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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海区是我国最早开展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海区之一,被列为保护对象的生物资源、岛礁资

源、景观资源和生态系统丰富多样。文章从数量和面积、典型特征以及保护对象3个方面概述东海

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发展现状,提出目前保护区发展存在管理机构不完善、配套法规不健全、资

金保障不稳定和监测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管理机构建设,提升建设和管理水

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夯实保护工作法律基础;拓宽资金来源,促进开发和保护协调发展;提高监

视监测能力,加强保护对象监测评估的对策措施建议,以期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以及

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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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astChinaSeadistrictisoneoftheearliestmarinereserveconstructionareasin

China.Theprotectionobjectssuchasbiologicalresources,islandresources,landscaperesources

andecologicalsystemsarediverse.Thispapersummarizedthedevelopingstatusofnational

marineprotectedareasinEastChinaSeadistrict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quantityandarea,

typicalfeaturesandprotectionobjects,andthecurrentproblemswereanalyzed.Onthisbasis,four

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osolvetheseproblems,includingacceleratingtheconstructionof

themanagementagency,improvingthelegalsystem,wideningthesourceoffundsandimproving
themonitoringcapability,whichwillprovidereferenceforthe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of

marineprotectedareas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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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是指专供海洋资源、环境和生态保

护的海域,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

区[1]。其中,海洋自然保护区以海洋自然环境和资

源保护为主要目的,一般面积较小且不允许进行多

用途开发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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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特别保护区综合考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

洋资源开发2个方面,是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3],《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4]中将海洋

特别保护区分为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

态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

东海区北起江苏省连云港、南至福建省东山

县诏安头,所辖海域岸线漫长,具有丰富的生物资

源、岛礁资源、景观资源和生态系统类型,区位优

势明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保护区建设

的重要海区之一。本研究总结分析东海区国家级

海洋保护区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对

策措施,为解决我国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矛

盾[5]以及加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

建议。

1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发展现状

1.1 数量和面积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南麂列岛国家级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东海区首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

护区,2005年经国家海洋局批准建立的乐清市西门

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是我国首个海洋特别保护区。

随着国家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大力推进,东海区海洋保护区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2016年年底,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总数已

达21个,占全国国家级海洋保护区总数的27.3%;

总面积为3084.6km2,占全国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总面积的32.4%(图1)。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数量组成和分布

情况如图2所示。从东海区总体看,海洋公园最多,

海洋自然保护区较多,其他类型特别保护区较少;

从国家级海洋保护区所属省份看,江苏省有3个,均

为海洋公园,总面积为552.8km2;浙江省和福建省

各有9个,均为2个自然保护区和7个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分别为2187.9km2和343.8km2。

图1 1990—2016年东海区国家级海洋

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

图2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数量组成和分布

1.2 典型特征

从保护区类型来看,东海区约有2/3的国家

级海洋保护区远离大陆岸线,主体由岛屿或岛礁

组成,呈现出典型的“岛礁型”特征;约有2/3的国

家级海洋保护区为海洋公园,有些特别保护区还

加挂海洋公园的牌子,呈现出“海洋公园化”特征,

为经济社会、海洋环保和生态旅游的结合发展提

供机遇。

从保护区区位来看,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犹如一颗颗美丽的珍珠镶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上,同时也处于东北亚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关

键战略通道和太平洋西海岸的核心战略区域,有些

保护区的岛礁还是我国的领海基点,呈现出独特的

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和国家安全战略价值。

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来看,东海区的典型港

湾、岛礁和红树林群落大多分布在国家级海洋保护

区内,保护区的建设将成为东海区在“十三五”时期

实施“蓝色海湾”“南红北柳”和“生态岛礁”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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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工程的重要载体和典型示范。

