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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是壮大海洋经济的重要依托,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平台,北海区海岛

对于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对北海区海岛概况进行介绍的基础

上,研究了北海区三省一市各级海岛管理部门在保护海岛生态环境、规范海岛开发秩序、改善海岛

人居环境以及增强特殊用途海岛保护力度等海岛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还分析了在北海区海

岛保护中存在着海岛保护规范和制度不够健全、海岛管理业务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进程缓慢、海

岛及其周边生态系统相关研究不足、海岛保护与开发经费投入不足、公众海岛保护意识薄弱等问

题。最后根据北海区海岛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北海区海岛保护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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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海岛众多。随着沿海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海岛开发活动的

增加,海岛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海岛经济对国民经

济的贡献率不断提升[1-2]。我国一向重视国家的海

岛保护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对我国海岛保护

和开发利用做出重要批示,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岛保护法》之后,2012年4月19日国家海洋局正式

发布实施《全国海岛保护规划》,我国的海岛保护工

作朝着日臻规范的方向发展[3]。

北海区海岛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海

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是北方内陆地区由海与外

界联系的窗口,对于北方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辐射意义和区位意义。

在海岛保护方面,文艳等[4]对海岛保护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门植渊[5]针对山东省某一具体

区域的海岛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徐鹏杰等[6]对海

岛保护与利用的对策进行了相关研究。北海区海

岛具有重要的区位意义,但目前缺少对北海区海岛

保护现状的相关综合研究,本研究结合《全国海岛

保护规划》的目标与要求,通过对北海区三省一市

各级海岛管理部门在保护海岛生态环境、规范海岛

开发秩序、改善海岛人居环境及增强特殊用途海岛

保护力度等海岛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北海区海岛保

护的改进建议,对进一步指导北海区海岛保护工

作,发挥海岛在海洋经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2 北海区海岛概况

北海区海岛主要分布在长山群岛及辽东沿岸、

渤海、庙岛群岛、环山东半岛等海域(图1)。

根据北海区各省市海岛保护规划资料统计,北

海区共有海岛1230个,岛屿总面积约4077km2,

岛屿岸线总长度为1614km。其中,有居民海岛76
个,占海岛总数的6%,无居民海岛1144个,占海岛

总数的93%;面积大于500m2的岛屿669个,占岛

屿总数的54%;边远海岛45个,占岛屿总 数 的

3.6%,北海区海岛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图1 北海区海岛分布

表1 我国北海区海岛基本信息

海岛信息 辽宁 河北 山东 天津

海岛总数/个 632 13 584 1

有居民海岛/个 44 0 32 0

无居民海岛/个 588 13 552 1

面积大于500m2 海岛/个 377 3 278 1

海岛总面积/km2 506 36 3535 0.03

边远海岛/个 30 0 15 0

海岛岸线长度/km 920 121 572.8 0.7

  注:河北省海岛岸线长度由海岛管理系统中公布数据统计得出

我国北海区海岛类型广泛,基岩海岛、贝壳堆

积岛和泥沙堆积岛均有分布,不同类型海岛的岛

体、海岸线、动植物分布和周边海域的生物和非生

物环境共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岛生态系统;海岛

及其周边海域自然资源丰富,有港口、渔业、旅游、

油气、生物、海洋能等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

北海区虽然建立了涉岛保护区,但保护区能力

建设亟待提高,对保护对象的保护需要加强;对一

些具有权益价值的海岛管控能力也有待提高。随

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且与之对应的人民群众

对清洁的海洋、优美的海岛环境要求不断提高,海

岛地区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提

升等需求逐年升级,保护和合理利用海岛的压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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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岛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3 海岛保护进展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目标为“海岛生态保护显

著加强、海岛开发秩序逐步规范、海岛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特殊用途海岛保护力度增强”。本研究围

绕以上4个方面的海岛保护目标,对北海区海岛保

护工作的进展进行了梳理。

3.1 海岛生态保护工作进展

2010—2015年期间,北海区选择34个典型生

态受损的海岛进行生态修复工作,使用中央财政资

金5.87亿元,地方配套资金7.50亿元;截至2015
年,17个海岛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其余仍在实

