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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有居民海岛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史雪凤，孙红，龙超，何伟宏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环境工程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１）

摘要：通过对广东省４８个有居民海岛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重点选取９个有代表

性的海岛进行实地考察，归纳总结了全省有居民海岛发展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

应的改善修复海岛现状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海岛可持续发展和海岛综合管理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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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广东是海岛大省，海岛数量居全国第三，海

域空间辽阔，毗邻港澳，邻近印支半岛、面向东南

亚，扼西北太平洋至东南亚、印度洋各国交通要

冲［１］，区位优势突出。全省拥有１４２９个海岛，干

出礁９５６个，分属沿海３０个县、市和市辖区，东起

汕头南澳县南澎列岛，西至湛江雷州市赤豆寮

岛，北抵潮州饶平县东礁屿，南达湛江徐闻县

二墩。

广东省的有居民海岛４８个，占全省海岛总数

的３．４％，包括县级海岛３个、乡镇级海岛１４个、村

级海岛３１个；其中距离大陆海岸线１０ｋｍ之内的

海岛占９０％，离大陆海岸线最远的属珠海大万山

岛，离岸距离为３０．６ｋｍ。全省有居民海岛户籍人

口约８７万，常住人口约２６万；岛屿陆域总面积

１３２２ｋｍ２，占全省海岛总面积的８２％；岸线长

１３４２．１０ｋｍ，占全省海岛岸线的５５％。

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国海岛相关报道多停留在全

国和地方海岛宏观概述［１－２２］，或针对无居民海

岛［２３－３５］，对有居民海岛的详细调查分析研究尚

无。有居民海岛作为我国有居民行政管理区域

的一部分，与陆地区域一样，在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区域经

济，尤其是在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试验

区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与关注。

广东省有居民海岛是国家实施南海大开发的强

大后方基地，更是广东自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

可持续发展阵地［２３］。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有居

民海岛进行系统地资料收集，并根据４８个有居

民海岛的问卷调查结果以及９个有代表性海岛

（汕头南澳岛、珠海外伶仃岛、阳江海陵岛、湛江

硇洲岛、潮州汛洲岛、江门茫洲岛、湛江北莉岛、

惠州大三门岛和小三门岛）的实地考察情况，分

析了影响海岛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居民生活等

重点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海岛

可持续发展和综合管理提供支持。

２　有居民海岛现状调查

２．１　海岛管理问题

２．１．１　有居民海岛管理体制不健全

不同于无居民海岛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有居

民海岛主要实行分散管理。由此，造成管理上各

自为政，自成体系，导致难以消除的管理弊端。

目前广东省有居民海岛的管理涵盖了诸多同级

部门的管理职责，缺乏协调统一和信息共享机

制，常常因利益关系影响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

难以达到有效管理。

２．１．２　有居民海岛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和《全国海

岛保护规划》颁布实施以来，广东省采取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海岛管理措施，但在落实海岛管理

政策时仍需给予细化或补充，如历史用岛、国防

用岛问题，亟须出台地方行政法规或规章，提高

海岛政策法规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另外，

广东省尚未出台关于海岛功能区划和保护与利

用规划的综合性法律或政府规章，无法及时对海

岛的管理、保护和开发工作做出指导，使得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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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缺乏功能规划导向。

２．２　社会经济问题

２．２．１　海岛经济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利、生态环境脆弱等

原因导致海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大部分海岛开

发程度不高，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发展速度

明显落后于滨海地区和大陆。特别是村级海岛，

不仅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生活设施落后，且资

源优势不明显，生态环境脆弱，常年经受台风和

风暴潮影响，难以吸引适合海岛发展的资金注

入。据统计，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有居民海岛人均ＧＤＰ

２９７１４．９６元、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９７９．３８元，远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５４３２４．５３元和３０２２６．７１元），

