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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海岛的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实现新时代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概述海岛生态

系统的特性以及我国相关立法过程和管理措施;重点围绕我国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实践,以

南麂列岛、獐子岛和舟山群岛为例,分别分析保护修复、生态利用和绿色开发3种海岛生态发展模

式。研究结果表明:保护修复型以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修复为主,生态利用型以

坚持生态理念、提升产业科技含量、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科学规划和管理为主,绿色开发

型以制定规划、构建合理产业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和人才建设为主;3种模式的

共同点为海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交叉选择和综合应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海岛生态发展的6点建

议,即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绿色能源技术、加强动态监视监测和大数据整合、建立全链条标准

化体系、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以及推动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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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ecologicalprotection,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seaislandin

Chinaandrealiz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seaislandinthenewera,thispaperoutlinedthe

characteristicsoftheecosystemofseaislandandrelevantlegislativeprocessesandmanagement

measuresinChinaandrespectivelyanalyzedecologicaldevelopmentmodelsofthreeislands,

namely,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ecologicalutilizationandgreendevelopment,whichfocused

ontheecologicalprotection,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practicesofseaislandsinChinawith

NanjiIslands,ZhangziIslandandZhoushanIslandsasexamples.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

the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typewasmainlyfocusedonthe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of

protectedareasandrestorationofbiologicalresourcesandhabitat,theecologicalutilizationtype

wasmainlyfocusedonadheringtotheecologicalconcept,promoting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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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ontentoftheindustry,attachingimportance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cologicalcon-

struction,aswellasscientificplanningandmanagementandthegreendevelopmenttypewas

mainlyfocusedonformulatingplans,constructingarationalindustrialsystem,developingacircu-

lareconomy,andstrengtheninginfrastructureandtalentconstruction;thesethreemodels,which

couldbecross-selectedandappliedthroughintegration,sharethecommonpoint,thatis,theopti-

malallocationofseaislandresources.Onthisbasis,sixsuggestionsfortheecologicaldevelopment

ofseaislandwereproposed,namely,perfectingthelegalsystem,developinggreenenergytechnol-

ogies,strengtheningdynamicmonitoringandsurveillanceandbigdataintegration,establishinga

fullchainstandardizationsystem,cultivatingandintroducingprofessionals,andpromotingthein-

ternationalcooperationconfrontingglobalchallenges.

Keywords:Seaislandprotection,Seaislandecology,Seaisland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Eco-

logicaldevelopmentmodel,Ecologicalislandandreefs

  海岛是特殊的地理单元,通常指四面环海、高

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1]。海岛及其

周边海域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是人类向

海发展的前沿和桥梁。我国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

国家之一,共有海岛11000余个[2],海岛岸线总长

约16700km,总面积近8万km2[3],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开发利用海岛的历史悠久,至明、清时期

一直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对海岛的开发利用逐渐

加强,但由于海岛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以及缺乏海岛

保护和管理法规制度,海岛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生

态保护意识薄弱,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给生

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海岛的生态

保护和开发利用相辅相依,新时代应积极探索海岛

可持续发展道路。

1 海岛生态系统

海岛与大陆隔断、四面环水,衍生相对独立又

独特的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海岛生态

系统具有海陆二相性、系统完整性、资源独特性和

生态脆弱性等特征[4]。

海岛大多远离大陆和地域狭小,物种来源受

限,因此生物多样性较低,但种间竞争少,一些珍稀

物种得以保存,使海岛成为世界物种基因宝库。此

外,海岛是鸟类栖息繁衍的绝佳场所,是众多经济

鱼类“三场一通道”的重要依托,是重要珍稀动植物

的庇护之地,是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的重要分布

区域[5]。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物种丰富程度接近陆地

热带雨林,被称为“海底雨林”和“生物多样性保存

库”。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资源独特,如辽宁省

的黑脸琵鹭和斑海豹、山东省的耐冬、河北省的河

北杨、浙江省的鹅耳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树林

以及海南省的珊瑚礁和中国鲎等[2]。

海岛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较匮乏,物种较单一且

稳定性较差,因此资源环境承载力较低,生态系统

十分脆弱。海啸、台风、风暴潮和海冰等自然灾害

以及高强度和粗放的人类活动都给海岛生态系统

造成严重影响,且恢复难度较大。

2 我国相关立法和管理

2.1 立法过程

我国海岛生态保护立法经历逐步推进的过程。

1949年后海岛的保护和管理主要参照国家相关法

律;20世纪80年代开始,沿海地区相继出台政策和

措施,鼓励海岛的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同时,在土

地、矿产和渔业等涉海法律,尤其是海洋环境保护

和海域使用管理等立法中,加强了对海岛的保护和

管理。

201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

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将海岛保护和管理纳入法

制轨道,对海洋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海洋权益,填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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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保护法律空白,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开创我国海

