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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岛保护与管理工作进展及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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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２０１０年《海岛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级海洋主管部门依法履责，严格实行海岛保护规划

制度、科学开展海岛整治修复工程、不断提升海岛管理业务水平，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初步形成

了生态健康、景色优美、人岛和谐的海岛保护思路，基本确立了有序、有偿、有度的海岛开发利用格

局。今后，应继续落实《海岛保护法》和《全国海岛保护规划》，以生态立岛为本，推进实施以生态系

统为基础的海岛综合管理，研究构建海岛生态指数，稳步实施“生态岛礁”工程，加强海岛生态保

护、优化海岛功能定位、促进海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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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方略，已经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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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海洋生态文明作为

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

重视和广泛认可。海岛植根于海洋生态系统，是保

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平台，在海洋生

态系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海岛保护与管理

工作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也在

全球生态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

是海洋大国、海岛众多。中国拥有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海岛７３００余个，海岛岸线总长１４０００ｋｍ余。中

国海岛广布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海域，生物种类繁

多，不同区域的岛体、海岸线、沙滩、植被、淡水和周

边海域的各种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共同形成了

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海岛生态系统。海岛及其周

边海域是黑脸琵鹭、斑海豹等动物栖息繁衍的天

堂、迁徙的中转地；是耐冬、鹅耳枥等植物物种生长

繁育的空间；是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典型生

态系统发育的依托；是海洋鱼类洄游、产卵、越冬和

索饵的理想场所。海岛也是沿海人民生产发展的

家园，有港口、渔业、旅游、油气、生物等优势资源和

潜在资源，是人类向蓝色经济空间挺进的岛桥。

１　中国海岛保护与管理工作进展

２０１０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２０１２年，国务

院批准了《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近年来，各级海洋

主管部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在海岛保护管理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初步构建了海岛保护规划体系，为海岛保

护和利用活动提供了依据。按照《全国海岛保护规

划》的要求，大部分沿海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了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许多沿海市县编制实施了市县

级海岛保护规划和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规划，初步形成了科学系统和较为完整的海岛保护

规划体系。

二是加强海岛生态保护研究与实践。新建

１９个涉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国家海洋局印发了关

于全面建立实施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设立和划定

了各省、市、自治区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指标，通过

分级分类管理措施切实保障保有率目标的实现，并

将特别保护海岛纳入海洋生态红线区。开展海岛

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评估，完善监测预警制度

和指标体系，对超载地区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

三是大力推进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工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实施后，通过中央政府转

移支付，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地方实施了１２０多个

海岛保护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完成岸线修复与保

护７０ｋｍ、沙滩整治约２００万 ｍ３、植被修复约３００

万ｍ２，有效改善了海岛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

辽宁菊花岛、江苏连岛、浙江洞头岛、广东南澳岛、

福建惠岛及平潭海坛岛等海岛的生态整治修复工

作都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四是引导地方合理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国

家层面先后出台了包括开发利用审查批准、使用金

征收使用管理等３０余项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山

东、浙江、福建等省先后出台办法，推动本省的无居

民海岛市场化配置工作。截至目前，共颁发无居民

海岛使用权证书１７个。

五是加强海岛管理基础性工作。完成了海岛

地名普查任务，建立了海岛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完

善了海岛统计调查制度。

２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已经成为全人类未

来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储备，也成为人类应对人

口增长、消除贫困、破解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必

然选择。作为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岛在其中将

发挥重大作用。自１８３５年达尔文考察加拉帕戈斯

群岛，提出物种起源理论以来，人类加大了对海岛

生态系统探索与认知，一方面认识到海岛在全球生

态系统和提高全人类福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逐

渐认识到海岛物种相对单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

短缺等。据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估，当前，海岛地区

可持续发展面临主要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海

平面上升造成海岛脆弱性不断显现，海岛特有物种

灭绝的风险不断增大，海岛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得不

到有效处置导致海岛环境风险增加，因资源短缺及

国际贸易不畅导致的海岛经济脆弱性加强，海岛经

济总量较小及资源不合理开发等。中国海岛地区

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海岛生态保护的理念需进一步

提升，基础设施、民生条件需进一步改善，海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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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实践需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这些问题亟

