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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边远海岛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


庄孔造，林河山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边远海岛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海防安全和海洋权益维护的

重要依托。但目前我国边远海岛仍然存在生态破坏加剧、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

居民生产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亟须通过相关措施加强边远海岛开发建设。文章以福建省

为例，介绍福建省边远海岛概况，分析福建省边远海岛开发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

了相关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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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实

施。这是继 《海岛保护法》之后，中国在推进

海岛事业发展方面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保护

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合理开发利用海

岛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海岛地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规划》中指

出，“边远海岛”一般是指交通不便、经济社会

基础薄弱的海岛。国家海洋局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会同有关部门对边远海岛名录定期更新和

发布［１］。同时，２０１２年３月，福建省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通过了 《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该规

划已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正式印发实施
［２］。 “边远海

岛开发利用工程”也成为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和 《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之

一，福建省边远海岛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同时，福建省边远海岛的发展也存在着

一系列的问题，亟须通过相关措施来保护与修

复边远海岛生态环境、改善边远海岛民生。

１　福建省边远海岛概况

福建省共有海岛１５４６个，约占全国岛屿总

数的１／４，有人居住海岛９９个，其中建制乡镇

以上海岛１４个，有５２个行政村海岛和３３个自

然村海岛，２００６年户籍人口９８．６７万人，约占

全国海岛户籍人口总数的３０％
［３］。

根据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公布的边远海

岛名录，福建省边远海岛名录中包含５４个海

岛，按照地级市分类如下：① 宁德市，有边远

海岛２７个，包括东台山、西台山、大嵛山、小

嵛山、福屿、长屿 （福鼎市）、腰屿、牛屿、青

屿岛、浮鹰岛、马刺岛、西洋岛、小西洋岛、

雷江岛、峰火岛、北澳岛、东安岛、长腰岛、

竹江岛、六屿岛、鸟屿、官沪岛、三都岛、斗

帽岛、鸡公山、青山岛、白匏岛。② 福州市，

有边远海岛８个，包括粗芦岛、壶江岛、东洛

岛 （连江县）、川石岛、长屿 （长乐市）、吉钓

岛、小麦屿、目屿。③ 平潭综合实验区，有边

远海岛８个，包括鼓屿、小练岛、大练岛、小

庠岛、东庠岛、屿头岛、草屿、塘屿。④ 莆田

市，有边远海岛８个，包括黄瓜屿、南日岛、

小日岛、东罗盘屿、大鳌屿、赤山、西?杯岛、

东?杯岛。⑤ 泉州市，有边远海岛１个，惠屿

岛。⑥ 漳州市，有边远海岛２个，紫泥岛、浯

屿。⑦ 厦门市没有边远海岛。

从福建省边远海岛的分布来分析，主要存

在几个特点：① 分布存在地区差异，北多南少。

宁德市共计２７个，占福建省边远海岛数量的

５０％。闽南地区 （厦门、泉州和漳州）共计３个

海岛，占５．６％。边远海岛的数量基本与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相匹配。闽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

边远海岛数量较少，宁德地区则数量较多。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资助项目 “扶持边远海岛发展政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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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分布范围广。从南到北分布较广，除宁德市

和闽南地区外，其余地级市边远海岛分布较为

均匀。另外，部分海岛分布在远离大陆的海域，

如宁德市的东台山、西台山、大嵛山、小嵛山

等海岛均远离大陆，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低下。③ 海岛面积普遍较小。５４个海

岛均为乡级以下海岛，大部分为村级海岛，面

积相对较小。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全面发展，福建省边

远海岛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

多方面的原因，边远海岛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其

他海岛海岸带地区，部分海岛仍然存在生态破

坏加剧、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２１　基础调查资料欠缺

近年来，福建省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开

展了第一次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９０８”海岛调

查专项、海岛地名普查等调查工作。但是，部

分资料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边远

海岛资源情况，对开展边远海岛保护、开发、

管理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２２　开发利用程度低下

福建省边远海岛开发程度低，资源利用不

充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开发，目前仍停留

在传统的海洋捕捞、海产品初级加工等较低层

次的产业上，而海洋能源、海洋旅游等新兴海

洋产业发展速度很缓慢，导致海岛及其海域丰

富的生物、矿产、能源、旅游等资源没有得到

有效的利用。

２３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大部分边远海岛远离大陆，海岛生态系统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脆弱性，一旦破坏则很难