岛保护和管理新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颁布实施后,原国家海洋局和沿海地区相继出

台配套政策、制度和标准,确保法律的贯彻落实,初

步建立较完善的海岛保护和管理体系。

2.2 管理措施

1988年我国开展首次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掌握大量基础性资料。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国家、

省、市、县4级海岛保护规划体系,各级海洋主管部

门围绕海岛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和权益维护等

方面,开展海岛整治修复、“生态岛礁”工程和海洋

保护区等一系列建设项目。

自2010年起,我国持续推进受损海岛整治修复

工作,截至2016年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约

44亿元、地方投入配套资金约32亿元、企业出资约

3亿元,用于支持海岛生态整治修复项目183个。

在无居民海岛方面,贯彻“生态+”理念,批准开发

利用无居民海岛17个,用岛总面积约1762hm2。

2016年中央财政共支持10处“生态岛礁”工程建

设。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已建立涉及约2300个

海岛的各类保护区186个[2],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

84个、海洋特别保护区71个(含海洋公园)、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13个、湿地公园7个、地质公园2个

和其他类型保护区9个;按保护区等级划分,包括国

家级保护区67个、省级保护区57个、市级保护区

30个和县级保护区32个。我国全部77个领海基

点均为岛礁,对其有针对性地划定保护范围和采取

保护措施,进行整体保护。通过上述管理措施和项

目建设,部分海岛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的现象得到

初步遏制,有效改善海岛生态环境。

3 我国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模式

经过多年海岛保护和管理实践,沿海各地都进

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依据自然资源禀赋

和生态环境特点实施保护修复、生态利用和绿色开

发3种具有推广价值的海岛生态发展模式,其核心

为促进人海关系和谐。

3.1 保护修复型

针对资源环境独特且不可再生的海岛或领海

基点海岛,须划定保护“红线”,建立保护区,维护海

岛生态平衡;对于生态环境破坏已较严重的海岛,

须及时采取修复措施,促进海岛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通过保护区建设,形成基于生态管理的海岛生

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模式。

以南麂列岛为例。南麂列岛位于浙江省温州

市,自然环境优越,适合多种海洋生物栖息、生长和

繁殖,有贝类403种、藻类174种和鱼类397种;贝

类和藻类均占我国海洋贝藻类总数的20%以上,且

有30%的贝藻类为我国沿海分布的北限和南界,体

现出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稀缺性。南麂列岛是我

国海洋贝藻类的天然博物馆、基因库以及“南种北

移、北种南移”的引种过渡驯化基地,被誉为“贝藻

王国”和“海上神农架”,被公认在全球海洋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3.1.1 建立保护区,加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

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

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之一,以海洋生物多样性为保护

目标,保护对象为海洋贝藻类、鸟类、水仙花和海岛

生态环境。1998年《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一级保护区(核心

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二级保护区(缓冲区)和三级

保护区(试验区)实行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方式,并

详列二、三级保护区禁止采捕的贝类、藻类和其他

珍稀海洋生物种类,为保护区的保护和修复提供详

细的政策依据。

此外,通过开展保护区人员管理技术培训以及

加强保护区基础设施和科研能力建设,为实现保护

目标提供保障。多年来,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遵循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允许渔民向保护

区管理局书面申报登记,在领取准予生产许可证

后,在二、三级保护区海域按规定的时间、范围和采

捕品种作业。保护区于2011年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从旅游收入中落实近60万元作为岛上居民的生态

补偿金,以协调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3.1.2 生物资源及其生境修复

1980年全国海岸带资源试点调查时,南麂列岛

各离岛潮间带石沼和大干潮线附近岩礁均有铜藻

分布,但1992—1993年调查时已不多见,至2003年

多处已无铜藻。通过开展铜藻场生境修复工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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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2个面积在100m2的海藻场进行调查评估,

在修复海区礁石上发现生长良好的铜藻幼苗,最大

密度达100棵/m2,基本达到修复的目的[6]。

根据历年监测结果,保护区的平均生物量和平

均栖息密度均有大幅度上升,这种趋势在核心区更

加明显(表1)。

表1 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的

平均生物量和平均栖息密度

年份

岩礁潮间带监测断面 核心区龙船礁监测断面

平均

生物量/

(g·m-2)

