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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海岛开发与保护对策的初步研究


毕远溥，刘　明，雷利元，赵东洋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结合辽宁省海岛资源特征、开发利用现状和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等，文章

分析了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强全民海岛保护的意识，建立海岛

保护与利用规划体系，建立海岛综合管理体制，强化科技支撑等开发管理海岛的对策建议，

以维护海岛发展的良性循环和海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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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岛在我国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合理保护和规划开发是海洋

和海岛开发战略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海洋经

济和海洋国土具有重要意义。辽宁海岛地理位

置优越且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源丰富，岛屿

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有很高的经济和环境价值，

是发展辽宁沿海地区经济的宝贵财富。辽宁历

来重视海岛保护与建设，长期致力于海岛开发

所需的基础调查和研究，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

具备现代化开发前景的岛屿开发之路，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海岛经济发展较快。目前已形成

区域生态岛、区域渔业岛、区域旅游岛和区域

航运岛等主要功能的海岛利用区，彰显了辽宁

海岛开发的优势。然而由于辽宁海岛基础条件

较差，加之管理上的缺失和法制上的不完善，

一些海岛开发还存在无序、无度、无偿的局面，

导致海岛生态系统丧失，原生状态破坏严重，

已违背持续经济发展的理念。因此，笔者通过

对辽宁海岛开发利用现状分析，研究海岛开发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

的有效措施，为辽宁省海岛保护与开发献计

献策。

１　辽宁海岛基本概况

辽宁是我国海岛数量较多的省区之一，是

北方海岛分布的主要区域。辽宁海岛在黄海北

部和辽东湾大陆岸线一侧的浅海内陆架呈弧形

分布。根据辽宁省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结果，辽

宁海岛分布区域横跨４个经度２个纬度，岛屿面

积为１９１．５ｋｍ２，岸线长度达６２７．６ｋｍ。面积

大于５００ｍ２的海岛共有２６６个，黄海北部有２５５

个占８５％，渤海有１１个占１５％
［１］。据２０１０年

８月国家提供的海岛普查名录统计，辽宁省有居

民岛４３个，无居民岛为５６８个，海岛数量共计

６１１个。

辽宁海岛呈现小型岛屿多，沿岸类型岛屿

多，无人岛屿多，集中化程度高的特点。海岛

区位优势明显，地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和朝

鲜半岛的几何中心位置，是东北亚的海岛分界

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战略要道，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海岛资源丰富，海洋生物资源、

岛屿土地与岸线资源、海岛淡水资源、海岛气

候资源、港口资源、矿产资源、可再生资源和

旅游资源各具特色。

２　辽宁海岛开发利用现状

近年来，辽宁海岛的开发利用取得了丰硕

成果，港口设施、渔业设施、旅游设施和以海

岛为中心建立的海洋生态保护区都极具特点。

但海岛开发总体上比较粗放，资源利用率不高，

开发利用主体单一，多数以养殖和旅游类型为

主，其他功能类型岛屿开发得较少。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 “海岛普查项目”辽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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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渔业经济占海岛经济的主导地位

渔业是辽宁海岛传统的优势产业，占海岛

经济的主体地位，目前以海岛为中心的养殖面

积已达１５万ｈｍ２。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渔业

经济是长海经济的生命线。适于浮筏养殖浅海、

底播增殖、鱼类人工放流增殖海域面积分别为

１．６万ｈｍ２、９．７万ｈｍ２和１３万ｈｍ２，渔业经济

占国民经济的８０％。２００８年全县渔业经济总产

值实现５７．５亿元，渔业产值实现４０．９亿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１６．２％和２０．７％
［２］。

