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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功能分类及兼容性浅析


涂振顺１，２，杨顺良１，２

（１． 福建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３；２．福建省海岛与海岸带管理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３）

　　摘　　　要：为规范福建省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活动，促进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综合分析无居民海岛的资源与环境特征、开发利用现状和海岛产业发展

需要，对无居民海岛进行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主导功能分类，并探讨各类主导功能间

的兼容性，为无居民海岛的保护规划提供参考，促进海岛有序发展和多用途综合开

发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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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居民海岛是海洋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区域，

也是捍卫国家权益、保障国防安全的战略前沿。

随着海岸带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省海岛开发

利用需求也不断增加，海岛资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面临巨大压力。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序，保

护海岛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当务之急。要做好海

岛保护与开发，规划应先行。目前国际上海岛

规划多采用分类保护的方法，根据海岛的资源

与生态环境特征将海岛划分为若干种类型，控

制海岛的开发利用程度，如韩国［１］，将无居民

海岛划分为严格保护、一般保护、不改变自然

属性的开发利用和经严格的申请审批后开发利

用４类，并制订相应的保护措施。海岛保护与

开发利用功能是指在保护分类的基础上，根据

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需求的类型，所确定的海

岛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方向。

福建省海岛数量多，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港

口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能资源和

矿物资源。本研究在分析海岛资源与生态环境

特征和开发利用类型的基础上，确定海岛保护

与利用功能分类体系，并探讨海岛保护与利用

功能的兼容性，为海岛保护规划提供参考，保

障海岛功能定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１　福建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

福建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程度和方式因

地理位置不同而各异［２－３］，总体上开发利用程度

还较低，尤其是距离大陆较远的无居民海岛，

基本上仍保持相对原始的状态。靠近大陆和海

湾内的无居民海岛或毗邻有居民岛的小岛，开

发利用程度相对比较高，且开发利用程度与当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利用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１１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特征

对福建省海岛开发利用的全面调查可知，

海湾内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程度一般高于湾外

海域的海岛，且海湾内海岛的开发利用类型较

复杂。海湾内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以围填海、

港口与工程建设、渔业生产和农业开发等为主；

湾外的岛屿大部分已建立保护区，其开发利用

基本以渔业生产为主。围填海工程常以海岛为

堤坝连接点，以鱼鳞状和截弯取直的粗放用海

方式进行围填海，从而使海岛属性发生变化，

甚至导致海岛的灭失。

１２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类型

根据福建省无居民海岛调查资料，无居民

海岛开发利用类型主要有以下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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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构筑海堤连岛。主要作为交通道路、

围海养殖、码头建设和防波堤等。

（２）岛上构筑人工设施。岛上建设水产育

苗、养殖池，并建有蓄水池、锅炉房和居住房等

配套设施；建设游客游览和接待设施，开发海岛

旅游景点。在原有的自然地貌景观和人文景观的

基础上，建设亭台楼阁，以及宾馆和游乐厅等旅

游配套设施；构筑养殖管理房或庙宇等小建筑物；

港口航运设施建设，主要是码头、仓储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导航标志、海底电缆标志、

抛锚标志及其配套设施，供电铁塔、电线杆和电

信发射塔等；军事设施建设，以及标志国家权益

的设施，如领海基点界碑等。

（３）资源开发利用。农田开垦、树木砍伐

和畜禽放牧等；开山采石作为建筑材料；开采

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或农田灌溉等。

２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功能分类体系

设置

　　综合考虑福建省海岛资源与生态环境特征、

开发利用现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

依据海洋基础产业分类［４］、海岛价值分类体

系［５］和国家海洋局对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的技术

要求，确定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主导功能分

类体系。福建省无居民海岛主导功能分类采用

二级体系 （表１），首先从海岛开发利用程度的

角度，将海岛保护与利用分为特殊保护类、一

般保护类和适度利用类３种类型。特殊保护类

海岛是指在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等方面有重要

价值，或指已建或待建自然保护区或特别保护

区范围内，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无居民海岛；

一般保护类海岛是指没有明显资源优势，目前

或近期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无居民海岛；适度利

用类海岛是指海岛或周边海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资源，根据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可