与陆地经济差距较大。

２．２．２　海岛产业结构不合理

广东省大多数中、小型有居民海岛以第一产

业中的传统捕捞为主，高位养殖和深水养殖为

辅，兼有少量种植业，少数资源优势突出、人口数

量较多的大型海岛才有相应的海岛第二、三产

业，并且大多是依托渔业的水产品加工业、渔具

制造业、渔船修造业和服务业［２］，缺乏新兴低碳

产业。

近年来，海岛渔业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瓶

颈”：一是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竭、双边渔业协

定的实施、远洋捕捞成本的加大等因素导致海岛

地区传统捕捞业发展空间日渐萎缩，很多渔民被

迫转产转业，如珠海外伶仃岛、江门茫洲岛、惠州

小三门岛等原居民陆续选择弃岛登陆打工；二是

由于受自然环境制约，广东省海岛养殖业普遍存

在养殖品种较少、产值产量不稳定、渔民增收困

难等问题，如湛江北莉岛居民养殖虾（占９２％）、

鱼、贝类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但由于近岸海水污

染日趋严重，虾苗成活率已不足５０％，加上岛内

海堤老化、缺失，易遭海水倒灌冲毁养殖塘，常造

成巨大经济损失；三是目前海岛养殖缺乏统一规

划，某些热门养殖品种在局部地区发展过快、规

模过大，养殖单位过于集中，超出海域自净能力，

进而导致海域污染、水质下降和养殖病害频发等

问题，影响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近年潮州

汛洲岛附近海域的网箱养殖屡发“死鱼”事件，就

源于海水水质较差、网箱养殖密度过高引发的大

量刺激隐核虫导致的细菌继发感染，类似情况也

曾在湛江、阳江、惠东等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中暴

发过。

２．２．３　海岛建设资金短缺

目前广东省有居民海岛的基本建设经费主

要来自政府财政，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

足或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往往不到位，而大

多数村镇级海岛建设管理经费投入更少，也很

难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去，导致

海岛居民缺少必需的生活、生产基础设施，难以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据统计，全省４４％海

岛反映资金问题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５２％

海岛存有基础设施建设扶持资金不足情况，主

要体现在改善交通、供水、供电及修建海堤等方

面；另外，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茂名大洲岛、潮

州汛洲岛、湛江东海岛和硇洲岛等岛上污水处

理设施被搁置。

２．２．４　海岛人口结构不合理

由于海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存条件和人

居环境相对艰苦，海岛人口流失严重，人才资源

匮乏，人口结构不合理。目前人口结构不合理已

成为海岛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近年来海岛常

住居民不断减少，以江门茫洲岛为例，其原户籍

人口７１２人，现常住人口仅３７０人，原有小学已停

办；而惠州小三门岛上居民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

多迁往澳头镇定居，其原户籍人口４０７人，现仅

剩１００余人（其中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占８０％）。由

于工作环境、待遇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海岛对人才吸引力明显不如陆地地区，并且海岛

地区自己培养的人才也多流向大城市，岛上经济

发展极为缓慢。

２．３　生态环境问题

２．３．１　岛体及植被破坏严重

据调查统计，广东省有居民海岛的岛体及植

被破坏程度较为严重，部分海岛岛体破坏面积所

占比例高达２０％～３０％，如潮州海山岛、珠海外

伶仃岛、湛江南三岛、硇洲岛、北莉岛等；岛内植

被破坏程度达２０％～４５％的海岛有湛江南三岛、

硇洲岛、北莉岛、冬松岛、公港岛、土港岛、金鸡

岛等。

目前，较为常见的渔业生产、港口建设、旅游

开发等开发活动，及岛上乱采石料、砍伐植被，到

处挖砂更甚者采取炸岛、炸礁等破坏力极大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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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海岛的地形地貌及植被产生不同程度的

