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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现状和管理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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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岸带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沿海工程建设占据了大量的天然岸

线，不合理的开发产生了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因此划定一定区域建立

海洋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的调查研究，阐述

了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及海洋保护区的现状，分析了制约海南海洋

保护区的发展因素，并提出了海南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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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带处于陆地与海洋相互作用的特殊

地方，具有多种生态环境组合构成的海岸自

然生态系统，是现代工业和人口的集中地带，

同时也是海陆交通枢纽［１］。经济全球化以来，

中国确定了发展外向型经济，但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和规划，导致 “无序，

无度，无偿”开发的方式未能得到有效的遏

制，致使出现岸段和海域使用的不合理。湿

地破坏、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渔业

资源衰退等诸多矛盾与问题，严重制约了沿

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加强珍

稀资源环境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等的保护，通

过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并

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如何更好地协调自然保

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摆在人们

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　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和类型

１１　海洋保护区的定义

有关海洋保护区的定义，目前有多种表述，

按照中国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的定义，

海洋保护区是指为保护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

种及其栖息地以及有重大科学、文化和景观价

值的海洋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需要划定的海域，

包括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海

洋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

物资源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２］。但最

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ＵＣＮ）于１９９４年对海

洋保护区做出的定义，即 “任何通过法律程序

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其中部分或全部环

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陆架区域，

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植物群落、历史及

文化属性”。

１２　海洋保护区的类型

世界各国的海洋保护区类型多种多样，其

分类标准也亦有不同。目前，除了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１９９４年修改发布的 《保护区分类、目标

和标准》外，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个基于管理

目的和保护水平的分类体系。我国在 《海洋自

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中将海洋自然

保护区分为３个类别１６个类型
［３］。

２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发

展历程

　　海南省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最早可追溯

到１９８０年在东寨港划定的省级保护区。自１９８２

年 《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后，我国的海

洋保护区建设正式起步，在此推动下海南省海

 基金项目：海南省 “９０８专项”（ＨＮ９０８－０１－０２，ＨＮ９０８－０１－０４，ＨＮ９０８－０２－０３，ＨＮ９０８－０４－０２，ＨＮ９０８－０４－０５，

ＨＮ９０８－０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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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保护区的建设快速发展，仅１９８３年海南省就

先后建立了铜鼓岭自然保护区、文昌琼海麒麟

菜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１９８９年初，在国

家海洋局统一组织下选划了三亚珊瑚礁自然保

护区，并在次年９月由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海

洋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５年，国家海洋局颁布了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海

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一批批地方级海洋自然

保护区也相继由海南省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完成

选划并经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政府批准建立。

２００７年７月海南省政府批准建立了全国首个海

草特别保护区———陵水新村港—黎安港省级海

草特别保护区。

迄今为止，建立了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

区１７个 （图１和表１），是全国范围内海洋保护

区数量较多的省份。其中，国家级保护区４个，

省级保护区７个，县市级保护区６个，总面积达

１０３４４４ｈｍ２。这些保护区分属海洋、林业和环

保等部门管理。依照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分类，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分为３个类别７个类

型。其中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数量

最多，共１２个，占总数的７０．６％。保护区的建

立有效地保护了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等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物种。

图１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分布

表１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名录

保护区名称 所在地 类别
主　管

部　门

面积

／ｈｍ２
建立时间 类别 主要保护对象名称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海口市 国家级 林业 ３３３７

１９８０年 （省级）

１９８６年 （国家级）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文昌麒麟菜省级自

然保护区
文昌市 省 级 海洋 ６５００ １９８３年 海洋生物物种

麒麟菜、江蓠、拟石

花菜等

铜鼓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文昌市 国家级 环保 ４４００

１９８３年 （县级）

１９８８年 （省级）

２００７年 （国家级）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海洋自然遗迹和非

生物资源

热带常绿雨矮林生态

系统及其野生保护动

物、地貌景观、珊瑚

礁及其底栖生物

海南清澜省级自然

保护区
文昌市 省 级 林业 ２９４８

１９８１年 （县级）

１９８８年 （省级）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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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保护区名称 所在地 类别
主　管

部　门

面积

／ｈｍ２
建立时间 类别 主要保护对象名称

琼海麒麟菜省级自

然保护区
琼海市 省 级 海洋 ２５００ １９８３年 海洋生物物种

麒麟菜、江蓠、拟石

花菜等

大洲岛海洋生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万宁市 国家级 海洋 ７０００

１９８８年 （县级）

１９９０年 （国家级）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岛屿生态系统

万宁礼纪青皮林省

级自然保护区
万宁市 省 级 林业 １７１０ １９８０年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青皮林及生态环境

