 9.88%最后

到 16.76%，港口的比例正在不断地增加。相反，农

业用地则从 30.87%下降到 14.17%再到 7.84%，比

例逐渐下降，如图 2 所示。 

 
图 2  1980－2010 年围填海利用类型变化 

Fig.2  Type change of coastal reclamation during 1980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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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海岸线变迁原因分析 

海岸线变迁原因可以归纳为 2 个方面：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因全球气候变暖

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河流入海口以及风浪较大地区

的海岸侵蚀、河口的泥沙堆积等；人为因素则主要

包括人工围垦构筑城镇建设用地、沿海养殖、修建

码头等方面[25-26]。通过选取海岸线变迁显著区域，

结合遥感影像和当地调查资料，从海岸线长度变

化、变迁程度、变迁面积和变迁方向 4 个方面，对

海岸线变迁原因进行分析。 

30 a 间辽宁省海岸线长度增量为 709.65 km，占

中国海岸线长度总增加量的 20.47%，是 30 a 间海

岸线长度变化较大的地区。通过属性选择获取辽宁

省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凤鸣岛（1980－

1990 年）、大连湾（1990－2000 年）和葫芦岛港区

（2000－2010 年），对比分析各地区相邻两期遥感

影像可以看出：沿海养殖，修建港口码头和城镇建

设用地是海岸线长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江苏省是 30 a 间海岸线变迁范围较大和变迁

程度较为剧烈的地区，根据收集的调查资料可知，

江苏省拥有全国 1/4 的滩涂资源，滩涂开发一直是

江苏最为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保障。1980－2010 年

间，江苏省共围滩涂约 400 km2，并实现了围垦方

式由农业围垦为主到以工业用地、建设用地为主的转

变。通过属性选择获取江苏省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区域：大丰市北部（1980－1990 年）、射阳县南部（1990

－2000 年）和连云港港区（2000－2010 年）。对比分

析各地区相邻两期遥感影像可以明显看出，农业围

垦、滩涂养殖和围垦构筑城镇建设用地和港口是江

苏省海岸线变迁范围较大和变迁程度较为剧烈的

主要原因。 

30 a 间，广东省和浙江省的海岸线向海洋方

向推进的趋势比较明显，采用相同的方法，选取

变化显著区域，对比各地区相邻两期遥感影像，

分析可知，人为因素仍是影响海岸线变迁方向的

主要原因。 

因此可得出结论，修建港口码头、构筑建设用

地、沿海养殖、农业围垦等人为因素是近 30 a 来中

国海岸线变迁的关键因素。 

4.2  围填海演变原因分析 

围填海是人为的向海洋索要生存和生产空间

的一种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岸线的长度和类型、滩涂

资源的数量，社会因素包括农业用地(耕地)的扩

张、工业发展需要、交通需求、人口增加、城市

化发展的需求和政策因素的影响[21,27]。本文结合

获取的分析数据和当地的调查资料，从围填海增

加面积和围填海利用类型 2 个方面探讨围填海演

变的原因。 

80 年代发展看深圳，90 年代发展看浦东，新

世纪看滨海新区，沿海地区凭借临海的区位优势，

一直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心。自 1978 年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城

市，同时兴建曹妃甸、滨海新区等工业园区，极大

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本地人口的增长以

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使沿海地区人口数量

急剧增加，扩大了对土地和空间的需求，使人地矛

盾愈发尖锐。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沿海地区总面

积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13.63%。90 年代（1992－

2000 年）沿海地区的 GDP 占全国 GDP 总量的

58.37%，21 世纪以来（2001－2011 年）占全国 GDP

总量的 60.30%。在第 5 次人口普查中沿海地区人口

总数占全国总人数的 42.29%，第 6 次人口普查中比

例增加到 44.71%。可见，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和人

口增加等社会因素共同促进了沿海地区围填海工

程的快速发展，是驱动沿海地区围填海面积增加的

主要因素。 

辽宁省多为淤泥质海岸，围堤成本低，工艺简

单且养殖利润高，所以养殖池一直是辽宁省围填海

的主要类型；江浙地区拥有丰富的滩涂资源，广西

省沿岸生长着大量的红树林，所以农业围垦在江

苏、浙江和广西 3 省围填海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较大。

尖锐的人地矛盾一直是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从而催生了一个接一个围填海工程的热潮，

