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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介绍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现状基础上，分析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存在的难点，并针

对性地提出了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发展对策，即编制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规划，保证有序合理开

发；搞好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定位，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以生态保护为核心，保持海岛的旅游

吸引力；积极引入资金，加强海岛监督，提高海岛开发管理水平；充分估算海岛承载力，编制可

行的防灾减灾预案；建立网络虚拟展馆，大力开展国民教育和旅游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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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现状

无居民海岛是指在我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

内不作为公民户籍所在地的海岛，它既包括无人岛

屿，也包括临时性有人活动的岛屿。我国海域散布

着众多的无居民海岛，面积大于500 Ill2的就有

6 500多个(不含海南岛本岛、台湾、香港和澳门

所属海岛)。无居民海岛具有独特的区位、宜人的

气候、奇妙的气象、诱人的4s资源(阳光、沙

滩、大海和海鲜)、清新的空气、多样的生物物

种、独特的岛屿地貌和浩瀚的海洋水体等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某些海岛拥有资源丰富的历史遗迹和

独特的宗教文化特色等⋯。2003年7月，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

定》的出台，我国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无居民海

岛开展了旅游开发。我国部分典型无居民海岛旅游

开发情况如表1所示【2 J。

表1我国部分典型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情况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海岛相关配套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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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浙江普陀区的后门山、悬鹁鸪山、嵊泗

县的里小山和定海的凤凰山等无居民海岛都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旅游开发p J。

在我国偏远地区开展的无居民海岛旅游活动，

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①使

广大民众了解了我国海岛的基本情况，增强其海岛

权益和国防安全意识；②对海岛的实际开发与占

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防建设，可有效防止外来

侵占；③无居民海岛科普基地的建设，可有效丰

富国民海岛方面的科学知识，增强其对珍惜动植物

和特色文化的认识；④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区域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和国家及海岛地

区外汇收入，带动并促进了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

⑤合理有序的旅游开发可避免对生态资源的掠夺

开发，促进海岛生态的保护；⑥无居民海岛旅游

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身体素质和促

进了身心健康发展H 3。

但由于我国旅游开发机构不太合理且开发利用

方式单一，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重开发且轻

保护，海岛旅游资源挥霍严重，目前无居民海岛旅

游开发鲜有成功的例子。主要问题是：人文景观千

篇一律；沙滩资源受到破坏和污染；海岛特有景观

开发不力；旅游资源开发控制不力。海岛资源受

损。因此，如果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以牺牲海岛资

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旅游收入，势

必会造成海岛生态环境破坏，海岛旅游无法做到可

持续发展，陷入恶性循环∞J。

2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难点分析

无居民海岛因交通条件相对不便，淡水和土地

资源不足，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影响较

大，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等制约性因素的影响，造成

旅游开发困难。此外，由于开发层次较低，基础设

施不配套，发展资金不足以及体制不健全等社会经

济因素，严重影响了无居民海岛的开发。

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成本较大，主要制约因素

有：①因海岛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其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成本大，难以共享，主要依赖于海上或者

空中交通，增加了旅游开发成本。②通信困难，

主要依靠移动通信技术，偏远海岛投资巨大。

③淡水使用成本较高，需要建立海水淡化设备或

建设岛外引水工程，且生活污水需进行去污处理，

投入较大。④海岛用电成本高，需要建立大型的

供电设施，如建立风能发电厂，或者利用海洋波浪

发电和潮流发电技术发电。⑤居住设施的开发是

个矛盾的问题。无居民海岛岛体一般都不大，对台

风的抵御能力很差，临时居所容易毁坏，永久房舍

则投入很高，且对海岛原生态环境破坏较大。

⑥生态成本不可估量。无居民海岛一旦开发。极

大可能对植被、土壤、沙滩和动植物破坏严重，严

重影响了海岛自然资源，有可能污染海岛周边环

境，并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和生物入侵，海岛

上的特色资源逐渐消失殆尽№】。

  



