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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海南省海洋公园建设


吴　瑞，王道儒
（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

　　摘　　　要：海洋公园是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海洋公园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注

重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针对区域范围内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开发现状、海洋经

济发展需求等不同情况，建立生态型的开发利用模式，根据海洋生态状况及环境容量，动

态调整生态旅游的目标、方向和强度，有效发挥生态旅游功能价值，真正实现生态旅游有

度、有序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海南省海洋公园建设是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

要》中关于海洋旅游的一项主要内容，海洋公园的建设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

经济稳定增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海洋的意识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动海南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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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二十三条规定，凡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

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

殊要求，可以建立海洋特别保护区，采取有

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

理。根据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地理区位、资源

环境状况、海洋开发利用现状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海洋特别保护区可以分为海洋特

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

公园、海洋资源保护区等类型。作为海洋特

别保护区类型之一的海洋公园是指为保护海

洋生态和历史文化价值，发挥其生态旅游功

能，在特殊海洋生态景观、历史文化遗迹、

独特地质地貌景观及其周边海域划定的区域。

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发挥特定海域的

生态旅游功能，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效益与经

济社会效益的双赢。

海南省海域面积大，海岸线长，岛屿众多，

旅游资源丰富。近年由于一些旅游开发活动造

成滨海旅游地旅游环境条件破坏，影响了滨海

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公园制度的建立

就是要注重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针对

区域范围内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开发现状、

海洋经济发展需求等不同情况，建立生态型的

开发利用模式，根据海洋生态状况及环境容量，

动态调整生态旅游的目标、方向和强度，有效

发挥生态旅游功能价值，真正实现生态旅游有

度、有序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公园建设是

《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

海洋旅游的一项主要内容，海洋公园的建设对

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稳定增长、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提

高人们自觉保护海洋的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动海南省走

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的必然选择。

１　国外海洋公园建设经验

早在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０日，美国总统格兰特

正式宣布黄石公园为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也

是全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１］。此后，美国逐步

完善国家公园系统的管理。该系统包括了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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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占地超过３３９９万ｈｍ２，这些区域分

布在美国各个州 （特拉华州除外）、哥伦比亚

特区、美属萨摩亚群岛、关岛、波多黎各以及

维尔京群岛，其中至少有９７个国家公园包含

有沿海和淡水岸线。目前，以海洋生态系统与

海洋景观保护为主，兼顾海洋科考、环境教育

及休憩娱乐的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

会经济发展等目标均得到较好的满足，受到民

众的普遍认可，成为国际上海洋保护区设立与

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澳大利亚、英国、加拿

大、新西兰、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等国相继建立起国家海洋公园体系，

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大堡礁海洋公园是

世界上珊瑚礁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海

洋公园的建立吸引大量的游客，促进了旅游观

光业的发展。带动的产业还有商业捕鱼业和休

闲产业，其中对旅游资源的利用最为突出［２］。

近年，国际上滨海旅游发展迅速，已成为现代

旅游的热点和主流。为海洋公园建设带来契

机，建立海洋公园，开展多种形式生态旅游，

是世界各国发展海洋公园的成功经验。

２　我国海洋公园建设概况

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洋景观为开发

建设海洋公园提供了有利条件。２００５年３月，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了首个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浙江乐清西门岛海洋特别

保护区。２０１０年海洋局修订了 《海洋特别保护

区管理办法》，将海洋公园纳入到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体系中。近年在国家和沿海地方各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努力下，包括海洋公园在内的海

洋特别保护区得以较快发展。目前，共建有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含国家级海洋公园）２８