施之中。

截至2015年,北海区新批准自然保护区0个,

海洋特别保护区8个(全部为海洋公园),北海区三

省一市开展了34个海岛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

完成了8个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工作,建立了渤海

生态红线制度,北海区海岛生态保护显著加强。北

海区新建海洋保护区及海岛生态保护情况实施效

果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北海区新建海洋保护区

类别 序号 保护区名称 保护对象 级别 涉及海岛及数量

辽宁省

1 盘锦鸳鸯沟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上红海滩”海洋生态景观、河

口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级 鸳鸯岛1个海岛

2 辽宁绥中碣石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洋资源、海岛资源、历史文化

资源
国家级 孟姜女坟等9个无居民海岛

3 觉华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洋资源、海岛资源、历史文化

资源
国家级

觉华岛等9个海岛(其中有居民海

岛1个)

4 大连长山群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群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和岛陆

岩礁自然景观
国家级

大长山岛、小长 山 岛 等84个 海 岛

(其中有居民海岛11个)

5 大连金石滩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洋生态、海洋地质地貌 国家级 1岛3礁

河北省 — — — —

天津市 — — — —

山东省

6 大乳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优质 沙 滩、湿 地、岩 礁 等 海 洋

资源
国家级 3

7 烟台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地形地貌 国家级 1

8 长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地形地貌 国家级 3

  

3.2 海岛开发秩序规范进展

北海区辽宁省、河北省和山东省建立了海岛相

关管理部门,与海域动态管理系统相结合,初步建

立起海岛监视监测业务体系基本构架,尚未进入系

统的业务化运行阶段。海岛保护定期巡查制度初

步建立,保护专项执法定期开展,非法用岛活动得

到初步遏制。中国海监北海总队开展了北海区海

岛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在执法工作中将海岛定期登

岛巡查与近岸海域巡查工作有机结合,环岛巡视与

登岛检查相结合,加强执法监察;按年度组织开展

海岛专项执法活动,对北海区海岛进行全面执法监

督检查,完善海岛执法本底资料、探索高效海岛执

法检查模式,海岛开发秩序逐步规范。

北海区三省一市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程序逐

步规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不断加强。河北省制定

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流程,山东省发布了《关于开

展<海岛保护法>生效前已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活

动确权登记的通告》。至评估之日,北海区对4个无

居民海岛用岛项目进行了确权,其中:日照市桃花

岛于2012年取得山东省乃至北海区第一本无居民

海岛使用权证书,辽宁省已经确权两个无居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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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为大连西沙坨子岛和锦州大笔架山岛,用途分