第8期 刘志军，等：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发展对策研究 31

3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对策

3．1编制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规划，

合理开发

岛要编写海岛保护方案，对海岛的动植物等自然资

源或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加以保护；另外，要严

格遵照各级海岛规划，坚持以保护为主的方针，实

保证有序 现海岛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和各地编制各级海岛规划，发布可开发利

用的旅游型海岛名录。在此基础上，编制区域性的

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规划，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合理布局，提升海岛旅游层次，依据资源优势，减

少重复建设，合理确定海岛旅游开发布局，充分发

挥海岛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的独特优势，实施旅游

精品战略，创建一批有规模且有特色的无居民海岛

或岛群旅游区，确保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有章可

循，和谐发展。

3．2搞好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定位，大力发

展特色旅游

原有各类岛屿的开发建设，由于定位不准，特

色不鲜明，在海岛上大兴土木，建设项目雷同的人

工旅游设施，结果是丧失了海岛特色，缺乏整体优

势和竞争力。因此，需按照特色互补且合理搭配等

原则，充分考虑到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衔接，搞好无

居民海岛旅游定位，可依据其特色开发潜水、军事

探险、蜜月度假、特种动物赏析、特色植被观光、

游轮旅游和休闲娱乐等鲜明特色的无居民海岛旅游

景区，大力发展无居民海岛观光型、休疗康乐型、

参与体验型、文化型和购物型旅游等多类型多层次

的无居民海岛旅游。

3．3 以生态保护为核心。保持海岛的旅游吸引力

无居民海岛由于远离大陆，生态环境相当脆

弱，对于岛屿上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会牵

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整个岛屿生态系

统的破坏，海岛资源环境的旅游价值受到巨大损

失，从而会减弱旅游景观的吸引力，因此要强调自

然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和谐关系，切实搞好岛屿的生

态保护。在实际开发过程中，首先是政府机关要把

握好审批关，以避免破坏性开发；其次，拟开发海

3．4积极引入资金，加强海岛监督，提高海岛

开发管理水平

海岛开发投资巨大，积极鼓励社会各方面资金

参与无居民海岛旅游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需

做好对各类资金的监管和使用。同时，加大对旅游

海岛开发的监督和检查，防止建筑物超标和海岛生

态破坏。高起点且高水平开展海岛旅游管理，防止

旅游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提高海岛开发管理水

平，尽可能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景区管理和运

营机制，使无居民海岛旅游得以有序合理发展，走

可持续和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3．5充分估算海岛承载力。编制可行的防灾减

灾预案

无居民海岛由于其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可持

续发展能力较低，其承载力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无

居民海岛开展旅游开发时，需着重搞好其人口承载

力的规划，包括旅游的年度人口限制、淡水的需求

分析和污水的处理计划等具体指标的落实，根据规

划的旅游开发活动强度来评估和预测无居民海岛的

承载力。同时，因海岛远离大陆，从而台风和海啸

等自然灾害频发，需重点研究和制定海岛防灾减灾

预案，搞好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活动的灾害避险问

题，防止生命财产损失。

3．6建立网络虚拟展馆。大力开展国民教育和

旅游宣传

利用先进成熟的景观模拟和虚拟现实技术，

实现海岛岛陆、岛基、岛滩和环岛海域等要素的

陆地地形及其地面附着物(包括植被和建筑物

等)、水体和海底地形和海底生物的可视化模拟，

展示海岛历史沿革和变迁历程，让社会大众感受

到我国海岛的独特魅力，了解海岛对于国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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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权益的重要性，在实现国民教育的同时，

提高无居民海岛旅游的宣传效果，提升海岛特色

景观的知名度。

总之，无居民海岛旅游即面临发展机遇，也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摸清海岛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基础上，根据海岛规划，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

适度开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我们才能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海岛的经济腾飞与合理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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