近年来，辽宁海岛经济已有向多元化发展

的趋势，但渔业开发作为海岛经济的主体未变。

海岛渔业主要生产方式为浮筏养殖、底播增殖

和网箱养殖，水产品加工以及传统的捕捞业

生产。

２２　旅游型海岛建设步伐加快

辽宁海岛气候宜人，环境优越，是人们休

闲观赏、旅游度假的胜地，既有自然景观资源

特色，又有人文景观资源特点。菊花岛、大小

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广鹿岛、王家岛和

大鹿岛等辽宁岛屿的旅游资源利用得较好，一

些无人岛如大连金州新区的兔岛，在地方政府

规划下也在逐步开发，旅游型海岛建设日益发

展。目前，海岛旅游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如长

海县２００６年上岛游客达６７万人次，旅游收益达

２亿元，而近年上岛游客近百万人次，旅游收益

近１０亿元。

２３　海岛港口建设异军突起

辽宁海岛港湾众多，基岩岸线长，具备建

港的良好条件。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转型，传统

港口设施逐步转向海岛。辽宁长兴岛临港工业

区建设，海岛港口功能地位突现。随着经济的

发展，海岛以其水深适度、水域平稳、航程短

和通航时间长等特点，只要解决好了陆域依托

问题，必将改善北方港口冬季的通航状况，为

辽宁海岛经济开发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

２４　以海岛为中心的自然保护区极具特点

辽宁不但重视海岛的开发，更重视对海岛

资源的保护。辽宁以海岛为中心建立的自然保

护区众多，且各具特色。长海县海王九岛海洋

景观保护区、锦县大笔架山连岛沙堤海洋自然

保护区、东港市小岛地貌景观海洋自然保护区、

盘锦市盖州滩贝类资源自然保护区、东港市鹿

岛 （古沉船）海洋自然保护区、大连市黑石礁

海滨岩溶礁海洋自然保护区、瓦房店将军石海

洋自然保护区、大连老偏岛－玉皇顶海洋生态

自然保护区和大连旅顺口蛇岛旅游自然保护区

等都是辽宁海岛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保护

区的建设对海岛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２５　海岛开发潜力巨大

辽宁海岸线较长，海水温度变化较大，海

洋能丰富，为海岛能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条件。沿海地区有效风能密度超过１５０Ｗ／ｍ２，

有效风力时数在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ｈ左右，占总时数

的８０％；太阳辐射的年总量超过１３５ｋｃａｌ／ｃｍ２，

年日照时数一般在２６００～２８００ｈ；海岛海域波

浪虽然不大，但波浪能有较大的蕴藏量，其中

长兴岛年平均波浪功率密度为５．８１ｋＷ／ｍ２；海

域潮差由西向东逐渐增高，丹东大鹿岛附近海

域的平均潮差在 ４．０ ｍ 以上，最大潮差达

６．３８ｍ，潮能蕴藏量较丰富
［１］。另外，辽宁无

居民海岛数量占总海岛数量的９３％，由于海岛

保护得较好，开发利用较少，无居民海岛开利

用发蕴藏着较大的潜力。

３　海岛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辽宁有居民海岛已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

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与开发尚有较大空间。个别

已建设的海岛长期侧重于开发，海岛自身及周

边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海岛开发、保护和管理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

３１　海岛开发缺少科学规划

长期以来，辽宁海岛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开发方式比较粗放，利用层次不高，

随意性较大，个别地区占岛为主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海岛开发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针对

性开发措施，在海岛开发与保护中很难体现科

学性与和谐性，直接影响了海岛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海岛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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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海岛生态破坏严重

海岛开发中的盲目性和近期利益，使海岛

生态破坏得比较严重。不合理的开山采石，破

坏了海岛的天然植被，损害了海岛自然景观；

在无人岛不经论证滥建临时建筑，随意开发，

随意放弃，导致有些海岛的废弃物、遗弃物和

垃圾较多；在海岛滥捕、滥采珍稀生物资源，

特别滥采鸟蛋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海岛生态

环境急剧恶化；炸岛、采石、砍伐和挖砂等现

象严重地改变了海岛地形、地貌，致使海岛人

为丧失，海岛数量不断减少。据海岛调查数据

显示，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相比，辽宁省海岛共消

失了４８个。

３３　海岛建设基础薄弱

辽宁省海岛经济基础薄弱，海岛建设资金

短缺，基础设施落后，除少数较大海岛已经通

过海底管道与陆地通水、通电外，大部分海岛

交通设施短缺，电力、淡水供应困难，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开展海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资

金短缺已经成为海岛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３４　海岛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不健全

长期以来，由于海岛保护、管理和开发利

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管理体制上也未理

顺，致使海岛管理形成了空白区。海岛保护与

科学开发面临的困难很大，同时也存在着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以下简称 《海

岛保护法》）的实施，不但从立法的角度界定了

海岛保护与海岛开发利用，而且为海洋工作者

创造了海岛管理有法可依的新局面。辽宁应依

据地方海岛开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与 《海岛保护法》相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范性