破坏，导致海岛水土流失，基岩裸露，易产生山

体滑坡、塌陷等自然灾害及造成近岸海域、航

道、港池的淤积。以珠海外伶仃岛废弃采石场

为例，长年的砂石开采使得向海侧山体基岩裸

露，植被完全破坏，且该采石场未经治理放置加

剧水土流失，原本采石场下岸滩的基岩海岸外

扩成滩，蜕变为砂质海岸，部分砂石受海流作

用，淤积至东侧港区，政府每年需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清淤整治。

２．３．２　海岛自然岸线及景观破坏加剧

据调查统计，海岛岸线受破坏程度严重的海

岛有潮州汛洲岛、湛江南三岛、硇洲岛、北莉岛、

公港岛、土港岛、金鸡岛等，其中南三岛岸线受破

坏情况最为严重达１４ｋｍ；海岛景观受破坏程度

严重的有潮州汛洲岛、湛江硇洲岛、北莉岛、冬松

岛、公港岛、金鸡岛等。

随意弃置固体垃圾、擅自开发等人为活动

使海岛岸线及自然景观不断遭到破坏。调查发

现阳江海陵岛一处港池沿岸已被随意乱倒的建

筑垃圾向海侧填出十几米，占用岸线长达１００ｍ

余，严重破坏了自然景观；盲目挖掘虾塘的湛江

北莉岛岸滩侵蚀最为严重，海水入侵深度达几

十米甚至上百米，导致该岛面积已缩小近１／５，

目前侵蚀较为严重的南侧、西北侧海岸已逐渐

逼近农舍，对岛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

２．３．３　海岛岸滩及周边海域污染程度有增无减

据调查统计，海域及岸线受污染程度严重的

海岛有潮州西澳岛、汕尾小岛、湛江北莉岛、冬松

岛、公港岛、金鸡岛、六极岛。

海岛及周边海域环境日渐恶化，一是沿海地

区陆源污染物排放入海、海洋开发与海上运输中

污染物泄露等现象，导致海洋和海岛环境遭到严

重污染；二是岛上固体垃圾和污水无序排放对海

岛岸滩及周边海域造成污染。大量垃圾被随意

丢弃在岸滩及近岸海域，受海风和潮流带动四处

扩散，严重污染海域环境；另外，未经处理的污水

直接排海也加剧对周围海域环境的污染。实地

考察中发现，一些海岛如阳江海陵岛、湛江硇洲

岛等渔港及岸滩上垃圾遍地，水质发黑，臭气冲

天，污染程度极其严重。

２．４　生活基础设施问题

２．４．１　缺乏往返大陆的固定渡轮，码头相对简易

广东省有居民海岛中通过建堤连陆的有

９个，如阳江海陵岛、汕尾施公寮岛、珠海淇澳岛

等；连桥通陆的有１８个，如惠州黄毛洲、盐洲、湛

江东海岛等；其余２１个海岛均为离岸海岛，如珠

海外伶仃岛、江门茫洲岛、湛江硇洲岛等，其中镇

级及镇级以上海岛基本开通了往返于大陆和海

岛间的固定渡轮，但大多数村级海岛尚未开通，

岛民前往临近陆域须自驾渔船，不仅出行不便，

且存有交通安全隐患。

另外，大多数海岛码头相当简易，部分村级

海岛甚至未修建码头，上下船只能凭借堤岸、礁

石或沙滩；码头停泊水域水深条件严重不足，渔

船需乘潮而入，或靠小排筏来回驳接，停泊、出行

相当不便。

２．４．２　岛内道路硬化程度不高，运输工具滞后

广东省一些建堤或连桥海岛有连陆公路，如

潮州海山岛的海山公路、湛江东海岛的东海公

路、汕头达濠岛的达濠公路等；建车渡码头的海

岛有岛内公路，如汕头南澳岛的南澳环岛公路、

江门上川岛的上川公路等；但海岛上主要的硬化

道路是一些简易水泥路，大部分属战备公路。调

查发现，全省多数有居民海岛内道路狭窄，硬化

路面覆盖率不高，大部分村级海岛仍以泥沙路为

主。如潮州汛洲岛、江门茫洲岛、惠州小三门岛

等仅村内有硬化道路，而村庄到码头及劳动场所

之间的道路均为泥沙路，崎岖不平，难于行走。

由于多数海岛未与大陆建堤或连桥，加上岛

内道路硬化程度不够，机动车辆寥寥无几，岛民

普遍依靠摩托车，部分村级海岛甚至只靠步行。

此外，大多数村镇级海岛物资运输主要通过原始

的方式———人力或畜力。以江门茫洲岛为例，岛

上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建筑材料全靠人力输送，

施工中人力消耗相当于陆地的几倍甚至数十倍

之多。

２．４．３　淡水资源严重缺乏，水质安全得不到保障

广东省７５％有居民海岛属基岩岛，岛体多数

以岛山或山丘为主，岩石较多，基岩裸露，积水面

小，储水能力弱，截引蓄水量有限，淡水资源颇为

短缺。据调查统计，全省有居民海岛生活用水主

要来源大陆供给和地下水，其中须从大陆运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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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占４４％。目前全省仍有１７％海岛存在供水