处，保护面积近３６万ｈｍ２，保护目标涵盖了滨

海湿地、海洋生物栖息地、重要海洋生物资源

原种场或核心分布区、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景

观、重要海岛、红树林、鸟类栖息地等各种各

样的海洋生态系统和重要资源，初步形成了包

含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

洋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等多种类型的海洋特

别保护区网络［３］。

３　海南省海洋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评述

３１　生态环境基本特点

海南省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屿及其海域，是我国

最大的海洋省［４］。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

群岛远离大陆，海洋开发活动较为单一，海岛

旅游产业目前都还未存在，渔业占绝对优势，

没有工业，因而海洋环境污染影响小，水质清

洁，透明度好。海南省近海海域水质均符合国

家海水水质一类标准，大部分近岸海域水质符

合一类标准。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海南省近岸海域

水质状况统计，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海

域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船只活动频繁的港

口区、江河入海口邻近海域和入海排污口等局

部近岸海域。海南省近岸海域海洋沉积物环境

质量状况良好，监测海域沉积物中硫化物、有

机碳、ＤＤＴ、多氯联苯、总汞、镉、铅、铜的

含量均达到国家沉积物质量一类标准，局部监

测海域受港口排污、海水养殖等影响，石油类

和砷含量超过所在海洋功能区管理要求。海洋

生物质量总体保持健康水平，各海洋功能区环

境状况能够满足其功能区要求。海南省拥有中

国最好的红树林湿地，并构成热带海岸一种重

要自然湿地生态景观；海南省是我国珊瑚礁海

岸发育最好的区域，在构成世界珊瑚礁连通性

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还广布河口生态系统、

潮间带生态系统、盐沼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

系统、海湾生态系统、海草床生态系统、珊瑚

礁生态系统、上升流生态系统以及岛屿生态系

统。同时由于陆源污染物的排放、过度捕捞等

不合理的作业方式，引发部分海域环境污染。

３２　滨海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根据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ＧＢ／

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中的评价方法，海南大学对海

南滨海市县和西沙群岛的主要滨海旅游景点及

主要旅游资源单体进行评价，优良级旅游资源

单体总共有１４８个，占全部调查评价旅游资源

单体的５０．１７％，普通级旅游资源单体总共有

１４８个，占 全 部 调 查 评 价 旅 游 资 源 单 体 的

４９．８３％，海南滨海旅游资源总体质量上乘，与

全国其他省市滨海旅游资源相比，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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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而且大部分旅游资源尚处于初步开

发阶段，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最近几年，全

省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总体呈逐年递增的

趋势，旅游业总收入占全省ＧＤＰ的比重保持在

１４％左 右，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支 柱 产 业。据

《２０１１年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

南全年共接待游客过夜人数突破３０００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１６．０％。其中，接待国内旅游者

２９１９．８８万人次，增长１５．８％；接待入境旅游

者８１．４６万人次，增长２２．８％。全年旅游总收

入３２４．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８％。其中，国

内旅游收入２９９．４７亿元，增长２７．１％；入境旅

游收入２４．５７亿元，增长１１．６％。

３３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推进，

滨海旅游业得到较好发展，然而，在旅游资源

开发利用过程中，缺乏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由

于片面追求产值和收入，引发过度开发，导致

一些地方旅游资源质量下降，并由此暴露出一

些生态问题。一是部分海域沙滩退化现象较严

重，由于滨海娱乐及餐饮设施的建设，导致沙

滩面积越来越小、沙滩宽度越来越窄。二是旅

游景区海水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旅游旺季时，

游客数量过大，抛弃的废弃物漂浮海面，影响

环境；岸上排挡及饭店每天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且部分未经任何处理直接倾入大海。这些问题

的有效解决，将促进滨海资源的持续利用。

４　建立海洋公园，促进海洋生态旅游资

源可持续利用

　　海洋公园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旅游资源，要

将其合理开发，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借

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类

型、不同特点的区域，按照以下原则制定不同的

开发策略，按照适合自身条件的模式合理开发。

４１　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基础，合理布局、重

点开发

　　对于海洋公园的选划编制，要以海南省海洋

功能区划为基础，以实现海洋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同时，还要突

出区域特色。按照区域分布规律，开发出具有生

态特色的高品位旅游产品。坚持 “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根据旅游资源的不同特

色，选择特点突出、市场潜力大的区域优先开发。

在开发时，严格按照保护区生态学理论方法进行

科学规划，对海洋公园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重

点保护区应维持现状，禁止一切开发活动。生态

与资源恢复区除明确可以开展的生产经营和项目

建设活动外，不得从事其他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活动。适度利用区可以开展不与保护目标相冲突

的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活动。

４２　以效益为中心，效益、环境并重

从事生态旅游开发要以效益为中心，以

生态效益为前提，经济效益为依据，社会效

益为目标，使生态旅游活动取得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生

态效益是开发海洋公园的前提。海洋公园经

营管理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加强环境

承载力研究的基础上，规划合理的环境容量，

严格控制游人数量，对某些敏感地带必须采

取必要、安全可靠的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减

小对旅游资源的破坏。经济效益是海洋公园

开发的依据，本着 “合理布局、重点开发”

的原则，对区位条件好、资源品位高的保护

区优先重点开发，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同

时又借助经济效益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

与提高，形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发展

模式。同时，应时刻宣传生态保护的理论知

识，使生态旅游者加强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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