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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国家海洋公园建设方案研究

孙芹芹，杨顺良，任岳森，涂振顺，张加晋
（福建海洋研究所海岛与海岸带研究中心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５）

　　摘　　　要：海洋公园作为海洋保护区的一种新型保护与开发利用方式，实行分区管

理，在开展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根据区域旅游特色，合理发挥其生态旅游功能。文章根

据国家海洋局海洋公园建设要求，结合长乐市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条件，进行国家海洋

公园建设方案的研究。海洋公园适度利用区的建设以 “一轴、一核、五中心”的布局划分，

５个分中心既受海洋公园核心区的辐射，又体现各自的区域旅游特色，中间由沿江－沿海交

通大道贯通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升长乐海洋生态旅游的品位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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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

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经济产值以及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低［２］。长乐市位于

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河口南岸，与台湾隔海

相望。一面靠山，一面临江，两面向海，海洋

资源丰富。全市陆域面积６５８ｋｍ２，海域面积

３３１３ｋｍ２，其中包含两个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分别为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长乐海蚌资

源增殖保护区。长乐市近海海域大部分被保护

区覆盖，海洋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

约［３－５］。

为了对长乐市的海洋资源进行更好的保护

和充分利用，建议申建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作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

开展生态保护工作的同时，合理发挥特定海域

的生态旅游功能，使自然保护区向生态、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生态环

境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是保护区协调

保护与发展的最佳方式［６］。

１　地理概况

长乐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属南亚热带海

洋性季风气候区，暖热湿润。夏长无酷暑，冬

短少霜雪，春长于秋，秋温高于春温。全年气

候温和，除７—９月台风影响较为频繁外，其他

季节均适宜开展海洋生态旅游活动。长乐有

３５ｋｍ长的闽江南岸奇岩景观，９０ｋｍ的海岸线

有一半是天然海滨浴场，旅游资源涵盖山、海、

川、岛［７］，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２　建园条件分析

２１　旅游资源调查

根据 《旅游资源调查、分类与评价标准》，

对拟建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的旅游资源进行了

调查与分类，选划区内有旅游资源８大类，２２

亚类，旅游资源基本类型４１种，旅游资源单体

６２项。海洋资源丰富多样，海洋文化历史深远，

可保护价值高。

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现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是国际著名的候鸟亚太迁徙路线的重要

驿站和栖息地，为亚热带地区典型湿地的重要

代表。因独特的海洋地理和水质生态环境，漳

港海蚌具备肉质脆嫩、品味独特、营养丰富等

特点，２０１０年漳港海蚌获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人文景观主要有：代表长乐历史海洋文化

的郑和航海馆，象征中日友好的蔡夫人庙，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显应宫，以及妈祖、郑和

雕像。这些都是研究妈祖文化、郑和航海文化

以及沧海桑田海岸变迁的重要见证。

２２　经济社会基础

长乐市政府非常重视各种博物馆、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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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等的建设，为长乐市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建

设铺垫了浓厚的文化底蕴。现建有海蚌公园、

长乐海洋馆、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等一批旅

游景点，５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７０９万人次，荣获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称号。

滨海沿江的优越地理位置， “吴王造船”