不足问题，如潮州汛洲岛、汕头妈屿岛、汕尾施公

寮岛、惠州大三门岛和小三门岛等。

另外，３１％海岛的饮用水质量达不到国家规

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如汕头妈屿岛、湛江南

三岛、北莉岛、冬松岛、硇洲岛等岛屿主要依靠地下

水，因海水倒灌、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等种种问题导

致水质干涩、咸。据调查，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湛

江硇洲岛临海地带的个别水井发现海水倒灌以来，

目前已导致岛上沿海地带２１个村庄近万人饮水困

难，海水入侵面积已占全岛总面积的１／３（达

１８ｋｍ２），最大入侵距离达１．３ｋｍ。

２．４．４　电力供应不足，用电安全存在隐患

广东省７１％有居民海岛电力来自陆地供应，

主要通过海底电缆、海中植杆、沿堤铺设等方式

输送；２１％海岛依靠柴油发电；其余采用火力、太

阳能、风力等方式发电。但全省仍有２７％海岛存

在供电不足情况，如通过大陆输电的江门盘皇

岛、阳江丰头岛、湛江北莉岛等，通过柴油发电的

惠州大三门岛、珠海担杆岛、茂名大洲岛等，及通

过太阳能发电的江门大襟岛等，均尚未能满足岛

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个别岛甚至采取

限时段供电方式，如江门茫洲岛上两个自然村各

建有柴油发电机房，由于功率不足，且电价很高，

每日供电时间仅有４ｈ；而惠州小三门岛上更无

集体供电设备，通常由岛民独自或合资购买小型

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给基本生产、生活带来极

大不便。

实地考察中发现，多数有居民海岛电路敷设

不合理，乱搭乱接现象严重，加上台风等自然灾

害侵袭，电线老化、破损严重。另外，海岛上电线

杆等基础设施等多建在养殖塘或水塘旁边，长期

受池水浸泡有倾斜、倒塌、老化趋向，灾害来临时

的抵抗力低下，岛上用电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２．５　卫生基础设施问题

２．５．１　污水排放缺乏监管和规范

广东省有居民海岛上排放的污水多为生活

污水，但也有部分生产污水，如养殖污水等。据

统计，约有７７％海岛生活、生产污水未经处理排

入地下或直排周边海域，仅汕头南澳岛、阳江海

陵岛、湛江东海岛等少数几个建制等级高的海岛

建有污水处理厂，将污水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海，

但尚无一个海岛的污水处理管网可覆盖全岛。

如南澳岛设有两个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仅限于

县城城区及青澳湾镇区，其他地区的污水仍为无

组织排放。

海岛污水无序排放严重破坏了海域生态环

境，影响了自然景观，如潮州汛洲岛上生活、养殖

污水随意排放导致其海滩及周边海水浑浊，沙滩

也略呈黑色，海域环境大不如前。此外，未经处

理的污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极易导致蚊蝇繁

殖，滋生病菌，污染地下水环境，威胁人体健康。

２．５．２　垃圾随意堆放情况普遍，集中处理能力薄弱

广东省有居民海岛缺乏固体废物处理设施，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普遍存在。垃圾随意堆

