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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海洋牧场能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更好地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

展。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海洋牧场的建设,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国内众多学者对海洋牧

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是热带海岛休闲旅游型海洋牧场,通过对

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的研究发现,海洋牧场的建设给旅游区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海洋牧场建设对生态旅游的开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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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couldrestore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

recovermarinefisheryresources,and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ies.

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inChinabeganinthe1970sandhasmadegreatachieve-

ments.Manydomesticscholarshadalsomadeplentyofachievementsintheresearchesofmarine

ranching.SanyaWuzhizhouIslandmarineranchingisatropicalislandleisuretourismtypemarine

ranching.ThroughthestudyofmarineranchinginWuzhizhouIsland,itwasfoundthatthecon-

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hadbroughtsignificantecological,economical,andsocialbenefitsto

thetouristarea.Besides,ithadplayedagreatroleinthedevelopmentofecotourisma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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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

源,海洋渔业是重要的产业之一。随着海洋渔业的

发展,过度捕捞和粗放式养殖问题日益严重,导致

海洋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海洋渔业资源日渐减少。

为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更好地

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于20世纪70年

代开始了海洋牧场的建设。目前,海洋牧场建设已

经取得很大成绩,国内众多学者对海洋牧场的研究

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国内关于海洋牧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国内外海洋牧场

发展历程及定义分类研究,如陈丕茂[1]等对欧美、日
本和我国的海洋牧场发展历程、定义及分类进行了

具体的分析。②关于海洋牧场建设方法的研究,如
阙华勇[2]等提出了海洋牧场建设的质量体系,包括

评估技术、生态环境营造技术、资源动态增殖管理

技术、实时监测和预报预警技术等;孙永河等[3]采用

灰色DEMATEL方法对影响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③关于海洋牧场建

设效果的研究,如韩业越等[4],从生态学角度,对海

洋牧场建设效果进行评价;张涛等[5]、修先玉[6]、杜
元伟等[7],从生态学管理角度,对海洋牧场建设进行

研究;杨瑾[8]从发展渔业经济角度,对海洋牧场进行

研究;在对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方面,有众多学者

进行了研究,如,田涛等[9]提出了海南省海洋牧场建

设思路与发展经营策略;刘一霖等[10]分析了山东省

海洋牧场建设对海南省的启示;颜慧慧等[11]对海南

省海洋牧场的建设类型及建设效益进行了分析;许
强等[12]对中国南海热带岛礁海洋牧场建设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与建议。④关于海洋

牧场建设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拟通过

对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变化,研究海洋牧场建设对生态旅游的

影响。

1 海洋牧场的定义及发展概况

1.1 海洋牧场的定义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定义,海洋牧场是基于

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

殖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

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

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

海洋牧场建设形成的人工鱼礁区,为大型藻

类、附着生物提供了附着基质,礁区内形成的多样

性流声和流态,为各类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繁衍、

生长、避敌等所需的生息空间。通过海洋牧场建

设,可以恢复和提高海域渔业资源量和生物多样

性,还能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渔业健康

发展。

1.2 我国海洋牧场发展简史与现状

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

21世纪初是探索阶段,主要以人工鱼礁和海洋生物

增殖为主。全国沿海地区广泛的人工鱼礁试验取

得了显著效果,人工鱼礁单位水体生物量高于非礁

区50%以上,浮游植物量有的高出4倍,鱼产量普

遍增加[13]。人工鱼礁的投放,配合人工放流,改良

了资源品种结构,改变了历来依靠捕捞自然资源的

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开创了海洋渔业新局面。进入

21世纪后,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研究不断深入,近年

来,在农业农村部的推动及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激

励下,我国兴起了大规模建设海洋牧场的热潮。

目前,全国投入海洋牧场建设资金90余亿元,

建成海洋牧场200余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86个[13],用海面积超过2300km2,投放人工鱼

礁超过3000万 m3,海洋牧场建设初具规模。根据

国家规划,到2025年,将在全国建设178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14]。海南省拥有全国最大的海洋

