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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渔山列岛先后被国家海洋局列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洋公园，文章详述渔山列

岛基本情况、保护与开发现状，针对渔山列岛当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参考国内外海

洋保护区（海洋公园）成功经验，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

园）的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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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海洋开发

强度不断增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不

断凸显。因此，我国在２０００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提出设立海洋特别保

护区，目的是对具有独特地理生态条件、资源及海

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实行科学有效的保护

措施和合理的利用方式进行管理。海洋公园是海

洋特别保护区的形式之一，目的是在保护海洋生态

与人文价值的同时，发挥其生态旅游的功能，形成

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典范。

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０５年认定首批国家级海洋特别保

护区，于２０１１年认定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截至目

前，我国已设立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５６个、国家

级海洋公园２８个
［１］。浙江渔山列岛于２００８年８月

被认定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之后于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被认定为国家级海洋公园，成为当时我国第一

个同时具有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洋公园资

格的海域。

１　国内外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发展概况

现阶段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

把国家公园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国

家海洋公园是其中主要类别。自１９３７年美国建立

哈特拉斯角国家海滨公园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相继开展国家海洋公园

建设［２］。这些海洋公园有效兼顾海洋保护与开发，

以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海洋公园为例，其面积占大

堡礁总面积的９８．５％，经过多年的保护与管理，大

堡礁国家海洋公园不仅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有

效保护，而且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每年吸引全球

数以万计的游客，旅游收入超过４５亿美元
［３］。此

外，随着当前世界渔业捕捞强度不断加大，渔业资

源日益枯竭、渔民收入逐渐下降；海洋公园对渔业

捕捞有所限制，渔业资源因此得以恢复，并且为渔

村渔民增加餐饮、服务、旅游观光等多方面的收入，

最终提高渔民收益、改善渔民生活［４－５］。

我国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由于建立时间较

短，无论区域面积还是发展模式都与发达国家有一

定差距。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区政策是以单方面保

护为主，更多关注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影响，而对保护区建立后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关注

较少 ［６］。自国家海洋公园设立以来，各地积极探索

兼顾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模式，积累了一些有益的

经验和成果［７－９］。

２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

公园）基本情况

２１　地理位置和功能分区

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

园）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南海域，总面积５７００ｈｍ２，

其中重点保护区４１．２ｈｍ２、生态与资源恢复区

１７８．７ｈｍ２、适 度 利 用 区 ２４９２．６ｈｍ２、预 留 区

２９８７．５ｈｍ２（表１）。渔山列岛岛礁总数量为５４个

（其中岛屿１３个、礁４１个），目前开发利用的北渔山

岛为有居民岛，面积５０ｈｍ２，现有村民１９８户４９８

人，其中常住村民４０户７０人。

表１　渔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洋公园功能分区

功能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公园

重点保护区

伏虎 礁 领 海 基 点 保

护区
伏虎礁领海基点保护区

平虎礁海藻种质资源

保护区

平虎礁海藻种质资源保

护区

渔山列岛岛礁资源保

护区

生态与资源

恢复区

南、北渔山潮间带贝藻

资源恢复区

南、北渔山潮间带贝藻资

源恢复区

北渔山东北侧海域人

工鱼礁增殖放流区

北渔山东北侧海域人工

鱼礁增殖放流区

大白礁海域海珍品底

播增殖区

大白礁海域海珍品底播

增殖区

适度利用区

南、北渔山海岛生态旅

游区

南、北渔山除重点保护的

岛屿和海域

北渔山大澳浅海生态

养殖区

预留区
保护 区 内 其 他 海 岛 和

海域

２２　资源特色

２．２．１　环境优美

渔山列岛属于典型岛群生态系统，海岸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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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礁棋布、水道纵横、气候宜人、水质清新、环境优

美。与浙江近岸其他海域相比，渔山海域的海洋环

境质量更为优良，是我国东部少有的集环境、资源、

区位等优势于一身的海域。

２．２．２　资源丰富

由于多种水系交汇，渔山海域生产力水平较

高，调查发现浮游植物有１３５种、浮游动物有６５种、

底栖生物有１１９种、潮间带生物有８４种
［１０］。渔山

列岛地处我国传统的渔山渔场，是带鱼的产卵场之

一，大黄鱼、带鱼和多种虾类均在此索饵、栖息、生

长和育肥，贝藻类资源也十分丰富。

２．２．３　景点众多

渔山列岛的自然地质地貌特征较为独特，以海

蚀地貌为主，兼具高、险、奇的特征，天然形成仙人

桥、一线天等景点。渔山列岛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

以及丰富的地理、生物资源，成为天然的海钓、避

暑、野外运动目的地，并被誉为“亚洲第一钓场”。

２．２．４　文化深厚

宁波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而渔山列岛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

