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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海岛旅游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海岛生态环境脆

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海岛旅游发展必须兼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章提出了树立海岛旅游发

展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海岛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合理规划海岛生态旅游发展、加强海岛生态环

境整治修复、推进适用海岛的污染物处理设施的研发和应用等保护和改善旅游海岛生态环境的

措施。

关键词:资源环境问题;海岛旅游;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7)03-0045-04

IslandTourismDevelopingStrategyBasedonthe
Protection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

WUShanshan1,2,CAOKe3,ZHANGFengcheng1

(1.NationalOceanTechnologyCenter,Tianjin300112,China;2.SchoolofUrbanandEnvironmental

Scienc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3.National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

ringCenter,Dalian116021,China)

Abstract:IslandtourisminChinais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Atthesametime,aseries

ofproblemshaveappeared,suchasdestructionofnaturalresources,ecologicaldestruction,envi-

ronmentalpollution,andso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islandisfragile.Itisverydifficultto

restorei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sdestroyed.Islandtourismdevelopmentmusttakeintoac-

coun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Thepaperputforwardsomemeasurestoprotectandimprove

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island,suchasestablishingtheconsciousnessofecologicalciviliza-

tioninthedevelopmentofislandtourism,strengtheningtheprotectionoftourismresourcesand

environment,planningreasonablyeco-tourismdevelopment,strengtheningecologicalrestoration,

andadvancingtheresearchandapplicationofpollutanttreatmentfacilitiessuitableto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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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岛众多。据统计,500m2 以

上的海岛有6500多个。这些海岛广布于我国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的海域上,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活动形成了多样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为发展海岛

旅游业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滨海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纷纷提出发展海岛旅游

业,力图拓展滨海旅游的发展空间,助力海岛地区的

社会经济发展。由于海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海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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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海岛旅

游环境影响和保护建议的研究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

研究热点,如陈娟等[1]分析了中国海岛旅游开发中环

境污染和环境威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

关法规、打造生态旅游模式、保护海岛旅游环境、建立

环境监测站、加强环境保护教育等建议;李淑娟等[2]

研究了崇明岛旅游开发导致的生态风险;陈可馨等[3]

认为,我国海岛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掠夺式资源开

发、有人居住的海岛污染严重、盲目开发忽视生态平

衡等问题;孔海燕[4]分析了海岛旅游对岛屿土壤和植

被、生物物种、水资源、环境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并提出了科学开发、严谨规划、开发生态旅游、科学计

算旅游承载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等海岛旅游环

境保护建议。本研究基于海岛旅游产生的资源环境

问题分析,提出保护和改善旅游海岛生态环境的措施

和途径,希望为推进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

引,实现海岛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1 海岛旅游开发现状

1.1 海岛旅游地数量逐渐增多,类型不断丰富

近年来,海岛旅游资源逐渐得到开发利用,辽宁

的菊花岛、河北的唐山湾三岛、山东的刘公岛、浙江的

南麂列岛、福建的鼓浪屿、湄州岛、广东的海陵岛、南

海的西岛等众多海岛都成为中国著名的海岛旅游地。

同时,我国海岛地区旅游景区的类型也不断丰富,拥

有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

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佛教圣地等多种类型。

1.2 海岛旅游规模逐渐扩大

受海岛地区旅游景区的不断增多、知名度的不

断扩大、海岛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逐渐改善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海岛旅游发展规模逐渐壮大。

据统计,2012年辽宁长海县,山东长岛县,浙江定海

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玉环县、洞头县,上海

崇明县,福建东山县、平潭县,广东南澳县12个海岛

县实现旅游总收入359.98亿元,接待游客4599.52
万人,相比于2002年分别增长了944%和385%。

一些海岛地区的旅游景区,旅游规模亦是呈现快速

扩大的态势。如浙江的普陀山,2013年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41.1亿元,接待游客594.68万人次[5],相比