面积,海域水质好、透明度高、气候适宜,热带海洋

生物种类众多,非常适合发展休闲旅游型海洋牧场

建设。海南省自2009年开始 建 设 海 洋 牧 场,到

2020年,已建成了6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海洋牧场,

其中蜈支洲岛和羚羊礁海洋牧场是热带岛礁型海

洋牧场的典型代表,还有5个在建待建的海洋牧场,

均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项目[13]。

2 生态旅游的概念及特点

2.1 生态旅游的概念

对“生态旅游”的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没有统一,

综合各种观点,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共识:①生态旅

游是一种依赖当地资源的旅游,旅游对象是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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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文

化生态。②生态旅游是一种强调保护当地资源的

旅游。③生态旅游是一种维系当地人民生活、强调

社区的参与和利益的旅游[15]。

2.2 生态旅游的特点

生态旅游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有4个特点:

①自然性。指旅游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原始自

然性,包括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旅游地生活

方式和文化模式纯自然原始性。②保护性。是生

态旅游的最大特点,表现在旅游业中的方方面面。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谋求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以达到最好的旅游体验,是旅游开发规划者、旅游

开发商、管理者和游客的共同目的。③参与性。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旅游可以让游客亲自

参与自然与文化生态系统中,获得高质量的生态体

验;另一方面,生态旅游重视旅游地当地社区的参

与,希望旅游活动能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社会

效益。④三大效益的统一。生态旅游不仅注重经

济效益,而且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追求三大

效益的统一,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旅游开发商来说,开展生态旅游能带来更大

的经济收入,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与传统的大众

旅游不同的是,生态旅游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理

念,其根本宗旨是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

展。在旅游活动中,促进和推动环境保护,并且通

过经济手段为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提供资金,具有

较强的生态效益。开展生态旅游能进一步提高旅

游者的环保意识,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增加收入,

使当地居民充分意识到优质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好

处,从而提高他们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具有很强

的社会效益。

3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概况及海洋牧场建

设情况

3.1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概况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位于三亚市北部的海棠

湾内,距离三亚市区30km。南邻天下第一湾美誉

的亚龙湾,距海岸线2.7km,面积1.48km2,呈不

规则的蝴蝶状,东西长1400m,南北宽1100m。

蜈支洲岛属热带海洋气候,全年气候宜人,海水清

澈透明,能见度极高,达27m,自然生态环境非常优

越,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旅游区盛产夜光

螺、海参、龙虾、马鲛鱼、海胆、鲳鱼及五颜六色的热

带鱼。南部水域海底珊瑚礁资源丰富,五彩斑斓,

形态各异,是潜水观光和海上娱乐的首选之地。岛

上开展了潜水、半潜观光、海钓、滑水、帆船、摩托

艇、香蕉船、独木舟、拖曳伞、沙滩摩托车、沙滩排

球、沙滩足球等30余项海上和沙滩娱乐项目。蜈支

洲旅游区于2016年10月被国家评为5A级景区,

目前每年的游客接待量约为310万人次。

3.2 海洋牧场建设情况

3.2.1 基本目的

由于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匮乏,蜈支洲岛的

海洋生态系统失衡,长期的旅游开发也对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了压力,再加上海棠湾大规模成片的开发

对蜈支洲岛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为有效地解决

这些问题,在海南省政府的支持下,2010年蜈支洲

岛旅游区成为我国第一个热带海岛休闲旅游型海

洋牧场建设示范区。示范区以恢复和优化海洋渔

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期望通过示范

区的建设,能够改善区域渔业资源衰退和海底荒漠

的问题,使海域渔业生态环境与生产处于良好的平

衡状态,能更好地促进渔业生产和旅游业的开展,

进而促进旅游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3.2.2 设施建设情况

一期建设面积为200余km2,自2011年开始投

放人工鱼礁和船礁,已投放45000m3,在远离自然

珊瑚礁的深水区投放。在礁型组合方面,有以底播

增殖为目的的火山石礁块、以资源养护为目的的钢

筋混凝礁、以育幼与资源增殖为目的的沉船礁。目

前,该项目已进入第二建设阶段,未来5年预计投资

5亿元,牧场面积将进一步扩大。蜈支洲岛旅游区

在海洋牧场建设中,充分考虑旅游功能,在人工鱼

礁和船礁的设计方面,更多地体现了旅游资源优势

和当地的民族特色,设计了带有黎族村落生活、工
作场景特色的雕塑和船形屋等。截至2019年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近4000万元,投放人工鱼礁1526块,