陵水新村港—黎安

港省级海草特别保

护区

陵水县 省 级 海洋 ２３２０ ２００７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海草及生态环境

三亚亚龙湾青梅港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三亚市 市 级 林业 １５６ １９８９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三亚河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
三亚市 市级 林业 ４７６ １９８９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三亚珊瑚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三亚市 国家级 海洋 ５５６８

１９８９年 （市级）

１９９０年 （国家级）

海洋与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珊瑚礁及生态环境

儋州新英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
儋州市 市级 林业 １３３ １９８６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儋州白蝶贝省级自

然保护区
儋州市 省级 海洋 ３０９００

１９８３年 （县级）

１９８４年 （省级）
海洋生物物种 白蝶贝及生境

儋州东场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
儋州市 市 级 林业 ６９６ １９８６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临高彩桥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
临高县 县 级 林业 ３５０ １９８６年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临高白蝶贝省级自

然保护区
临高县 省 级 海洋 ３４３００

１９８３年 （县级）

１９８４年 （省级）
海洋生物物种 白蝶贝及生境

澄迈花场湾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澄迈县 县 级 海洋 １５０ １９９５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

态系统
红树林及生态环境

　注：本表中保护区类别划分依据ＧＢ／Ｔ１７５０４—１９９８ 《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３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现状

３１　海洋保护区建设现状

经过各级政府和各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

门的努力，海南省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了

较大成绩。

（１）海洋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发展较快，初

步形成了全省海洋保护区网络。截至２００９年

底，海南省共建立了不同级别、各种类型的海

洋保护区１７个，总面积１０３４４４ｈｍ２，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４个，面积２０３０５ｈｍ２；省

级自然保护区７个，面积８１１７８ｈｍ２；市级自

然保护区４个，面积１４６１ｈｍ２；县级自然保护

区２个，面积５００ｈｍ２。

除了自然保护区以外，海南省还建立了多

处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在保护全省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以及珍稀濒危物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建立的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区总数达８个，总面积８２４６ｈｍ２，几

乎分布于全省所有的红树林，代表着各种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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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植被类型；已建立的以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保

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两个，总面积６９３９ｈｍ２；

已建立的以海草床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区１个，面积２３２０ｈｍ２；已建立的以

麒麟菜、江蓠和拟石花菜等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区两个，总面积９０００ｈｍ２；已建立的

以热带常绿雨矮林生态系统及其野生保护动物、

地貌景观的自然保护区１个，面积４４００ｈｍ２；

已建立的以海岸带青皮林及生态环境为主要保

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１个，面积１７１０ｈｍ２；已

建立的以白蝶贝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两个，面积为６５２００ｈｍ２；物种资源得到了较

好的保护，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中的绝

大多数在自然保护区得到了保护。

３２　海洋保护区管理现状

（１）近１０多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

有关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初步建

立了自然保护区法规体系。１９８５年７月经国务

院批准，林业部公布施行了 《森林和野生动物

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０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１０月１６日颁布实施的 《海南省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１９９３年７月３０日海南省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海

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国务院

批准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１９９５年８月，三亚市政府颁发了 《关于禁

止开采捕捉销售珊瑚、玳瑁及其制品的通告》；

１９９８年９月，海南省人大颁布了 《海南省珊瑚

礁保护规定》；１９９８年海南省颁布首个地方性红

树林保护法规 《海南红树林保护规定》；２００９年

５月２７日，海南省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 （修订

稿）》。

（２）管理机构建设逐步得到加强。这几年，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设施、设备条件 （如配置

了执法快艇、管理用车、通信设备等）虽然有

较大程度的改善，但距离充分履行法定职责的

要求还相距较远。

（３）管理能力、科研水平有所提高。保护

区的管理人员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培训活动，

管理能力和科研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保护区管

理人员的编制偏少，不能很好地满足工作的

需要。

３３　海南省海洋保护区评价

海南海岸带已初步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

类型齐全、功能较强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网络；

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有效地保护了红树林、珊瑚

礁和海草床等关键生境，使海龟、金丝燕和麒

麟菜等珍稀海洋野生动、植物得以生存，维持

了海南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海洋保护区通过

在特定范围内禁止、限制捕捞和一切破坏性开

发活动，有利于渔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海洋

保护区内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海洋生物和

原生态的海洋景观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娱

乐以及进行海洋科普教育活动。海洋保护区的

建立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

在一起，能够促进保护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健康持续发展；海南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