进行适度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

根据海岛开发利用现状，福建省特殊保护

类无居民海岛确定为领海基点海岛、国防用途

海岛和海洋保护区内海岛３种。一般保护类无

居民海岛为保留类海岛；适度利用类无居民海

岛包括旅游娱乐用岛、交通运输用岛、工业与

城乡建设用岛、渔业用岛、农林牧业用岛、可

再生能源用岛和公共服务用岛７种开发利用

类型。

表１　福建省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功能分类体系

一级类 二级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１ 特殊保护类

１．１ 领海基点海岛

１．２ 国防用途海岛

１．３ 海洋保护区内海岛

２ 一般保护类 ２．１ 保留类海岛

３ 适度利用类

３．１ 旅游娱乐用岛

３．２ 交通运输用岛

３．３ 工业与城乡建设用岛

３．４ 渔业用岛

３．５ 农林牧业用岛

３．６ 可再生能源用岛

３．７ 公共服务用岛

３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功能分类兼容

性分析

　　无居民海岛资源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独特

性，且同种类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多种模式，决

定海岛开发利用应在体现主要方向的前提下，

开展多用途综合开发模式的开发活动，以促进

海岛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兼容功能是指在不影响海岛主导功能发挥，

并遵循维护权益和保障安全为原则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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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的海岛保护与利用功能。根据海岛保护

与利用分类体系设置，将海岛功能类型兼容性

分为３种情况：可兼容、须论证后方可确定是

否兼容和不可兼容。可兼容表示兼容功能的发

展不影响主导功能的发挥，如旅游娱乐用岛等

不具有排他性的用岛类型一般可作为其他主导

功能的兼容功能，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兼容

的功能，如领海基点海岛和国防用途海岛功能。

须论证后方可确定是否兼容，是指兼容功能的

发展是否对主导功能产生影响暂时无法明确，

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论证方能确定。不可兼容

是指兼容功能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或法律法规

规定不可兼容的，因兼容功能的发展与主导功

能存在明显的冲突。

领海基点海岛是指我国领海基点所在海岛

及其周边的无居民海岛，该类海岛关系到国家

权益重大问题，因此不允许开展具有破坏海岛

自然属性的开发利用活动。仅可兼容不妨碍维

护国家权益和国防安全的功能，如国防用途、

海洋保护等；而旅游娱乐用岛、渔业及公共服

务用岛对海岛自然属性破坏相对较小，则需进

行论证才可确定是否兼容；交通运输、工业与

城乡建设和农林牧业等用岛，对海岛的自然属

性改变较大，可能引起海岛生态环境问题，威

胁国家权益和国防安全，因此属不可兼容类型。

国防用途海岛是指作为军事用途的海岛，

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海岛，必须严格保护，

一般不兼容其他开发利用功能。根据福建省实

际情况，领海基点海岛与国防军事海岛属同一

类型的海岛，因此，国防用途海岛与领海基点

海岛在不影响主导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应可互

相兼容；国防军事用岛也属保护的范畴，因此

可列为海洋保护区的范围内。

海洋保护区内海岛是指位于已设海洋保护

区内的无居民海岛，除关系国家权益和军事安

全以外，该类海岛不能进行与海洋保护无关的

开发活动。因此，可兼容领海基点和国防军事

用途等功能，但旅游娱乐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等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相对较小的利用类型须经

科学论证才可确定其兼容性。

保留类海岛是指目前尚未确定开发利用方

向的无居民海岛。该类海岛除关系国家权益和

国防军事用途可直接兼容外，其他功能的发展

须经科学论证才可确定。

旅游娱乐用岛是指以景观旅游、度假旅游

用途为主导功能的无居民海岛。该类海岛旅游

资源优势明显，以景观旅游和度假旅游为主，

严禁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因此，不可兼容交通

运输、工业与城乡建设等开发程度较高的功能

类型，但可兼容领海基点、国防军事，以及海

洋保护、保留、渔业和农林牧业等较小程度改

变海岛自然属性的开发利用功能。可再生能源

用岛和公共服务用岛须论证其开发利用方式和

程度才可兼容，避免影响旅游娱乐功能的发挥。

交通运输用岛指以港口航运、仓储、路桥

和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功能的无居民海

岛。该类海岛的开发利用将较大程度地改变海

岛地形、地貌等自然属性，根据交通运输用岛

功能的需要可兼容水、电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可兼容工业与城乡建设作为配套设施的发展功