1.3 保护对象

东海区现有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对象类

型丰富,主要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海蚀地貌、

古生物遗迹、岛礁、河口湿地、领海基点、海洋珍稀

动物、濒危鸟类和海洋经济生物,涵盖河口、盐沼、

潮间带、红树林、海湾和岛屿等生态系统类型。约

有2/3的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含有典型海洋生物

保护物种,约有95%的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具有

复合性。

目前东海区范围内受保护的海岛主要有秦山

岛、南麂列岛、马鞍列岛、中街山列岛、渔山列岛、韭

山列岛、花岙岛、西门岛、福瑶列岛和城洲岛等;受

保护的地质遗迹主要有花岙岛海蚀地貌;受保护的

古生物遗迹主要有深沪湾古森林遗迹;受保护的人

文景观主要有长乐显应宫、平潭仙女蛤、福建崇武

古城和解放军庙等;受保护的鸟类主要有勺嘴鹬、

中华凤头燕鸥、黄嘴白鹭、岩鹭和中白鹭等;受保护

的濒危珍稀动物主要有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和中国

鲎等。

2 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机构不完善

目前东海区设有独立专门管理机构的国家级

海洋保护区仍较少(如南麂列岛和深沪湾保护区),

绝大多数保护区成立了保护区管理局(处)或领导

小组,在形式上以挂靠当地海洋与渔业管理部门为

主;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大多身兼数职,专业技术人

员比例较低,且机构编制较少甚至没有编制。机构

设置、人员编制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导致个别

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较低,海区保护区的发展

不平衡。

2.2 配套法规不健全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依据仅限《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及国家海洋局《海洋自然保

护区管理办法》《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和《国

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等法律和

规范性文件,对保护区机构设置、管理经费和违法

案件处罚等具体问题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不强。

保护区(尤其是海洋公园)的管理缺少制度保障,配

套法规尚不健全,导致在保护区内开展相关查处工

作无法可依,难以做到违法必究。

2.3 资金保障不稳定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大多处于远离大陆

的海岛,面积很大且交通极为不便,其管理和保护

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需经费比陆地保护区

多很多。目前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

管理没有专项经费支持,特别保护区(尤其是海洋

公园)的人员、管理运行和基础建设都缺少持续、稳

定和充足的经费保障,部分保护区的总体规划、专

题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也往往因经费不足

或无后续经费而实施进度缓慢,不利于保护区的长

期发展。

2.4 监测能力不足

目前大多数保护区还处于常规监测和现场采

样监测水平,监测项目针对性不强,监测手段传统

单一,与保护区快速发展的监测需求不适应。针对

保护对象的监测能力滞后问题尤为突出,东海区国

家级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对象类型丰富多样,涉及众

多学科,需多种技术支撑;但目前很多保护区的监

测缺少针对性,对被列为保护重点的保护对象缺少

具有可操作性的监测手段和方法,一些必要的基础

科学研究(如针对重点保护对象的调查监测研究)

仅在少数保护区能开展,从而难以科学评定保护区

的管理效果。

3 对策措施

3.1 加快管理机构建设,提升建设和管理水平

科学合理的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有效

开展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基础。针对目前东

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管理机构不完善和管理队

伍水平较低的情况,需加快推进保护区管理机构建

设,设立专职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适度增加保护区

工作人员编制,引进相应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加强对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经验的调查研究,推

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网络平台建设,加强培训和量

化考核,提升建设和管理水平。

3.2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夯实保护工作法律基础

加强保护区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健全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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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体系,尤其是健全海洋公园的管理制度,完善

和细化已有的法律法规,充分考虑规章制度的科学

性、可操作性以及与其他相关法规和规章之间的协

调一致性,使保护区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

必究。

3.3 拓宽资金来源,促进开发和保护协调发展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内在

需求和海洋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长远考虑,加大对

海洋保护区的财政扶持力度。鼓励按照“政府主

导,多方参与”的原则[6],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拓宽

保护区的融资渠道,激发社会公众的巨大参与潜

力,保障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充足的资金来源,实现

保护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4 提高监视监测能力,加强保护对象监测评估

全面提升保护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

监测能力,加快推进网络化监测能力建设,尤其加

强以典型海洋生物(如中华白海豚和珍稀鸟类)、典

型自然遗迹(如海蚀地貌)和典型生态系统(如红树

林和岛屿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监测

技术方法研究,采取规范化的监测评估手段,使保

护对象得到科学有效的监测和保护。

4 结语

海洋保护区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岛礁型”特色鲜

明、保护对象丰富多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

大。各级主管部门应齐力同心,不断完善体制机

制,探索适合东海区特征的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模

式,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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