船礁21艘以及火山岩珊瑚礁件等。

3.2.3 海洋牧场功能分区

根据海域环境特点和鱼礁类型,划分为3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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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以蜈支洲岛为中心,南部海域为鱼类资源养

护增殖区,东北部海域为鱼类资源育幼增殖区,主

要目的是为鱼类资源提供繁殖、生长发育、索饵场

所,以提高渔获量。北部海域为海珍品增殖区,以

人工珊瑚礁为主,主要目的为促进珊瑚繁殖生长、

恢复珊瑚资源。

图1 海洋牧场功能分区(蜈支洲)

3.2.4 名贵鱼类增殖放流

投放了大量恋礁性且容易人工驯化的名贵鱼

类,包括石斑鱼类和鲷科鱼类。石斑鱼类有点带石

斑(青斑)、斜带石斑、龙趸石斑、东星斑等。鲷科鱼

类有紫红笛鲷、红鳍笛鲷等。

3.2.5 监测与管理措施

海南大学提供技术力量,从2017年起,在蜈支

洲海洋牧场建立了5套水下监控系统,包括水下视

频和水质参数监测。每个季度进行水质监测、珊瑚

礁覆盖率、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等调查,每年编写

“三亚蜈支洲岛珊瑚系统与海洋牧场”蓝皮书。每

月派人到鱼礁区和沉船区拍摄照片和影像,记录鱼

礁状况和附着生物、聚鱼的变化,为海洋牧场的科

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旅游景区加强制度管理,组

织人员定期巡逻,防止渔民在鱼礁区捕捞。

4 海洋牧场建设对生态旅游开发的影响

4.1 旅游产品类型更加完善

4.1.1 开发旅游新产品

海洋牧场通过二期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生态

效益,旅游区类鱼类和珊瑚礁资源量得到很大提

高,在此基础上,旅游区开发了众多新产品:①针对

高端客户,开展了会员制的海上游钓、国际海钓精

英赛;②海底花园和花园拾贝;③与鱼共舞;④景观

式鱼礁观赏———海南黎族船形屋以及体现黎族人

民生活、劳动雕塑造型鱼礁;⑤海南黎族特的建筑

形式———船形屋,体现了其古老的建筑文化艺术,

具有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也是海南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牧场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景观式鱼礁,让

游客在潜水员中充分感受到海南黎族文化特色。

4.1.2 完善旅游功能分区

海洋牧场建成后,由于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旅

游功能分区得到进一步完善。根据夏季和冬季气

候及水文状况的不同,建立不同的旅游功能分区。

在蜈支洲岛的北部海域是夏季海上娱乐区和

夏季珊瑚礁潜水区;西部海域从北至南分别是冬季

海上娱乐区、冬季海洋运动区、冬季珊瑚礁潜水区;

南部海域是海底观光隧道及半潜观光区;东部海域

为垂钓区和船钓区。海上娱乐和海洋运动项目非

常丰富,包括动感潜艇、海豚潜艇、赛道摩托艇、海

上飞轮和海上冲浪等。海底观光区,开展海底漫步

项目,能观赏到人工渔礁投入后所形成的海底生境

景观、村落景观、艺术景观、博物景观,以及各种名

贵鱼和珊瑚景观。

4.2 海洋牧场建设对蜈支洲岛生态效益影响

珊瑚的生长及生态系统维护需要良好的海洋

生态环境,因此,珊瑚生态系统的状态能反映出海

洋生态系统的优劣。本研究通过对蜈支洲岛海洋

牧场建设区珊瑚生态系统的调查来分析海洋牧场

建设对蜈支洲岛生态效益的影响,以旅游开发活动

较多的北部海域为例,选取牧场建设区和未进行牧

场建设的对照区。

由于长期旅游开发、台风侵袭和藤桥水库泄洪

等因素的影响,蜈支洲岛海域的活珊瑚覆盖率由

2007年的80%下降到2017年的28.18%,北侧区域出

现明显的礁盘破碎化,珊瑚覆盖率仅有13.13%[16]。

在海洋牧场建设中,2017年8月,在北侧区域划定

一片实验区,投入8t火山石,并划定一片未投入火

山石的对照区,2年后进行调查,显示实验区已经形

成稳定的石质礁盘,礁盘破碎化现象得到明显改

善,而对照区底质仍处于不利用珊瑚生长的破碎化

阶段。珊瑚生态系统的改善引起生物量的明显增

加,实验区珊瑚幼体补充量及大型底栖生物栖息密

度明显大于对照区。鱼类聚集效果明显,2019年鱼

类资源密度比2018年提高30%,礁区渔业资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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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非礁区高5倍以上,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

