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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地处海陆接合部，是海陆优势兼备的重要国

土，是海岸带开发的前沿和海洋开发的海中基地，也是

对外开放的窗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海洋事

业的迅猛发展，海岛的开发和管理已成为新世纪海洋事

业的热点。海岛在维护我国海洋政治、经济、权益、安全

方面以及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具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殊的

价值，因此要有选择地设屯海岛保护区，以便更有效地

维护国家权益，保护海岛生态系统和资源。

一、海岛的特殊性

海岛是地球进化史中不同阶段的产物，可反映重要

的海陆变迁地质过程、生物进化过程，以及人与自然的

相互作用过程，而且是某些珍稀、濒危生物物种的庇难

所。海岛作为一个独特区域，在自然条件和社会属性方

面，不同于海域，也不同于大陆，有着自身的特征。

首先，海岛具有独立性。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又

远离大陆，面积狭小，地域结构简单，物种区域交流受

限制，保存了一批独特的珍稀物种，具有特殊的生物群

落，形成一个独立的生态环境地域小单元。由于海洋起

着调节作用，海岛气候特征与内陆有明显的差异，使海

岛气候冬暖夏凉，具有海洋性气候的特色，而区别于内

陆的大陆性气候。交通条件的不便，也限制了人们的交

往和经济与社会活动，封闭性较强、对外开放的程度

低，形成了以岛屿为单元的、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生活体

系。

其次，海岛具有完整性。海岛的岛陆、岛滩、岛坡、岛

基包括海域、海陆过渡带和陆域三大地貌单元，地理分

带性明显而且完整，地貌单元的分带性，又决定r生物

物种的多样性、分带性和完整性。海岛地理单元独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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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功能、多方面开发利用价值，决定了海岛社会经

济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各种经济全面发展，不仅有农业，

也有工业和服务业，不仅发展海洋经济，也要发展岛陆

经济。

最后，海岛具有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海

岛由于陆域狭小，土壤贫乏，涵养水源能力差，淡水短

缺，生境条件严酷，生物多样性较低，植被种类和组成单

一一，优势种明显，稳定性较差，生态环境脆弱。海岛陆域

地形坡度相对较大，水土流失严重，裸露岩石砾地增加；

海岛易受海洋灾害的侵袭，受灾频度大、种类多、面积

大、危害大，以上特征决定了海岛极易遭受破坏，且破坏

后很难恢复。

二、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保护区现状与存在问题

山东是我国海岛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根据

1994年完成的山东省海岛资源调查结果，山东省近海有大

潮高潮时面积500 m2以上海岛326个，总面积136 km2，

岛岸线总长度737 km。其中冲淤型沙质岛91个，基岩

岛235个；沙质岛大多分布在渤海近岸，而基岩岛主要

分布于渤海海峡和黄海沿岸。岛屿离陆远近不一，大多

距陆小于5海里以内，最远的距陆达37海里。

为了有效地保护海岛资源，山东省政府、国家海洋

局根据山东省海岛资源状况，分别于上世纪90年代和

本世纪初设立了庙岛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大公岛省级

自然保护区、千里岩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成山头省级海

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海驴岛为该保护区的核心区之

一)。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岛上的

自然资源与其独特的生态系统，但是，从保护区成立以

来的情况看，应该说是与预期效果相差较远。

   



(一)庙岛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庙岛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于1991年经山东省人民

政府批准建立。它位于山东省长岛县境内，地处辽东半

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与蓬莱隔海相望，由南

北长山和庙岛等32个岛屿组成，岛陆面积5 600 hm2，

海域面积87万hm2，海岸线长146 km。几大主要岛屿

树木葱茏，岗峦起伏，最高的山海拔208 m；森林覆盖率

53．2％，木本植物有85种、草本植物456种。

庙岛列岛海域辽阔，水质肥沃，是中国北方海珍品

的主要产地之一。自然生长的贝藻类有160余种，其中

鲍鱼、海胆、赤贝、虾夷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现已发

现的海洋药物资源有105科190种。庙岛列岛还是“百

鱼洄游必经之道”，渔业资源非常丰富。

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候鸟230余种，享

有“候鸟旅店”的美誉。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的有丹顶鹤、白鹳、天鹅等41种；在((中日候鸟保护协

定》中列举的227种鸟类，这里就有164种。这里是中国

三条主要候鸟迁徙路线中最为主要的一条，是它们春来

秋去的必经之地。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万计的鸟类成群

结队的来到岛上歇息觅食，经此迁徙。

目前，庙岛列岛是一处良好的旅游境地。

(二)大公岛岛屿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青岛大公岛岛屿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于2001年

12月24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包括大公岛，小

屿和五丁礁三部分。大公岛保护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

资源丰富。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有多种鱼、虾、贝、藻以及

海珍品(刺参、盘鲍)生长。

保护区最大岛屿大公岛，距大陆最近点约14．8 km，

面积15．55 hm2，岸线长1．93 km，最高点海拔120 m，

是青岛市第二高岛；小屿距陆地最近点14 km，面积

1．13 hm2，岩线长0．61 km，最高点海拔41．9 m；五丁

礁又名五顶礁，距麦岛南10．7 km，为花岗岩礁。

大公岛上植被繁茂，鸟类资源丰富，是我国东部沿

海候鸟迁徒必经之地。大公岛上共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9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38种。其他动物资源：昆虫约