别为农渔业用岛和旅游用岛,河北省对唐山湾“三

岛”祥云岛(打网岗岛)景区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进行

确权。

3.3 海岛人居环境改善工作进展

北海区仅辽宁省和山东省分布有居民海岛,共

有76个,其中辽宁省有居民海岛44个,山东省有居

民海岛32个。针对北海区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滞

后的情况,辽宁省和山东省依托中央海域使用金返

还和海岛专项资金申请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实施了

海岛交通水电建设、堤坝修复、道路建设、绿化、危

岩体整治、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等各项具体工程,改

善了海岛的生态环境,提升了海岛人居环境,促进

了海岛可持续发展。

北海区海岛可再生能源建设已初步开展,在多

个海岛进行了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开发利用。海

岛地区开展的淡水资源保护主要是通过修建蓄水

池、修建污水处理厂等方式,开展水资源二次利用,

一定程度上使有居民海岛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处理

能力有所改善。北海区通过海域使用金返还和海

岛保护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开展了海岛防风、防浪

和防潮工程,海岛城镇排涝设施等建设。

3.4 特殊用途海岛保护进展

2012年以来,针对特殊用途海岛的保护,北海

区也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工作。

(1)领海基点海岛保护工作。北海区有7个领

海基点海岛,全部分布于山东省北黄海,目前海基

点保护范围选划工作已全部完成。截至2015年年

底,山东高角(1)、山东高角(2)领海基点海岛的监

视监测设备已完成安装,领海基点海岛的保护范围

选划工作已全部完成。

(2)海岛标志设置。北海区三省一市都开展了

自然保护区、国防用途等特殊用途海岛的标志设置

工作,共完成了256个特殊用途海岛标志设置工作,

其中山东省完成了92个海岛的特殊区域划定。然

而,在对领海基点海岛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对部

分严重受损的领海基点海岛进行修复以及加强海

岛上的助航导航、测量、气象观测、海洋监测和地震

监测等公益性设施保护方面,北海区实施进程还相

对缓慢。

4 海岛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

由于海岛管理是一项综合性、连续性及系统性

工作,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

问题。

4.1 海岛保护规范和制度不够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颁布以及《全

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为我国的海岛保护提供了

法律和指导规范,但是在有居民海岛保护与管理方

面的法律规定至今还处于缺失状态。同时,针对具

体工作缺乏相应制度与规范,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

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7]。

4.2 海岛管理业务化支撑体系建设进程缓慢

目前,北海区三省一市中,仅有辽宁省海洋与

渔业厅设立海岛管理处,其他两省一市海洋厅(局)

依托现有海域管理机构开展海岛管理工作,没有设

立专门的海岛管理机构。北海区三省一市技术支

撑队伍建立水平各有不同,现有技术支撑队伍存在

零散、不能形成合力和专业性不强的特点。在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方面,目前北海区还是缺乏从事海岛

科学研究以及海岛管理业务化的技术支撑的专业

人才队伍。

4.3 海岛及其周边生态系统相关研究不足

目前北海区三省一市针对海岛岸滩侵蚀退化、

海岛植被构建、海岛周边海域生态恢复等问题与技

术在个别区域和海岛开展了一些研究,形成了部分

研究成果,国家海洋局也出台了海岛整治修复技术

指南,总的来看,只是研究了海岛生态系统的一个

重要部分,总结了海岛修复理论基础和修复技术方

法,这对于整个海岛及其周边生态系统的研究而

言,是远远不够的。

4.4 海岛保护与开发经费投入不足

目前海岛保护与开发在经费投入上与实际需

求尚有很大差距,目前所投入的经费主要是北海区

三省一市申请的海岛保护专项资金、中央分成海域

使用金以及地方配套资金,总的来看,海岛保护经

费投入远远不够,投入方向不均衡,仅涉及了海岛

整治修复,对海岛监视监测、海岛生态保护评价、边

远海岛开发利用以及海岛防灾减灾监视能力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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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支持较少。

4.5 公众海岛保护意识薄弱

北海区三省一市开展了多形式的海岛宣传教

育活动,山东省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潍坊市等

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海岛保护宣传活动。但整体

来看,公众参与宣传活动力度不够,公众海岛保护

意识不强,依法用岛意识淡薄,违法用岛活动时有

发生,重开发轻保护,对违法用岛活动查处不及时。

5 结论与建议

北海区三省一市各级海岛管理部门通过保护

海岛生态环境、规范海岛开发秩序、改善海岛人居

环境及增强特殊用途海岛保护力度等手段,有效规

范了北海区海岛的保护开发与建设,推动了海岛及

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保护和海岛经济社会的发展。

然而,目前北海区海岛保护工作还存在海岛保

护规范和制度不够健全、海岛管理业务化技术支撑

体系建设进程缓慢、海岛及其周边生态系统相关研

究不足、海岛保护与开发经费投入不足、公众海岛

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在今后海岛保护工作的开

展中,北海区应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以及《全国海岛保护规划》配套制度建设,继续完善

海岛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加强无居民海岛管理力

度,构建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管理体系,建立和健

全海岛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加强海岛生态保护能力

建设,强化财政支持,拓宽海岛保护与开发投资渠

道,将省级海岛管理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加强省级

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与评估,同时增强宣传力度,

提高全民海岛保护意识,在下一阶段更好地落实和

推进海岛保护工作,从而促进海岛经济社会的稳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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