能。但农林牧业和渔业将难以在该类海岛上发

展，其兼容性不强。

工业与城乡建设用岛指以盐业生产、海水

综合利用、水产品加工、固体矿产开采、船舶

工业、电力工业、化工工业和钢铁工业等工业

以及城乡建设为主导功能的无居民海岛。工业

用岛将视海岛所具有的资源而定，开发利用方

向将以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城乡建设用岛

主要以居住和道路等市政基础为目的的开发建

设，这两类功能对海岛的自然属性改变较大，

可适宜兼容的功能主要以工业与城乡建设相配

套的开发利用类型为主，如交通运输和水电等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旅游娱乐等。

渔业用岛指以海水养殖或为渔业生产活动

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渔业基础设施为主导功能的

无居民海岛。农林牧业用岛是指以农林牧业开

发利用为主导功能的无居民海岛。该两类海岛

对岛陆岛滩及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对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功能不适宜

开展，如交通运输用岛、工业与城乡建设用岛。

其余功能基本可兼容。

可再生能源用岛指以海洋能、风能和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主导功能的无居

民海岛。该类用岛主要是借助海岛空间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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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对海岛的自然属性基本无需改变即可开

展，且对海岛的自然生态环境要求不高。因此，

在不妨碍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前提下，其他类型

的开发利用功能基本都可兼容。

公共服务用岛指以科研、教育、监测以及

海底管线、助航设施、通信设施、救助站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主导功能的无居民海岛。该

类海岛的利用项目一般对海岛自然属性改变较

小。对于较大程度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开发利

用功能须进行论证才可确定是否兼容；而对于

较小改变海岛自然属性，以及关系国家权益和

国防军事安全的功能均可兼容。

综上分析，确定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开发利

用功能的兼容性见表２。

表２　福建省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功能兼容性

主导功能
领海基

点海岛

国防用

途海岛

海洋保护

区内海岛

保留类

海岛

旅游娱

乐用岛

交通运

输用岛

工业与城乡

建设用岛
渔业用岛

农林牧

业用岛

可再生能

源用岛

公共服务

用岛

领海基点海岛 ● ● ※ ▲ ※ ※ ▲ ※ ※ ▲

国防用途海岛 ● ● ※ ※ ※ ※ ※ ※ ※ ※

海洋保护区内海岛 ● ● ※ ▲ ※ ※ ※ ※ ※ ▲※

保留类海岛 ● ● ● ▲ ▲ ▲ ▲ ▲ ▲ ▲

旅游娱乐用岛 ● ● ● ● ※ ※ ● ● ▲ ▲

交通运输用岛 ● ● ※ ● ● ● ※ ※ ▲ ●

工业与城乡建设用岛 ● ● ※ ● ● ● ※ ※ ▲ ●

渔业用岛 ● ● ● ● ● ※ ※ ● ▲ ●

农林牧业用岛 ● ● ● ● ● ※ ※ ● ▲ ●

可再生能源用岛 ● ● ● ● ● ▲ ▲ ▲ ● ●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 ▲ ▲ ▲ ▲

　注：“●”表示可兼容；“▲”表示须经论证后方可确定是否兼容；“※”表示不可兼容．

４　结束语

无居民海岛保护规划关系到海洋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国家权益和国防安全、生态安全的

维护，科学合理的无居民海岛保护规划将为规

范海岛资源开发秩序和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由于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决定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开

发利用应以多用途综合模式为主。本研究从海

岛资源特征与开发利用现状出发，确定福建省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功能分类体系，明确海

岛保护与利用主导方向，并分析海岛的兼容功

能，根据相应兼容功能的可行性，进行多用途

综合开发模式的开发活动，以促进海岛的均衡

和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的论述将为福建省无居

民海岛多用途综合开发模式的形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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