120种，两栖类2种，爬行类5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

及典型的海岛生态系统，是大公岛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特

点。

保护区设核心区和实验区。核心区设在大公岛南坡

及南部海域，重点保护鸟类和海洋生物资源及栖息繁殖

环境。

2003年6月11日，青岛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成立青

岛大公岛自然保护区筹建处。大公岛虽然已由山东省政

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但由于管理机构、管理制度

不健全，使得保护区缺乏应有的建设和管理。岛上的树

l沿海都市

木由于缺乏水分，干枯较多，还有少数个体户上岛张网

捕鸟，有不少的鸟儿被捕获。

(三)千里岩岛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海阳千里岩岛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于2002年

1月25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保护区面积为

1 823 hm2，其中核心区52 hm2，缓冲区207 hm2，实验

区1 564 hm2。

千里岩岛，又名千里岛、千里山，位于烟台市海阳县

东面海上，北纬36015
7

57”，东经121。23’09”，岛屿呈哑

铃形，·全岛长0．82 km、宽0．24 km，面积为20 hm2，最

高点海拔93．5 m，环岛水深30 m左右，距大陆最近点

海阳市凤城码头有14．7 km，是海上的通行要道和国防

前哨。

千里岩岛是鸟类迁徙的驿站。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

到此栖息、繁殖。岛上的植物资源有60余种，其中有名

贵植物日本茶花和药用植物金银花、枸杞子和柴胡等。

周围海域中鲍鱼、海参等海珍品资源也相当丰富。

千里岩岛及其周围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暖温带地区

岛屿海洋生态系统较为典型的代表，近20年来几乎没

有受到人为干扰，系统结构与功能完整，岛上还有在中

国分布北界才能觅到的常绿阔叶林区的物种，与同纬度

大陆相比具有特殊意义。周围海域保持着海洋生态系统

的原始性与自然性。

千里岩岛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从成立起至今，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岛上的捕鸟现象较为普遍，岛上

的植被资源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成山头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成山头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于2002年12月

30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位于山东半岛东北角

的荣成市沿海，总面积为3 000 hm2。成山头素有“南有

天涯海角，北有极地尽头”的美称，被世人誉为“中国的

好望角”。

海驴岛是成山头海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之一。该岛位于荣成市成山镇龙眼湾北外海，北纬

37。26’48”，东经122。39‘54”，东西长0．56 km，南北宽

0．13 km，面积0．073 km2，海拔65．8 ITI，岸线长1．11 km，

距大陆最近点1．25 nmile。该岛呈月牙形，东西走向，东

高西低，因其长期受大风浪和强流的冲刷，形成了奇特

的海蚀柱和海蚀洞。奇特的地貌景观，成为鸟类理想的

栖息地和候鸟的驿站。该岛每年清明前后都有数万只海

鸥从四面八方云集岛上，在悬崖峭壁上做窝产卵繁衍后

代，被誉为“海鸥王国”。

在省级自然保护区申请期间，荣成市西霞口集团在

海驴岛上进行旅游开发，兴建别墅，并已将其列为旅游

景点，接待游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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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无居民海岛保护区发展的几个建议

(一)树立新的海洋保护区观念

从理论上说，保护区管理模式的宗旨应当是在完善

自然保护的前提下，有效地发挥保护区的经济功能，从

而对保护区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全面的贡

献。目前最常见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的一种管理，具有传统的单一海洋资源管理方式所不可

比拟的优点，尽管海洋自然保护区在保护海洋资源及其

生境质量，提升保护区的景观和游憩价值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完全关注自然保护

的一面，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区经

济功能的一面。这使得保护区的实际效果不尽其然，甚

至可能最终导致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俱失。面对现实中

存在的问题，在保护区建设中亟须加强以科学发展观的

指导作用，充分发扬“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海岛保护区

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可再生性问题，在保护区内

实行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以开发促进保护，以

保护带动发展，做到“以区养区”，避免保护区建设经费

不足问题，同时又要保证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提高，对区

域生物生产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二)依法加强无居民海岛保护区的设立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具体规定了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

别保护区的条件。近些年来，我国虽然在海洋保护区的

建设工作上有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不少

符合条件、亟待建立保护区的区域尚未建立保护区。以

青岛市的长门岩岛和潮连岛为例。据有关资料，青岛市

的长门岩岛，有高等植物43科74属99种，且鸟类资源

丰富。大型木本植物有山茶(耐冬)现有500余株，树龄

大多在100年以上，最老的可达600余年。长门岩的耐

冬，是我国山茶自然分布的北部临界海域，在科学上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建立长门岩岛群珍稀植物保护区，有

助于更好地保护濒危的耐冬资源，也有助于保护长门岩

岛群的其他资源。此外，潮连岛为我国的领海基线岛，在

我国的国防和国家权益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此类

海岛，((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

定，国家对领海基点所在无居民海岛实行严格保护制

度。建立领海基线岛的海洋特别保护区，一方面可以维

护我国的天然海上国防屏障，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权

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战备时期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加强海岛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工作

对于海岛保护区的工作，不能单纯地一味强调建

设，更要强调建设的后继管理工作。海岛保护区的管理

机构及相关机构要根据保护区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对于因海岛的权属引发的保

护区工作问题，保护区内部的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问题

等，都需要各有关方面以大局为重，彻底摒除由于部门

利益引发的冲突。

此外，海岛保护区的管理机构要根据保护区发展的

需要，本着建立更高级别保护区的要求，遵照国家和地

方相关的管理和规定开展相应的工作。如贯彻执行国家

有关海岛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保护区具

体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统一管理该区内各项活动；拟

定保护区总体建设规划；设置保护区界碑、标志物及有

关保护设施，组织开展保护区内基础调查和经常性监

测、监视工作，建立保护区工作档案；组织开展保护区内

生态环境恢复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关于海岛保护宣传

教育工作等。

局)

(作者单位1中国海洋大学 2荣成市海洋与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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