２００８年在渔山列岛海域发掘出的“小白礁１号”水

下沉船出水清代文物千余件［１１］。北渔山岛灯塔建

于１８９５年，曾被称为“远东第一大灯塔”，是当时海

上交通避险保航的重要设施，也见证了当年海上丝

路的繁荣。

２３　管理机构设置和管控措施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

管理局挂靠在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独立行使保护

区（海洋公园）的管理职能。海洋公园坚持“保护为

主，适度开发”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通过实施捕

捞许可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控制渔业资源利用，要

求海洋捕捞渔船每日限制在４０艘以内；按照保护区

环境容量控制要求，要求日接待游客人数限制在

５００人次以内，登岛人数限制在１５０人次以内。

３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

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

３１　旅游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压力

近年来渔山列岛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每年

登岛的游客络绎不绝。据刘迅等［１２］测算，当前景区

年累计游客量为１３万人次，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

势。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渔山列岛海洋生态环境

压力较大，密集的海钓活动对恋礁性鱼类栖息地存

在一定不良影响。

３２　渔业生产对资源损耗较大

渔山海域有经济价值的贝藻类种类繁殖是保

护区重点保护对象。渔山列岛实行厚壳贻贝的限

额采捕制度，即当年采捕当年招标，由管理局、渔村

和企业三方共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贻贝资源

滥采滥捕的现象。但对荔枝螺、亚洲棘螺、角蝾螺、

嫁
&

和牡蛎等种类的采捕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管措

施，由此造成低潮线附近的亚洲棘螺和角蝾螺数量

锐减，荔枝螺数量明显减少且个体也偏小。

３３　基础设施建设对自然生态造成一定影响

为改善船舶靠泊条件和活动戏水场所，对小澳

内的大型砾石滩进行平整，并修筑挡水堤坝，致使

此区域内部分固着性物种的生物量下降。

３４　管理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保护区管理局实行定期、专人巡查制度，

派驻专人从事日常监管工作，切实落实国家和地方

实行的禁渔制度或限额捕捞措施，对海洋生物资源

进行有效保护。但渔山列岛仍然存在“谁投资、谁

监管”的粗放型管理模式，而且保护区管理涉及军

队、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等，管理复杂程度高，机制

有待健全。

４　管理策略分析

４１　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统筹协调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建设项目涉及海

洋、国土、林业、交通、水利、旅游、环保等多个部门，

协调难度大。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渔山列岛海洋特

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管护工作，建议保护区管理

局突出主体管理职责，加强日常管理和执法能力建

设；为理顺各涉岛管理部门职责，形成统一的管理

机制，可成立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综合管理

委员会，统筹协调项目开发与管理。

４２　加强环境监测和预警，强化建设项目监管

将渔山列岛海洋环境监测纳入政府海洋环境

监测总体方案，通过对水环境、沉积环境、生物质量

进行定期跟踪监测，及时掌握渔山海域的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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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恢复情况、变化趋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活

动或开发活动，符合保护区（海洋公园）总体规划的

建设项目需要进行严格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和海域使用论证，切实防范海洋工程对环境和生态

的破坏。

４３　坚持海岛原生态开发原则，美化海岛环境

开展海岛原生态开发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保

护区（海洋公园）内所有岛礁禁止开采石料，合理处

置废弃建筑物，加强海岛景观绿化；基础设施建设

以不破坏海岛自然地貌、不影响景观和不随意改变

自然岸线为原则，依地形而建；不得随意切割山体，

少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永久性建筑，突出海岛风

光，形成立体和平面相结合的多层次海岛旅游效果。

４４　执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为杜绝贝藻资源滥采滥捕现象，严格执行资源

限额采捕和有偿使用制度，并从厚壳贻贝单一品种

推广到其他经济价值较高的贝藻类。着力推进渔

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结合鱼礁投放

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有效保护渔山列岛海域海洋

生态系统，提高渔业资源的丰度和物种多样性。

４５　深化基础研究，促进海岛保护与开发协同发展

目前对渔山列岛的研究还较少，且多为海洋生

物资源调查方面的研究［１０］，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加

快，也开展了海岛环境容量和旅游容量评估等研

究［１２］。为达到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并对其进行合

理开发利用的目的，应深化以下方面研究：对保护

区（海洋公园）内岛礁、典型生态系统、重要产卵场

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探究人为活动及海洋牧场建

设对资源动态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

保护计划和措施；通过科学评估经济物种资源量，

制定更为精准的渔业资源捕捞准入和捕捞总量控

制制度，尤其是针对以厚壳贻贝、荔枝螺等为代表

的贝类资源和以鲈鱼、黑鲷、褐菖
'

等为代表的海

钓鱼类资源；研究和推广应用基于信息化手段的海

岛管理系统，利用遥感、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加强

保护区（海洋公园）的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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