“郑和七下西洋”的深厚海洋历史文化底蕴，以

及 “漂洋过海”的华侨文化精神，都使得长乐

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位于长乐的福州国际机

场开通有多条国内外往返航线，便捷的交通、

优越的区位、丰富的海洋资源，为长乐国家级

海洋公园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３　海洋公园建设方案

３１　海洋公园界址范围

选划区沿海岸线西起航城街道郑和航海馆，

东至湖南镇大鹤村，北至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

护区，南至下沙海滨度假村。范围为沿江—沿

海大通道内侧５０ｍ，至海岸带外侧边界，部分

区域根据自然条件和现有管理边界适当调整。

选划区总体面积１３４．１ｋｍ２。其中：陆地面积

１７．２ｋｍ２，占选划区总面积的１２．８％；海洋面

积１１６．９ｋｍ２，占选划区总面积的８７．２％。

３２　功能分区与布局

根据区域的自然属性及其与 《海洋保护区功

能区划》《长乐市城市经济发展规划》《长乐市旅

游发展规划》等规划的衔接性，海洋公园内划分

为重点保护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适度利用区

和预留区４个功能区 （表１）。各功能区实行分区

管理，重点保护区禁止开展任何旅游活动，生态

与资源恢复区主要进行自然环境原始生态的修复，

适度利用区可开展一定的生态旅游活动，预留区

现为围垦区，可作为海洋公园的配套建设区域，

开展商务会展中心的建设。

表１　海洋公园功能区划分

功能区名称 地理位置 资源现状 面积／ｈｍ２

重点保护区 闽江河口南侧和漳港近岸海域
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海蚌资源增殖

保护区
７０００

生态与资源恢复区 闽江河口湿地西侧 大片互花米草覆盖 ９８．６

适度利用区 自郑和航海馆至下沙滨江滨海沿岸区域
河口、海滨沙滩资源丰富，人文景点资源

充足，具备优秀的旅游条件
５４９０

预留区 外文武建设预留区 文武砂湖泊围垦区 ８２０

３３　生态旅游区域布局

适度利用区是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体现

“公园”功能的主要区域，其建设以 “一轴、

一核、五中心”的布局划分。“一轴”为串联

国家海洋公园各景点的沿江－沿海交通大道；

“一核”为现有漳港海蚌公园附近，拟在此建

设海洋主题公园，发挥海洋公园的科普文教

功能； “五中心”分别为：人文自然观光区、

湿地生态体验区、滨海森林观光区、海峡文

体活动区、滨海休闲度假区。这５个区域既

受海洋公园核心区的辐射，又体现各自的区

域旅游特色，由沿江－沿海交通大道串联成

一个有机整体，提升长乐海洋生态旅游的品

位和层次。

３３１　人文自然观光区

郑和航海馆、金刚腿公园、蝙蝠洲湿地等

景观可划为人文自然观光区，主要以人文与自

然景观为主。其中郑和航海馆体现了长乐市的

海洋航海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念和科普教

育意义；金刚腿巨岩正处于闽江河海分界区域，

现为市级保护文物，具有较高的保护及欣赏价

值；而闽江河边冰臼、蝙蝠洲湿地作为极具特

色的河口自然景观，也具有较好的美学价值和

科学意义。

３３２　湿地生态体验区

以闽江河口湿地为核心，在保护区的外围

设立自然生态体验区，通过配置望远镜、摄影

区域、休闲垂钓区域等方式，组织游客及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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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闽江河口湿地的水鸟、植被、湿地等景

观资源进行观看游览，体验回归大自然的妙处

和乐趣，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化。

３３３　滨海森林观光区

长乐东北海岸地处闽江河口与外海交界处，

沙尘风暴较多，海岸风沙灾害严重。在海西动

漫谷至长乐国际机场的外侧建立防护林，首先

可以起到防风固沙、保护海岸带资源的作用；

其次在原有大鹤森林公园的基础上，增添沿海

内侧２００ｍ宽的防护林，也可以起到对海岸带

景观的美化功能。

３３４　海洋科普文教区

长乐海洋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选划区内现

有郑和航海馆、长乐海洋馆、观鸟台、闽江河

口国家湿地公园等科普场所，对长乐的航海文

化、海洋文化、鸟类、湿地文化等起到一定的

科普宣传作用。长乐漳港海滨位于国际机场附

近，在此规划建设大型海洋主题公园，以此为

核心，可以很好地串联和带动长乐滨江滨海沿

岸的诸多景点，丰富和提升长乐国家级海洋公

园建设的层次和内涵。

３３５　海峡文体活动区

海峡高尔夫球场从１９９６年以来，成功举办

过多场国际性邀请赛，平时前来击球和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将此划为海峡文体活动区，并

在外文武围垦区配套建设商务会展中心、度假

村等，以突出海峡两岸交流为主线，打造体育、

旅游、度假、休闲、康乐和商住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体育娱乐场所。

３３６　滨海休闲度假区

主要范围在漳港湾和下沙度假村的海滨，

可开展海水浴场、水上运动、娱乐、健身、节

庆、美食等滨海综合休闲服务，与海洋科普文

教区、海峡文体活动区和海鲜特色美食文化有

机结合，为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提供集休闲

娱乐、体育运动、科普教育、美食文化等多方

位于一体的高品质服务。

４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长乐国家海洋公园的建立，将长乐沿

江、沿海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点串联成一个整

体，提升长乐海洋生态旅游的品位和知名度，

在５～１０年的时间内，将长乐打造成海岸自然

风光优美、旅游产品丰富多样、科普旅游融教

于乐的滨海旅游胜地。远期来看，通过不断完

善旅游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品质，发挥长乐海

洋公园的科普教育功能，大力推行海洋科普，

提高公民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对长乐乃至

国家海洋自然及文化资源的宣传和保护。

５　结论

海洋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对长乐经济结构的调

整优化影响深远，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的申报和

建设作为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将加快其海洋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步伐，促进长

乐 “滨海休闲旅游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对长

乐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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