在保护海洋环境、物种资源，维护海洋生态平

衡，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众多问题制约着海

洋保护区的发展。

（１）管理体制制约保护效率。我国自然保

护区管理体制比较复杂，综合管理、分部门管

理、分级管理并存。如此复杂的管理体制被认

为是制约保护区管理和保护效率的重要因素之

一。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我国海洋自然

保护区存在类似的问题。海南省海洋自然保护

区主管部门有海洋、林业和环保等，其中海洋

部门管理的保护区类型比较全面。各部门都有

自己的管理体制、经费来源，都在积极发展隶

属于本部门的保护区，由此造成相互竞争、重

复建设、各自为政、整体效率低下。由于受到

部门体制的制约，综合管理部门与具体主管部

门之间缺少主动的沟通和协调，综合管理部门

也很难对各部门的自然保护区在宏观决策、政

策指导与监督检查方面有所作为。导致无论在

国家层面还是在省、市层面，都难以实现保护

区建设的统一规划。

（２）多数保护区编制不足，经费缺乏，保

护管理难以落到实处。调查认为，编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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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短缺是目前保护区管理机构普遍面临的一

个问题，成为制约保护区进一步发展的 “瓶

颈”。由于编制限制，现有人员难以对管理区域

管护和执法管理，科研、监测为管理服务的工

作开展难度也较大。由于资金不足限制了保护

区许多管理工作的开展。

例如，根据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的

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机构编制

方案，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为

隶属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正处级事业单位，财政

预算管理事业编制６名。而国家制定的 《海洋

自然保护区管理技术规范》中对海洋自然保护

区的人员配置相关规定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

人员配备应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根据保护

区面积、保护性质、任务、管理强度等具体任

务配备管理人员。每一保护区的管理人员总数

一般不少于１０人。位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或

邻近城市的保护区，或相应增加编制。三亚保

护区由３个片区组成，这３个片区均紧邻三亚市

区，都属人口密度较高，且旅游开发程度较高

的地区，３个片区年均接待游客数量合计约为

６００万人次，要完成其职责所赋予的管理、保护

工作，所需的人员应大大多于机构编制管理部

门核定的人员编制。

（３）海洋保护区总体布局规划有待改善。

目前，海南省海洋自然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设

立的偏少，三亚境内海岸线长达２５８．６５ｋｍ，所

管辖的海域面积约３５００ｋｍ２，是我国珊瑚岸礁

分布最广的区域，现仅设立了一个珊瑚礁保护

区是不够的。

４　海南省海岸带海洋保护区管理设想

《中国海洋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

保护区建设战略目标：全国力争在规划期间，

建成类型比较齐全、系统均衡的海洋自然保护

区网络，基本实现对我国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的海洋资源、环境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

护。围绕这个目标，至少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以

下几方面工作。

（１）调整保护区管理体制。在短期内多部

门共管海洋保护区的体制弊端难以得到解决，

因此应当寻求协调部门关系的有效机制，尽量

减弱现有体制的弊端。在省、市的层面上组建

由海洋、环保、林业等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参与

的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省、

市级自然保护区。从长远看，应该改变保护区

管理体制，明确由国家海洋局负责管理全部海

洋自然保护区及相关事务，彻底解决多部门管

理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２）拓展管理渠道，推行科学管理。目前

保护区管理中，编制不足、经费短缺是保护区

管理机构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光是 “等、

靠、要”是不行的，要开拓思想以适应开发来

促进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度建设。在这方

面三亚珊瑚礁保护区已经积累了很好的成功经

验，经过批准手续后，保护区可以让一些有好

项目且能服从管理的企业开展开发项目，企业

为长远的发展会自觉保护所利用和依靠的自然

资源，这样不仅保护区外围的管理者多了，通

过资源补偿协议等方式，也使保护区的管理经

费来源得到了拓展。

（３）推进社区共管，适度开展生态旅游，

促进和扶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自然保护区

发展的总目标应该明确包括自然保护和社区发

展两个方面，该目标必须在法规政策中明确，

在管理行动中得以体现。探索和建立把当地群

众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与自然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的机制。鉴于旅游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以及

生态旅游在国外自然保护区的成功实践，我们

建议加强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研

究，提高对旅游开发活动的管理能力。如，三

亚保护区利用西瑁洲的适度海岛生态旅游有效

地促进了保护区的社区扶持工作，受到了珊瑚

礁国际组织的赞赏。保护区实验区适度开展海

岛生态旅游项目，将近千名原从事以破坏珊瑚

礁为生的岛民被旅游企业吸纳转入了从事海岛

生态旅游行列，实现了岛上居民生活生产方式

的改变。促进了整个海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成为保护区管理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双赢的

模式。

（４）加强对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调查研究。选取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区，

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

水平所限制，我们能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力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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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此当前尤其要加强关键地区的调查研究

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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