平均

栖息密度/

(个·m-2)

平均

生物量/

(g·m-2)

平均

栖息密度/

(个·m-2)

1992 970.63 1812 1437.66 1119

2003 3324.29 3248 7201.31 3964

2015 6327.22 3079 8146.93 5003

3.2 生态利用型

海岛“渔、景、港”资源优势突出,是海洋经济发

展的内在动力。对有居民海岛而言,生态利用更能

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要求。发展生态产业可降低对海岛生态环境的影

响,逐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

一。如,提高渔业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含量和科技含

量,优先发展休闲渔业、创汇渔业和生态渔业;打造

特色旅游项目,合理确定海岛旅游环境容量,建设

生态旅游岛等。

以獐子岛为例。獐子岛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长

山群岛的最南端,由獐子岛、褡裢岛、大耗子岛和小

耗子岛4个岛屿组成,距离大连市约56nmile。獐

子岛周边海域广阔,鱼、虾、贝、蟹、藻等渔业资源十

分丰富,盛产鲍鱼、海参和扇贝等海珍品,是著名的

“獐子岛海参”的原产地,素有“海上大寨”和“黄海

明珠”之称。目前獐子岛以海水增养殖为主导,以

水产品加工、国内外贸易、海岛旅游和海上运输等

为辅助[7],已形成多元化结构的产业链。

3.2.1 秉承“耕海万顷,养海万年”的生态理念

獐子岛因地制宜发展海水增养殖业和海岛旅

游业,建成规模化和标准化的世界级现代海洋牧

场,覆盖海域面积1600km2。近岸海域10m内水

深的人工鱼礁为大型海藻繁殖、鱼类产卵以及仔稚

鱼、鲍鱼和海参生长提供适宜环境,40~50m水深

的人工鱼礁为大型鱼类索饵以及幼鱼生长和越冬

提供优良场所。根据各海区历年虾夷扇贝的生产

状况以及环境和生物等的分析数据,獐子岛海洋牧

场采取“识别、避让、容量、良种、标准”5项适应性管

理措施,即划分海域等级、避让不适合底播区域、尊

重生态养殖最大容量、选择适宜良种开发和全流程

标准追溯,实现年提供优质虾夷扇贝超过5万t,被

誉为“世界海底银行”。

3.2.2 提升产业科技含量

构建以科学家团队技术为支撑的种业平台,研

发“海大金贝”和“獐子岛红”虾夷扇贝、三倍体单体

牡蛎、“大连1号”杂交鲍以及“斑马蛤”菲律宾蛤仔

等系列新品种,并大力开展产业化推广。

3.2.3 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倡导渔业节能减排,建立虾夷扇贝、海带、鱼

类、皱纹盘鲍和刺参等品种的立体循环养殖模式;

建立完善的北黄海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岛上禁止养

殖畜禽且无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全部压缩运送出

岛,海水始终保持一类水质标准。

3.2.4 科学规划和管理

编制生态海岛建设规划。基于对确权海域底

质、环境、养殖容量和生态容量等认知的不断深入,

加强对海域环境即时监控和预警预报、虾夷扇贝大

规格苗种三级育成、深水贝类底播增殖、无害化高

效采捕以及贝类增殖食品安全管控等产业关键技

术和共性技术的集成,对确权海域实施科学有效的

功能区划。基于功能区划,现已建成综合底播增殖

示范区,主要包括虾夷扇贝增殖区、鲍鱼增殖区和

刺参增殖区等,实现产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3.3 绿色开发型

针对面积较大、区位条件优越、港口岸线资源

丰富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海岛,应充分发挥其天

然良港的优势,引导发展绿色工业和港口贸易等。

多措并举,探索绿色、协同的海岛生态发展之路。

以舟山群岛为例。舟山群岛是我国面积最大

的群岛,海岛数量约2092个,素有“东海鱼仓”之

称,且港湾众多、航道纵横,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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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良港。2011年舟山群岛新区成立,2012年舟

山港综合保税区成立,2015年中国(浙江)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成立,2016年中国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

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为舟山群岛新

区发展大宗商品储存、中转和贸易以及燃料油供应

等现代海洋服务产业提供优越的政策条件和发展

平台。

3.3.1 规划先行

舟山群岛着力建设的海域海岛综合保护开发

示范区,是群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模式的创新。

对具备开发利用基础条件的重要海岛,强化建设过

程中的生态保护,实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施与

主体功能建设同步;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海岛,科学

规划生态保育模式,预留发展空间。

3.3.2 构建合理产业体系

舟山群岛背靠长三角地区广阔的经济腹地,具
有辐射长江经济带和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区位优势。20世纪90年代前,舟山群岛以渔业