指数均明显提高,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具体数

据见表1。

表1 试验区和对照区生物指标对比[16]

比较项目
试验区

2018年 2019年
对比区

珊瑚幼体补充量/(个·m-2) 0.62 7.5 0.27

大型底栖生物(海参、海胆、海

蛤)密度/(个·m-2)
1.8 3.4 0.37

珊瑚鱼类种类/种 23 7

珊瑚鱼类密度/(尾·100m-2) 120.7 51.3

物种丰富度指数 2.70 1.12

物种多样性指数 3.44 1.12

4.3 海洋牧场建设对蜈支洲岛经济效益影响

通过海洋牧场建设,蜈支洲岛旅游区海域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新开发了深受游客欢迎的多种

旅游产品,对游客吸引力大大提高,游客量和门票

以外的二次消费明显增加,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2015—2019年旅游区经济指标显示,年接待

游客量从2015年的243万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

297万人次,增长率为22.2%;旅游总收入从2015年

的55804.89万元到2019年的64352.81万元,增

长率为15.3%;门票收入与二次消费收入比例,从

2015年的60∶40到2019年的55∶45,说明游客进

入景区后,参与旅游产品的热情明显增加。具体经

济指标见表2。

表2 蜈支洲岛旅游区年接待量及收入情况统计

经济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年接 待 游 客 量/

万人次
243 255 296 287 297

总收入/万元 55804.8958920.3365193.8964602.7764352.81

上缴税收/万元 6879.31 6879.31 6879.31 6831.91 5363.99

门票收入与二消

收入比例
60∶40 56∶44 58∶42 56∶44 55∶45

资料来源: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4 海洋牧场建设对蜈支洲岛社会效益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当地居民和

游客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蜈支洲岛上建设海

洋牧场,加大了对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环境保护科普

宣传。景区生态环境改善,给游客带来了更好的旅

游体验,当地居民也能从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受

益,从而促进当地居民和游客自觉地增强了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二是促进景区社会稳定。蜈支洲岛

海洋牧场的建设在促进旅游区发展的同时,不仅扩

大了当地居民在岛上的就业,而且使码头所在的后

海村餐饮、民宿等服务业繁荣起来,极大地增加居

民的收入,使当地居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渔业,对

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促进了景

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海洋牧场的建设对生态旅游的开展具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蜈支洲岛旅游区海洋牧场建设结果

表明,海洋牧场的建设明显改善了珊瑚生态系统,

使珊瑚资源、底栖生物和鱼类资源量大幅度提高。

景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新产品的开发,给景区

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了当地居民

和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5.2 政策建议

5.2.1 因海制宜,科学地建设海洋牧场

严格按照《海南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规划

(2019—2030年)》要求,科学地建设蜈支洲岛海洋

牧场。根据海域的实际情况,如生态环境现状、区

域水动力地貌特征、生物生活习性等状况科学地建

设,切忌好大喜功,避免过度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乃至造成新的环境污染。

5.2.2 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遵循生态旅游开发原则,做到旅游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结合。建议充分保留自然景观,旅游开

发面积不超过全岛面积的1/3。严格执行旅游承载

量要求,根据景区生态环境监测情况,制定旅游容

量,不盲目追求游客数量。根据生态环境的变化,

适时调整旅游项目的实施情况。

5.2.3 做好后期监测和景区管理

利用海南大学的技术力量,定期开展生态环境

的监测管理工作,充分利用水下监控体系,做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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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珊瑚礁覆盖率、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的调查,为

科学地建设和管理海洋牧场提供依据。加强岛民

和游客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景区海域巡逻工

作,防止礁区捕捞和炸鱼现象发生。规范游客行

为,禁止近海采集生物,科研采捕实行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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