2010年分别增长了53%和24%。

1.3 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日益增多

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利用无居民海岛。中国

首个出让使用权的无居民海岛旦门山岛用于旅游

开发,中国首个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无居民海岛大

羊屿用于旅游开发。2011年国家海洋局联合沿海

地区公布了首批176个可以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

名录,其 中 海 岛 开 发 主 导 用 途 涉 及 旅 游 娱 乐 的

104个。《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开放开发西沙

旅游,有序发展无居民岛屿旅游。无居民海岛旅游

开发日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海岛旅游的亮点。目

前,山东的桃花岛、河北的菩提岛、浙江的情人岛、

广东的放鸡岛、海南的蜈支洲岛、分界州岛等无居

民海岛都成为重要的海岛旅游地,其中,2013年分

界州岛成为中国首家海岛型5A级旅游景区[6]。

2 海岛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和生态问题

大部分海岛由于四面环海水,远离大陆,物种

来源受限。又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坡度大,淡水资

源不足,物种发育和生长环境差,海岛生物多样性

低指数小、稳定性差,再加上海岛广布于辽阔海域

上,经常受到海洋灾害的影响,海岛生态系统十分

脆弱。一些不合理的旅游开发活动,对海岛生态环

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1 资源和生态破坏

建设宾馆、游乐场、码头、桥梁、车站等旅游接

待设施和基础设施,可能造成植被砍伐、岛体采挖、

耕地占用、岩礁岸线景观和地质地貌景观破坏,不

合理的建设活动甚至会造成水土流失和岸线侵蚀;

同时,项目建设可能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与迁

徙路线,干扰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造成野生生物

种类减少[7]。不合理的海滩防波堤建设,可能造成

沙滩面积不断缩小,砂质不断恶化。此外,海岛旅

游资源开发,还可能引起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生态

危机。大量的游客上岛,若不考虑海岛的承载能

力,海岛的沙滩可能出现硬质化、粗粒化现象,土壤

逐渐板结,可能对海岛地区原本紧缺的淡水资源造

成更大的压力。游客对海鲜的需求,可能加剧对海

岛周边经济鱼、虾、贝、藻等海洋生物的捕捞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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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特别是随着养殖密度的增加,养殖过程中产

生的残饵、粪便和代谢废物能够提高水体的富营养

化程度和水体的浑浊度[8],直接威胁近海海域的生

态环境,对当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产生一定影响[9]。还有一些不文明的游客或旅

游商品制造商,采拾岛上珍稀植物、动物、砂石,甚

至珍贵的珊瑚礁,可能造成海岛生物的急剧减少和

自然资源的破坏。如海南省万宁县大洲岛原是燕

窝的主要产地,由于旅游人数日益增多,林木被砍

伐,植被遭破坏,水土大量流失,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使金丝燕的数量越来越少。随着海坛岛东部龙

王头海滨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在此牵引下引起平潭

城关的向东扩展,10多年来占用了大片防护林地,

大大削弱了东部防护林的防护功能。

2.2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海岛旅游资源开发产生的重要问

题之一,主要表现在水体污染、固体垃圾污染、大气

污染等方面。由于大部分海岛地区缺乏有效的污

水处理设施,旅游游船的废油和船上的生活污水、

旅游接待场所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入海,造

成了海岛周边海域的污染。如上海横沙岛天使海

滩度假村和滨海旅游度假区2006年不同月份的水

质监测结果表明:生化耗氧量(BOD5)、化学需氧量

(COD)、氨氮(NH3-N)、总磷(TP)在旅游的旺季检

测指标值普遍大于在旅游淡季的检测值。海岛周

边海域的污染,还可能致使海岛周边海域生物多样

性降低,影响周边海域产卵场、索耳场的功能。

由于大部分海岛缺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生活

垃圾自然堆放现象十分普遍,造成了岛陆生态环境

的破坏。有些生活垃圾,自然腐化后产生的污水,

直接随自然地形流入周边海域,加快了水体的富营

养化进程。此外,由于海岛旅游接待设施、景观设

施的开发建设,产生的建筑垃圾也对海岛环境产生

了不良影响。随着岛内旅游交通的日益完善和客

流的增加,特别是有些海岛地区随着跨海大桥的建

设,岛内汽车数量急剧增加,产生的尾气直接影响

了大气环境的质量。

3 海岛旅游发展策略和建议

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植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