须在“十三五”期间予以妥善解决。

３　中国海岛保护与管理发展思路

２０１６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将遵循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以专章的形式描绘了新时期海洋工作的

发展蓝图，明确了具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生态岛

礁”“蓝色海湾”“南红北柳”等６项重大工程将在“十

三五”期间整体推进。新的历史阶段对海岛工作提

出了崭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海岛保护与管理工作将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固树

立五大发展理念，继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保护法》《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全国海岛保

护规划》，以生态立岛为本，将“生态＋”的思想贯穿

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全过程，全面实施以生态系统

为基础的海岛综合管理，研究构建海岛生态和发展

指数，稳步实施“生态岛礁”工程，服从服务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海岛在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３１　加强海岛生态保护

实施严格的生态红线制度，将需要特别保护的

海岛纳入生态红线区域，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和环

境准入制度。加快推进海岛监视监测系统建设与

运行，基本掌握海岛自然形态变化和开发利用动

态。开展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评估，完善

监测预警制度和指标体系，对超载地区实施严格的

限制措施。保护海岛生态系统、生物物种、沙滩、植

被、淡水、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等，维护海岛及其周

边海域生态平衡。对珊瑚礁等具有重要生态价值

的海岛实施整岛保护，强调自然保育，保护海岛生

物多样性，建成海洋生态安全节点，维护海岛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

３２　推进海岛保护区建设

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天然集中分布区、高度丰富的海洋生物多

样性区域、重要自然遗迹分布区等具有特殊保护价

值的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依法设立海洋自然保护

区。对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

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海岛及其周边

海域，依法设立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内的海岛，禁止开发利用。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岛宣传教育基地，加强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内海岛

的科学研究。

３３　开展海岛整治修复

采取积极的海岛治理措施，有效修复受损的岛

体、植被、岸线、自然景观、历史和人文遗迹等。实

施生境修复，保护和恢复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

典型生态系统。开展特色海岛地貌景观与历史街

区、村落、特色建筑等修复工程，推动海岛特色文化

挖掘。

３４　实施生态岛礁工程

“生态岛礁”工程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实

施的重点工程之一。通过生态岛礁建设，逐步探索

建立绿色、高效、宜居的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

按照“尊重自然、保护优先、注重民生、分类建设”的

原则，开展生态岛礁工程建设。使有重要科研和生

态价值的岛礁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得以维

持，海岛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海岛特

色产业得到发展，实现生态岛礁建设与海岛地区经

济发展协调推进。

３５　改善海岛人居环境

选取部分人口较为集中的海岛建设分散型污

水处理工程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防止污染海岛

淡水和海水资源。支持海岛淡水储存、海水淡化和

岛外淡水引入工程设施的建设。采取防止台风、风

暴潮、海冰和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侵袭的措施，保

障居住安全。开发建设优先采用海洋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和雨水集蓄、海水淡化、污水再生利用

等技术的工程项目。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推进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服务等事业发展，满足海岛居民

不断提高的生活需要。

３６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海岛开发模式

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利时

机，着力提升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水平和层次。

积极探索政府与单位和个人联合开发等多种海岛

开发扶持模式。结合中国海岛实际情况，深入研究

海岛经济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海岛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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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引导海岛开发向低碳、环保、绿色方向发

展，依托生态岛礁建设，倡导生态旅游模式，突出资

源的不同特色，打造海岛旅游知名品牌。

４　结束语

海岛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阵地，是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

缺的地理单元。做好海岛保护与管理工作，对于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只有坚持服务于民，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

绿色发展，坚持紧密联系海岛地区实际，通过“生态

岛礁”工程示范带动，建立海岛资源环境保护的促

进与约束机制，健全海岛保护规划和海岛管理制度

体系，强化“生态岛礁”工程项目实施与特殊用途海

岛管理，才能确保“十三五”期间海岛保护与管理各

项预定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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