放不仅污染空气环境，而且破坏了岛上的生态环

境，其渗滤液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以及附近海域

的水质环境，长期堆放还易滋生蚊虫与疾病。

目前全省生活垃圾实现定点存放的有居民

海岛占６７％，但垃圾收集点往往不能覆盖全岛，

且垃圾收集点结构简单，多为敞开式，清运又不

及时；仅有少数镇级及镇级以上的海岛建有垃圾

转运站或垃圾处理厂，但收集范围尚不能遍及全

岛，如珠海桂山岛、汕头南澳岛等仅镇区范围内

设垃圾处理转运站，其他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仍

随意堆放或自行焚烧。此外，除一些连陆海岛

（如东莞威远岛、阳江海陵岛等）及交通便利海岛

（如汕尾施公寮岛、惠州黄毛洲、湛江特呈岛等）

将垃圾打包外运至陆域处理外，多数海岛（如珠

海外伶仃岛、湛江硇洲岛、北莉岛等）主要通过露

天填埋或简易覆土填埋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其

环境承载力受到严峻的挑战。

２．６　海岛灾害问题

２．６．１　海岛防灾减灾管理体制和应急求援系统

有待完善

　　广东沿海地区是台风袭击频繁地段，海岛首

当其冲，灾情尤为严重。台风往往给海岛地区带

来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等灾害，经常造成海

岛的海堤溃决、码头损毁、海岸崩塌、道路损毁、

房屋倒塌、海水倒灌、农田淹没、渔船和滩涂养殖

被毁等严重的灾害事故。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

下造成的部门分割，使海岛防灾减灾现行管理体

制缺乏全方位、快速有效的工作机制，协调机制

不够完善。目前，海岛地区普遍没有建立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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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系统，缺少人员配置、工作经费等问题比较突

出；灾害险情和灾情报告渠道不够畅通、应急反

应不及时，灾害救援装备比较落后；救灾物资储

备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防治技术相对落

后，灾害应急救援能力亟待提高［３６］。

２．６．２　海岛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海岛地区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经济相对落后，各种海岛灾害造成

的损失又会加重这种落后的局面。目前海岛防

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一些灾害多发地

区的避灾场所建设滞后，如江门茫洲岛未建避风

港，台风来临前，岛上渔船须前往下川岛甚至到

更远的台山避风。另外，海岛灾害设防水平也有

待提高，如湛江北莉岛的堤坝修建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初，４０多年来，由于大风大浪和大雨的冲袭，

海堤的土石方大量流失，海堤高度不断降低，石

方多处出现掏空，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

威胁。

３　有居民海岛现状改善对策

３．１　建立统一、有效的海岛综合管理体系和机构

３．１．１　建立统一的海岛管理体制

目前有居民海岛管理工作涉及多行业多部

门，管理上较为混乱，因此必须建立权威的海岛

统一管理机构，改变多头管理、治而不理的海岛

管理体制。成立由省政府统筹，海洋主管部门主

导，其他部门配合或参与的海岛管理体制机构。

３．１．２　加强海岛保护规章制度建设

制定广东省海岛保护管理条例，完善海岛管

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立足海岛实际情况，划

定海岛开发区域类型，编制全省有居民海岛保护

与经济发展规划；建立规范的有居民海岛开发利

用审批办法、有居民海岛有偿使用及赔偿管理办

法，从严审批海岛及周围海域开发活动，建立海

岛使用管理系统；采取“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

制定严格的措施，保护海岛的地形、岸滩、植被和

海岛周围海域的生态系统，维护海岛生态环境系

统的基本平衡；建立海岛监视、监测、监督体系，

依法查处海岛保护、开发、建设及相关管理活动

中的违法行为，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管理。

３．１．３　加强海岛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为加强海岛管理，维护国家及区域合法权

益，促进海岛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广东省海

洋主管部门应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海岛管理

制度；需加强对下属部门的职责监管，各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有居民海岛保

护和合理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每年向上一

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海岛违法案件统计报

表及海岛违法案件分析报告、重大违法案件备案

制度等，促使海岛监管检查工作走向规范化和制

度化；要落实海岛巡查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各自

辖区内的巡查工作责任人，做到“谁巡查不力谁

负责，谁管理不善谁承担”的责任追究制度，逐级

进行责任追踪。

３．２　大力发展海岛经济

３．２．１　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海岛政策与资金

支持力度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重陆轻海”的思想，对海

岛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甚至规定一些

限制性的经济政策，导致海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

足。为推动海岛经济的发展，应当对海岛经济建

设采取积极的国家政策，可参照西部大开发政策

给予一定补偿和扶持，切实增加海岛资金投入；

国家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及安排专项资

金时，要充分体现对海岛的支持，可设立专门的

海岛开发补助资金，特别是对于某些公益性的项

目，如海岛生态整治修复等，应给予特别的财政

资金支持；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

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优先安排海岛建设项目；

对设在海岛地区的旅游、淡水、能源、通信、高科

技等符合海岛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要实行

税收优惠政策，并重点鼓励国内外个人资金参与

海岛项目的开发，拓宽融资渠道。

３．２．２　推进海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对于绝大部分有居民海岛而言，其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资源特点决定了以渔业为主体的第一