管理办法，解决目前辽宁海岛保护与开发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关海岛发展规划。

４　海岛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对策和措施

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是海洋经济的重要内

容，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任务。为了海岛

保护和海岛可持续开发战略，在海岛经济建设

时，坚持 “在规划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建

立有效的海岛保障对策和管理措施是十分必

要的。

４１　提高全民海岛保护意识

全省要加大宣传海岛保护和海岛开发利用

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海岛的战略地位和海岛

在海洋国土中的重要性，充分认识海岛资源的

稀有和海岛生态环境的不可替代。各级海洋主

管部门和海洋执法部门，要认识到提高全民海

岛保护意识的重要性。形成组织严密，层次清

楚，宣讲到位，执法严谨的宣传队伍，宣讲

《海岛保护法》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使广大民众

了解和认知 《海岛保护法》，提高全社会对海岛

地位和价值的认识，提高全民对海岛生态环境

的保护意识和对海岛领土主权保护意识［３］，营

造全社会 “爱岛、护岛”的良好氛围。

４２　建立海岛保护体系实现海岛规划开发

海岛保护和海岛规划要在海岛相关基础研

究完成后方可实施。辽宁应结合实际情况和自

身特点，建立海岛保护体系以实现海岛规划后

科学合理的开发，把辽宁海岛经济推向一个新

的发展高度［４］。

（１）做好海岛保护开发的基础研究。海岛

开发，基础研究先行。全面查清辽宁海岛数量，

调查辽宁海岛的权属、开发利用现状、基础设

施条件和环境资源状况等是十分必要的。要对

海岛的重要功能进行细化与分类，确定海岛保

护对象，确定海岛可开发利用对象。在实施保

护与开发利用的对象中进行保护目标的侧重研

究和开发时序研究。推出有主导功能的海岛进

行重点保护或开发，做好海岛保护与开发的示

范。同时在海岛基础工作未完成前，如海岛功

能定位及海岛规划等未研究，应暂停一切海岛

开发利用活动，使海岛开发利用做到有章可循。

（２）建立海岛保护体系。在辽宁海岛保护

与开发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辽宁海岛的区位特

征和自然特点，进行海岛保护体系建设。海岛

保护体系建设应以保护和修复为主，对需要保

护的对象，要进行分层次研究。首先应出台辽

宁海岛保护体系名录，对需要保护的海岛目标

进行定位；其次对海岛保护目标中遭到破坏的

生态环境开展相应的修复研究。另外，海岛保

护目标确定以后，海岛的监管与保护措施必须

到位；要健全和完善海岛保护的地方法规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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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已建的以海岛为中心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或海洋特殊保护区，在海岛开发利用中的用海

项目应不再予以核准，对需要保护但尚未建立

保护区的海岛，应采取暂停上岛活动，待完善

对海岛的保护选划研究后，根据研究成果待定；

对领海基点海岛、未开发的无人岛、有生态价

值、有开发潜力但近期无力开发的海岛，都应

列入海岛保护体系建设，暂时不予开发。

（３）实现海岛规划开发。《海岛保护法》实

施以来，从国家层面上对全国海岛进行了规划

研究，辽宁也应启动全省海岛功能定位和规划

研究。辽宁海岛开发必须按照功能定位和海岛

保护与规划实施，要彻底改变海岛开发的无序

状态。辽宁应制定 《辽宁省海岛功能区划》和

《辽宁省海岛开发保护规划》。把海岛保护与开

发纳入法制化管理，真正做到在规划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创建和谐的辽宁海岛循环经济。

（４）尝试海岛开发示范工程和准入机制。

辽宁在海岛开发利用时，应尝试海岛开发利用

的准入机制。选择有创新意识、有资金实力、

有海岛和海洋保护意识的集团或自然人为海岛

开发主体。开发初期应提交海岛开发的调查报

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重点体现开发项目

与海岛自然资源的协调性，和海岛功能区定位

的一致性。选择一些资源丰富、开发前景良好

的海岛，作为海岛开发利用的示范工程。通过

示范工程建设与实施运行，不断总结经验，研

究海岛开发的一般规律，掌握新情况，研究新

办法，解决新问题，推动海岛的开发利用向广

度和深度发展。

４３　完善海岛综合管理体制

根据辽宁海岛资源开发现状，加快制定并

出台辽宁省海岛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海岛开发

管理保护行为，真正把海岛管理工作纳入规范

化、法制化和制度化轨道。建立海岛开发利用

许可制度，健全海岛开发审批、登记、监管办

法，彻底改变海岛开发 “无序、无度、无偿”

的状况［５］。应加强海岛监管力度，建立专业的

管理队伍，配备管理技术设备。应加大海岛执

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海岛定期检查制度，利

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视监测等技术，

定期检查全省海岛，加强对海岛生态环境的保

护力度，控制海岛开发强度，合理利用海岛

资源。

４４　强化科技支撑

加强海岛的科技支撑，要体现在海岛的监

管系统建设，实现全省海岛全覆盖、高精度的

监控；建立并完善海岛管理信息系统和海岛基

础地理数据库［６－７］。在深化研究海岛传统优势项

目的同时，要鼓励海岛水电、风能、太阳能、

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等科技研发。应支持

和引导海岛开发者同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开展科技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共

同对海岛进行创新式的研发，为海岛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走出创新之路。

５　结束语

辽宁省的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系统工程，发挥海岛在海洋经济建设中

的主导作用任重而道远。辽宁省海岛经济的可

持续建设，不仅面临着法律、法规的健全，海

岛保护与开发的基础研究，海岛保护体系的建

立和实现海岛规划开发的挑战，更重要的是面

临着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识的提升。只有扎实的

做好工作，才能实现辽宁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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