致使 30 a 来待利用水面是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大的

利用类型。80 年代以后，国家和各个地区开展了一

系列的海岸带综合调查，为沿海地区的科学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各地区逐步摆脱了围垦扩展农

业用地、围垦养殖的传统开发模式，走向了综合开

发，规模经营的道路；同时，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以及对外联系的迫切要求，扩大了人们对建设用地

和港口的需求，从而共同导致了 30 a 来，农业围垦

的逐渐减少和港口面积的不断增加。 

综上可知：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和人口增加等

社会因素是沿海地区围填海面积增加的驱动因素；

海岸类型、滩涂资源等自然因素以及土地需求、政

策导向、对外联系需要等社会因素共同决定了各个

地区围填海的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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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文利用 4 期遥感影像和中国沿海地区调查资

料，综合运用遥感和 GIS 技术，结合 Google 

Earth/Google Maps 在线遥感信息，完成了对中国沿

海地区 1980－2010 年间海岸线变迁和围填海演变

信息的提取，并对其具体进程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

入研究，结论如下： 

1）近 30 a 来，中国海岸线呈增长趋势，变迁

程度比较剧烈，80 年代中国海岸线空间变化范围最

大，90 年代空间变化范围最小，且中国海岸线的变

迁方向是向海洋推进，推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2）近 30 a 来，浙江省、广东省和河北省围填

海总增加面积较大，福建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围填

海总增加面积较小；围填海利用类型经历了从农业

用地为主到养殖池为主，再到待利用水面为主的演

变过程，待利用水面是 30 a 来围填海增加面积最大

的利用类型。港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而农业用地

所占比例则在逐渐下降。 

3）修建港口码头、构筑建设用地、沿海养殖、

农业围垦等人为因素是近 30 a 来中国海岸线变迁

的关键因素；围填海工程促使了海岸线向海洋方向

推进，并对海岸线长度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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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anges in coastline and reclamation area and its causes 
based on 30-year satellite data in China 

 
Gao Zhiqiang, Liu Xiangyang, Ning Jicai, Lu Qingshui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Yantai 26400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in 1978, China coastal zone has experienced huge changes 
under a large number of coastal projects.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whole China coastline change and 
reclamation 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For this reason, China’s coastline and coastal reclamation change 
information were extracted from 1980 to 2010 period, from which four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the Chinese 
coastal survey data were used. In addition, Google Earth / Google Maps online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was 
used as an auxiliary. Based on these, in-depth research on specific proces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astline 
change and reclamation evolu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were conducted. First, Chinese coastal zone was divided 
into nine regions combining with policy, economic, and natur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n, 
we analyzed coastline change from five aspects which contained coastline length change, coastline change extent, 
coastline change area, coastline change direction and reasons of coastline change in combination with using two 
indicators: coastline change degree and coastline forward degree. Correspondingly, we also analyzed reclamation 
evolution from three aspects: reclamation added area, land use types of reclamation and reasons of reclamation 
evolu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China’s coastline length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a drastic change 
degree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change direction of China’s coastline has been promoting to the ocean and the 
trend beca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Situations of coastline change varied with time and region. China’s 
coastline length increment and trend to ocean were most remarkable from year 2000 to 2010. It had the largest 
change area in the 1980s, while the smallest change area was found in the 1990s. Shanghai – Jiangsu and Jing – 
Jin – Tang had significant coastline changes while the changes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Hainan province were 
rather mild. The minimum increase of China’s coastal reclamation area was found during the period of year 1990 
to 2000, while the maximum area increase was found during the period of year 2000 to 2010 and much larger than 
the amount of area increase in other periods. The coastal reclamation for land use type had been changed from 
mainly agricultural land to the pond and then to unused water surface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unused water 
surface was the largest increased reclamation land use type. The proportion of port was increasing,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gradually decreased. China's coastline change was mainly induced by human 
factors for construction of ports, coastal aquaculture and etc.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increase, coast type, distribution of tidal flat et al., together determined the evaluation of 
coastal reclamation. This paper can serve as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Key words: remote sensing; land use; consolidation; coastal reclamation; coastline; China; var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