产业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渔业经济受自然条件

影响较大、比较脆弱，因此，必须调整现有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地壮大海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３］。可持续发展海岛第二产业，优先推进新兴

低碳产业，合理开发水产品精深加工业、临港工

业、能源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及建筑业等；加快

发展海岛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海岛物流业和海岛

旅游业，广东省也有海岛发展的成功经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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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南澳岛、阳江海陵岛、珠海外伶仃岛等，就是

借助海岛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岛旅游

业，进而带动交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繁荣了

当地经济。在壮大海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同时，不断优化发展第一产业，控制近海捕捞规

模，大力发展海水增养殖业、渔业服务业、生态渔

业、休闲渔业等多产业模式，不断实现传统产业

的转化升级。

３．３　以生态为根本，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整治修复

３．３．１　加强海岛生态环境保护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海岛生态环境脆弱，因此

海岛开发绝不能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竭泽而

渔的模式。做好海岛生态功能区划分工作，确定

不同海岛和海岛地区的主要功能和发展格局；从

严审批在海岛沙滩建造建筑物或者设施，限制在

海岛采挖海砂，限制填海、围海等改变海岸线的

行为；开展海岛生态与生物多样性调查，加强对

海岛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监管，不断提高海岛生

态保护水平。

３．３．２　积极开展海岛整治修复规划

根据海岛的实际情况，确定各级海岛整治修

复的重点支持方向、范围等，编制各级海岛整治

修复规划；重点加强海岛使用返还金的管理，保

证资金用于海岛整治修复，防止被挪为他用。具

体的海岛整治修复重点工程有：

（１）海岸保护，采取建设或加固护岸、种植红

树林等措施保护受破坏的海岛岸线，减轻海岸侵

蚀、崩塌对海岛和岛上设施的破坏。

（２）岛体保护与修复，针对自然因素或人为

破坏造成岛体破坏，采用工程措施防止岛体进一

步崩塌，部分或全部恢复岛体原貌；或采用恢复

植被等生物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阻止岛体侵蚀的

加剧。

（３）周边海域整治修复，针对海岛周边海域

海上养殖密度过大，布局混乱的现象，可开展海

上养殖清理整治工作；对海上养殖和陆源排污造

成的海域富营养化，可通过吊养龙须菜等大型海

藻进行修复，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同时增加渔民

收入［３７］。

３．４　以民生为重心，加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重点，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因此，

必须全力推进海岛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

水、电、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岛内五大基础项目。

３．４．１　加强海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广东省大多数海岛地区交通落后，是制约发

展进步的最突出因素，改善修复的对策措施有：

（１）加强海岛码头建设。进一步完善镇级及

镇级以上海岛港口设施，加快村级海岛码头建设

步伐，如根据实际情况购置或征调渡轮，合理安

排行船班次及线路，保证区域内岛民一周内可上

岸２～３次；维护、修建简易码头，浚深停泊水域，

方便渡船停泊、岛民上下船等。

（２）积极发展滚装客船运输和海上高速客

运，有条件的重点地区可以建设桥梁或隧道式

的陆连、岛连工程，构建陆岛、岛际之间现代化

交通网络。如湛江北莉岛距大陆上和安码头约

１３ｋｍ，渡轮单程需４０ｍｉｎ，但其距土港岛只有

３．７ｋｍ，由于土港岛有连陆海堤，交通便利，若

开通两岛间渡轮航班，可大大缩短北莉岛居民

的登陆时间。

（３）加强岛内公路建设。针对岛上交通不

便，如仅有泥沙路，或硬化道路不足，或硬化道路

已损毁严重的海岛，修建硬化道路，或对损毁的

道路进行维护。重点建设村与码头之间、村与村

之间、村与居民重要劳动或活动场所之间的

道路。

３．４．２　加强海岛水资源保障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海岛水资源涵养林建设，因地制宜