中[10]。海岛旅游发展必须兼顾生态环境的关系,通

过多种措施和途径保护和改善海岛的生态环境。

3.1 树立海岛旅游发展中生态文明的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世界很多国家追求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许多发达国家系统通过推进绿

色、循环和低碳的发展方式,抢占全球竞争的制高

点和领先地位[11]。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提

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做出部署,十八大报告要求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的地

位。海岛地区一方面生态环境脆弱;另一方面社会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发展地

区经济。意识的变化、观念的革新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基于生态文明理念

发展旅游,是海岛地区的必然选择。当旅游企业、

游客和旅游管理部门都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在旅游设施的建设中,为

游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管

理过程中均以保护和改善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环

境为前提,才能逐渐实现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2 加强海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旅游业的发展对资源与生态环境依赖程度极

高,大部分海岛旅游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此,

必须注重海岛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首先,严

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规制度和海洋主体

功能区规划、海岛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中的环境管

理要求,保护好岛体、岸线、沙滩、淡水等海岛特色

资源和稀缺资源,保护好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系

统;生态红线区内的海岛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要求进

行保护,禁止可能造成海岛生态系统破坏及自然地

形、地貌改变的设施建设和旅游活动;项目开发建

设和旅游活动规模要做好论证,尽量减小对生态敏

感区和脆弱区的干扰,确保海岛开发建设和旅游活

动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其次,开展森

林覆盖率、生物多样性、海域环境质量等多方面的

监测,及时了解变化情况。对于破坏资源、损害生

态环境的行为,采取严厉的限制与惩罚措施。在调



4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查污染途径的基础上,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污染。只有从源头上抓起,滨海旅游资

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3.3 合理规划海岛生态旅游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做好海岛生

态旅游发展规划,以市场需求和资源特色为基础发

展生态旅游产品,统筹好长远发展与近期利益的关

系,避免对资源的破坏式和掠夺式开发。遵循低

碳、环保、节能理念,引导新材料新能源在海岛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活动中的应用,减少对自然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有效控制上岛的车辆数量,引导

进岛的车辆使用清洁能源或使用耗能少的车辆,减

少废气的排放量。同时,合理确定海岛旅游环境容

量,控制上岛游客的数量,减少超出承载能力的旅

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无居民海岛,原本人类

活动比较少,随着旅游的发展,游客数量逐渐增多,

必然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当游客数量超过一定的

值时甚至会对环境造成破坏[12]。

3.4 加强海岛生态环境整治修复

由于自然灾害、人类活动等影响,海岛地区旅

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除了自

然恢复外,在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还

可以通过工程手段实施“还原”和“养育”工程,进行

整治和修复。如通过拆除对旅游生态环境有影响

的游览索道、停车场、堤坝、楼房等人工建筑物各种

人工建筑,逐步恢复被破坏了的自然地貌和生态环

境;通过植被修复和绿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城镇

绿化覆盖率;通过修建防波堤,防止台风、风暴潮等

岛体的破坏;通过岸线修复、沙滩整治、环境治理等

措施逐步改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据《2015年海

岛统计调查公报》,自2010年起,国家持续推进受损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工作。截至2015年年底,中央财

政投入、地方配套投入、企业出资等方式支持海岛

生态整治修复项目169个,在改善海岛人居环境、促

进海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为海岛环境整治修

复的实施积累了实践经验。

3.5 推进适用海岛的污染物处理设施的研发和

应用

海岛旅游发展中面临的生态问题,源于海岛地

区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薄弱。海岛地区自然环境和

社会经济环境与大陆有较大不同,海岛对污染物处

理设施的需求也与陆地上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异。

海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需要低成本、经济实用的

技术和产品;海岛交通不便、居民居住比较分散、可

利用的空间有限,需通过小型占地面积小的易于运

输的设备实现污染物的分散处置;海岛水电等基础

条件薄弱、人才短缺,需节电、质量可靠、易于维护

的设备;海岛风大、多盐雾,需要加强设施的防风防

潮防腐设计[13]。建议各级政府通过政策、资金等手

段,鼓励适用海岛的污染处理设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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