恢复。从福建省边远海岛开发的类型分析，较

常见的渔业生产、渔港建设、旅游开发等开发

活动对海岛的地形地貌和植被产生不同程度的

破坏，导致海岛水土流失，基岩裸露，海岛景

观被破坏，对岛礁的海洋生物资源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部分海岛的沙滩、岛陆植被、红树

林、珊瑚礁等重要生态景观遭到严重破坏，个

别海岛已出现了生物资源锐减、海洋灾害加剧

等趋势［４］。由于大规模的盗采活动，导致宁德

市的台山岛周边的厚壳贻贝及其他渔业资源遭

受重大的破坏。在宁德市的西洋岛，由于岛上

居民的生产活动，植被大量被砍伐破坏，原本

的植被覆盖区转变为海带晾晒场，导致西洋岛

部分岸段水土流失严重。

２４　淡水资源严重缺乏

海岛四周被海水所包围，淡水补给主要靠

大气降水。福建边远海岛地区是福建的少雨

区，而且也是全省干旱发生率和强度最大的地

区，春旱、夏旱、秋冬旱均有发生。海岛地区

年平均降水量仅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ｍ，比同纬度

海岸地区少３００～４００ｍｍ，比福建内陆 少

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ｍ。同时福建海岛地区气温高，

风力大，平均年蒸发量在６００～７５０ｍｍ，平均

年径流深仅３７５～６５０ｍｍ，大部分岛溪流短

小，有的几乎没有溪流，水资源十分贫乏。多

数海岛人均水资源量低于６００ｍ３，远低于世界

人均 （８１８７ｍ３）、全国人均 （２２３８ｍ３）、全

省人均 （４６３９ｍ３）的水平
［５］，尤其是一些边

远海岛人均水资源只有２００～３００ｍ
３，是福建

省水资源最紧缺地区 （表１），水资源缺少严重

制约海岛地区经济发展。另外，如宁德的西洋

岛、台山岛，福州的小麦岛等海岛，因远离大

陆，淡水基本上靠水库、蓄水池供水，容易受

污染，水质较差，供水量有限，干旱季节缺水

比较严重。淡水资源问题是边远海岛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表１　福建省部分边远海岛人均水资源统计
［６］

岛名 人均水资源／ｍ３

大嵛山 ２３３０

三都 ２６０２

粗芦岛 ４５９

东庠岛 ２３８

草屿 ２３０

大练岛 ５２１

南日岛 ３８９

２５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① 饮水设施落后。离岸较远的边远海岛基本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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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水井、蓄水池供水，水质和水量都无法得到满

足，严重影响了海岛居民的生产生活。② 边远海

岛因为远离大陆，无法与市电网连接，一直以来

只能采取柴油机组和简易的风力发电设备发电照

明。另外，由于边远海岛受台风、风暴潮等海洋

灾害的影响，导致简易风力发电设备损坏，不能

正常运行。③ 边远海岛交通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普遍存在渡船班次少、渡船吨位较低等问题，海

岛居民出行不便且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陆岛交通

不畅，明显制约了游客进出，限制了海岛旅游等

海岛特色经济的发展。④ 海岛环境设施落后。根

据笔者的现场调查，边远海岛基本没有环境处理

设施，生活污水、垃圾及工农业废水直接排倒入

海。如宁德的西洋岛、六屿岛，莆田南日岛等海

岛均没有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垃圾随处堆放，

污水四溢，严重影响海岛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

影响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质量。

２６　社会事业基础薄弱

目前福建省大多数乡镇建制海岛，学校设施

老旧，中小学危房面积达９．８万ｍ２；卫生设施落

后，乡镇医疗设施不达标，医疗设备破旧，医疗

卫生人员短缺，有的甚至未配备合格卫生人员。

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存在 “无、旧、小”等问题，

大部分海岛乡镇基本没有文化站；广播电视覆盖

率低，且接收频道少，部分海岛还是盲区；信息

流入渠道少，与外界信息交流受到限制；海岛引

进人才困难，人才流失严重。部分海岛的居民由

于就学、就医、工作等问题，迁往大陆或者附近

较大的海岛，边远海岛的人口严重流失，对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３　发展对策研究

鉴于上述边远海岛的种种问题，亟须加大

边远海岛的开发力度，相关政策应向边远海岛

倾斜，同时，在海岛开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生态环境的保护。

３１　开展边远海岛相关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随着 《海岛保护法》和 《全国海岛保护规