为主,产业单一且层次低。21世纪以来逐步确立经

济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以港

口物流、绿色临港工业、海洋旅游和海洋渔业等为

支柱产业的经济体系,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根据

《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2012-2030年)》,舟山群

岛港域共有11个港区;2016年宁波-舟山港累计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282.6万TEU,居全球港口第

4位,增幅居全球港口之首[8]。

此外,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的海产品生产、加
工和销售基地,有2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旅游风景

区。舟山群岛新区凭借较强的地缘优势,已形成

海、陆、空三位一体的集疏运网络,成为我国“一带

一路”建设前沿。

3.3.3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舟山群岛新区鼓励海岛电力生产企业利用余

热生产工业用途的淡化海水,实现余热的回收再利

用。探索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海水淡化-浓海

水晒盐或盐化工等产业发展模式。在水产品加工、

船舶修造和海工装备制造等行业推进产业循环式

组合。

3.3.4 加强基础设施和人才建设

根据历年统计公报,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开通

和连岛工程实施后,舟山市常住人口显著增长,岛
陆一体化进一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近年来,舟山市引进浙江大学海洋学院(舟山

校区),迁建浙江海洋学院长峙校区,出台“5313行

动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和科技引进政策[9],为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4 建议

4.1 完善法律制度体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颁布以来,海
岛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法规和规章等陆续出台,使我

国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有法可依。但我国海

岛众多,具有复杂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应进一步

完善海岛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各级海洋

管理部门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更加有力地阻

止海岛开发利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保护海岛

脆弱的生态环境。

4.2 发展绿色能源技术

能源是海岛开发利用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集
中体现在电力等生活、生产所必需的资源方面;而
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又对能源的生产方式要求极

高,传统的能源生产方式会对海岛生态系统造成毁

灭性的破坏。因此,大力发展风力和光伏发电技术

等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能源技术是实现海岛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

4.3 加强动态监视监测和大数据整合

目前我国正全面建设海岛监视监测系统,开展

基于卫星遥感影像和现场核查等方式的,包含海岛

岛体、岸线、植被覆盖和开发利用4项基本要素的监

视监测工作,逐岛建立基于高分遥感数据的监视监

测数据本底,同步建设海岛监视监测、评价、标准质

控、信息支撑、研究和组织保障6大业务体系,并最

终实现体系间的协同运转。

动态大数据整合是对监视监测数据的进一步

分析和利用,研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指数评价体系

对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具有关键作用和指导

意义。加强海岛生态环境监视监测网络建设,掌握

海岛自然变化和开发利用动态,进而评估海岛生态

指数和发展指数。

4.4 建立全链条标准化体系

对涉及海岛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制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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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装备和过程等全面标准化,为海岛生态系统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质量保证。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性标准化专门机构,我

国是其常任理事国,目前正承担其海洋技术分委会

(ISO/TC8/SC13)的主席和秘书处工作,为我国海

洋和海岛技术装备走向标准化和国际化提供发展

平台。

4.5 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

海洋人才在我国较为紧缺,海岛生态保护和开

发利用领域的专业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作为独立

的地理单元,海岛有其独特性,不能照搬陆地或海

洋发展模式,而国内涉海院校很少设立海岛领域的

专门院系,各类海洋研究机构中仅有少数设立海岛

部门。因此,应大力培养和引进海岛专业人才,打

破我国海岛发展的人才“瓶颈”。

4.6 推动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合作

海岛远离大陆,但不是孤立的存在,甚至比大

陆更多地受到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和

气象灾害等的影响。2017年,以“蓝色经济·生态

海岛”为主题的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

议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召开,会上发布的《平

潭宣言》重申,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海

洋自然灾害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加大,对中国和小岛

屿国家沿海居民的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海岛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

因此,加强全球变化对海岛及其生态系统影响的研

究是海岛研究的重要方向,加强国际合作尤为必要。

5 结语

在人类向海洋进军的过程中,海岛是不可多得

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仍有大量海岛亟须整治修

复和重新制定发展规划。保护修复、生态利用和绿

色开发这3种发展模式所针对的海岛类型不同,但

原理相通,均为通过相应的手段使海岛资源获得最

优配置,对这3种模式进行交叉选择和综合应用,可

适应大部分海岛的发展规划,从而促进我国海岛生

态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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