开展海岛水库修建、河道整治、大陆引水、海水淡

化等工程，积极发展家庭水窖、蓄水池等雨水聚

集设施，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改建扩建供水管

网，推广使用节水设备和器具，加强污水处理和

回用工作，修建简易水质处理及监测系统保障用

水安全。对于边远海岛建设集雨、储水设施，给

予重点扶持［３７］。

３．４．３　加强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

根据海岛具体情况，可因地制宜采用多元化

的污水处理方案：在经济条件较差、无污水收集

系统的海岛可采用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如

潮州汛洲岛实行每户居民自建化粪池处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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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在土地较多的海岛可采用人工湿地技术，

如湛江北莉岛上通过人工湿地方式处理部分生

活污水；地表水体较多的海岛可采用稳定塘技

术；对开发旅游的海岛应优先采用处理效率较

高、占地面积较小的好氧处理技术或地埋式的一

体处理技术，如阳江海陵岛、汕头南澳岛上的生

活污水均通过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处理。建议

镇级及镇级以上海岛尽快实现全岛污水集中管

网的搭建工作，建设与人口规模和发展需求相匹

配的污水处理设施。

连陆海岛及交通便利海岛可建设垃圾转运

站，定期将垃圾打包外运至大陆处理；离岸海岛

可根据海岛具体情况采用堆肥、焚烧、卫生填埋

等多方式结合处理；垃圾收集点可设计为半敞开

式，防止垃圾散逸；村级海岛可在村庄下风向建

设垃圾集中收集点，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对居民

生活的影响；垃圾填埋场、中转站、收集点应定期

消毒，抑制蚊蝇滋生，病菌繁殖。

３．４．４　大力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鉴于海岛常规能源储量有限、陆引能源成本

很高，因此充分利用海岛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解决

海岛开发所需能源的重要途径。海岛的可再生能

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以及以潮汐能、波浪能、

潮流能、温差能为代表的海洋能等。其中，风能和

太阳能是目前已是实际利用的主要能源类型［１］。

广东省沿海风力较大，所有海岛均处在风能

丰富区的范围内，可将海岛上的风能转化为电

力，如阳江海陵岛、汕头南澳岛风能利用已有一

定的规模；广东海岛除阳江海陵岛位于太阳能欠

缺区外，其余海岛均位于太阳能可利用区，但目

前各海岛太阳能利用严重不足，可开发潜力

巨大。

３．５　建立海岛应急体系

当前，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风暴潮等典型

海洋灾害呈不断增强与发展的态势，威胁着海岛

的生存环境安全。为提高海岛管理效率，需要建

立以预防为主、预防与整治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建议通

过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海岛应急管理体系。

（１）加强海岛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如加

强渔港、避风港及防波堤的建设，确保岛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加强海岸防护工程建设，重点保护

影响民房、道路、重要文物和自然景观等安全的

受破坏海岸，优先保护侵蚀严重、海岛面积明显

缩小的泥质海岸等。

（２）加强海域环境监测和预警预报能力。建

立海岛立体观测预报网络系统，开展大范围、长

时效、高精度预报服务，形成有效的监测、评价和

预警能力，减少风暴潮、巨浪等海岛灾害损失；加

强监管和宣传力度，提高岛民防灾、减灾与自我

保护意识。

（３）加强海上救助体系建设，进行各类应急

物资的管理，支持海岛县区建立求助中心。

４　结束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

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

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广东是海

洋大省，也是海岛大省，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历史原因，全省多数有居民海岛存在经济发展

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破坏加剧等问题，也缺

乏主管部门的有效管理与监督。以上状况严重

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海岛居民生活的

改善，同时也威胁到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生态安

全。只有通过建立健全海岛管理体制、大力发展

海岛经济、加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海岛生

态保护与整治修复力度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

上述有关问题，才能保障海岛居民的安居乐业，

实现海岛可持续发展；才能全面实现建设海洋强

省、黄金海岛、美丽海洋的目标；才能全面落实

十八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和海洋强

国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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