划》的正式发布，边远海岛有关问题日益引起

重视，但全面规范边远海岛开发、保护与管理，

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国家海洋局

《２０１２年海岛管理工作要点》指出， “与国家相

关部委联合制定和上报 《扶持边远海岛发展若

干意见》。统筹安排海岛保护专项资金，扶持边

远海岛的水、电、交通、防灾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边远海岛垃圾、污水处置和岸滩、植被修

复等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海

岛居民的生产生 活水平，改善海 岛人 居环

境”［７］。福建省应在国家统一部署下，从本省边

远海岛的特点出发，研究和制定符合本省边远

海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

３２　查清边远海岛社会和环境现状

在福建省海岛地名普查、 “９０８专项”调查

等基础上，查清边远海岛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社

会经济现状，并分析海岛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

和社会问题，为以后的海岛政策的制定提供基

础数据。

３３　加强边远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指出：“国家安排海岛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海岛

的保护、生态修复和科学研究活动”［８］。２０１２年

９月，财政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了 《中央海

岛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

法》）［９］，《办法》明确了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海岛的保护、生态修复和科学

研究活动。海岛保护主要包括海岛典型生态系

统和物种多样性保护，领海基点等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海岛保护，海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扶持边远海岛发展等；海岛生态修复主要包括

修复被破坏的海岛形态和生态，改善海岛基础

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等；海岛科学研究主要包

括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海岛淡水资源保

护与利用技术研究，海岛生态实验基地建设等。

福建沿海各市政府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

以此为契机，建立一套海岛生态修复与保护的

管理机制，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

３４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针对福建省边远海岛基础设施存在的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重点加强饮水工程、供电工

程、交通、环境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

推进对边远海岛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有效改

善边远海岛居民生产、生活的条件。根据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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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海岛整治修复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设

计了海岛海岸保护、岛体保护与修复、岛陆植

被修复、沙滩整治修复、淡水资源保护、潮间

带生态修复、周边海域整治修复、饮水工程、

供电工程、交通工程、污染处理工程、特殊保

护对象等１２个重点工程。确定规划期内的海岛

整治修复重点项目２０个
［１０］。包括边远海岛———

台山岛、西洋岛、六屿岛、东洛岛 （连江）、小

麦岛、草屿、塘屿、南日岛、小日岛、东罗盘

屿、大鳌屿、赤山、惠屿。边远海岛基础设施

建设应在相关规划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开展，

真正做到保护海岛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改善

居民生产生活水平。

３５　完善社会事业建设

按照统筹边远海岛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要

求，重点应加强教育、医疗、文化等硬件设施的

改造提升，改善海岛社会事业设施条件。教育方

面，重点加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边远海岛的中

小学校舍扩建，危房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医疗

方面，主要建设海岛行政村村级医疗卫生所

（室），基本解决海岛群众 “看病难”的问题。制

定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鼓励和引进一批医务工

作者，服务于边远海岛地区。文化建设方面，以

乡镇为重点，建设海岛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

构建海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３６　加大边远海岛资金投入

加大对边远海岛的资金投入力度，创新融

资模式，利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吸引资金，促进

边远海岛的开发、建设和保护。要坚持地方自

给与中央补给相结合。要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边远海岛发展的稳定投资来源，加大地方公

共财政投入，组成边远海岛发展专项基金，每

年定向扶持边远海岛建设；加快财税分配体制

改革，增强基层特别是县级财政提供边远海岛

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探索改革区域财政转移支付政策［１１］。

４　小结

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岛众多，其中一些海岛

位于我国管辖海域的外缘，边远海岛是我国领土

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边远海岛还是国防战略基

地；加强这些边远海岛的发展与实际管控，对于

捍卫我国海洋权益，保障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福建省海岛管理部

门应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要求，努力加大

边远海岛整治修复和生态保护力度，建立健全

边远海岛管理体制，提高对边远海岛开展动态

监管的能力，为边远海岛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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