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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岛的战略地位谈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林河山，廖连招
(国家海洋局第i海洋研究所厦门 361005)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我国海岛在维护国家权益、国防安全、生态安全

以及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是在黄金海岸日益减少的形势下，拓

展海洋发展空间中造成海岛资源的短缺与环境压力的增大，结合当前海岛开发利用存在的

问题，论述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系统地提出我国海岛资源与环境保护的

措施与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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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辽阔，海岛众

多，拥有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面积大

于500 rn2的海岛有6 900余个，其中约94％为

无居民海岛；面积在500 m2以下的岛屿和岩礁

数量巨大，约有上万个[1]。这些海岛及其附近

海域所储存的自然资源，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宝贵财富。从国家权益来讲，海岛是划分

内水、领海及其他管辖海域的重要标志，并与

毗邻海域共同构成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家发展来讲，海岛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是

建设深水良港、开发海上油气、从事海上渔业

和发展海上旅游等重要基地；从国家安全来讲，

海岛地处国防前哨，是建设强大海军、建造各

类军事设施的重要场所，是保卫国防安全的屏

障Lz]。随着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全球都面临

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巨大压力，沿海

各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拓展海洋发展空间的

重要性，海岛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关系到沿

海国家甚至是全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地

位十分突出。

但是，随着人类海洋开发的急剧升温，海

岛作为人类开发海洋的天然平台，其生态与环

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由于隔离

性和受大气环流影响大，海岛生态系统在干扰下

极易退化且不易恢复【3]。海岛生态系统的脆弱

性和它在国民经济及国家权益中的重要性，决

定了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在20

世纪末期，世界性的海洋开发热潮加剧了海岛

的开发力度，海岛生态环境恶化成为海洋生态

保护的突出问题之一n]。

l 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海岛在维护我国海洋政治、经济、权益和

安全方面，在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

系统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

国家应当把海岛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和问题从

战略高度对待[5]。为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

防安全，保护海岛生态系统，促进海岛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海岛生态保护是十分必

要的。

1．1 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是维护海洋权益的需要

随着国际社会海权意识的增强，作为海陆

兼备的海上疆土——海岛已成为共同关注的焦

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个岛

礁的主权归属可以决定这个岛周围以200海里

为半径的海域的主权和主权权益的归属，一个

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者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岛屿

可以拥有43万平方千米的专属经济区及该区域

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维

护海岛安全就是维护海洋国土的安全。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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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岛身价倍增，尤其是那砦远离大陆，资

源十分匮乏，又是不毛之地，人类难以立足的

小岛、小礁更是如此。

我国的领海基点大部分位于岛屿上，这些

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自我恢复能力很低，

其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无法逆转的。如果因

为人类干扰或自然灾害造成领海基点消失，将

意味着领海基点周围海洋权益的丧失，因而，

对这些岛屿的保护等同于对领海基点的保护，

意义重大。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海岛开发秩

序混乱，尤其是无居民海岛生态资源遭到严重

破坏，一些炸岛、炸礁、炸山取石、采挖珊瑚

礁等严重改变海岛地貌和形态的活动，以及海

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等原因使我国部分领海基

点面临灭失的危险，对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构

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

洋权益，必须加大力度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确

保海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 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是保障国防安全的需要

散布于辽阔海域之中的海岛、群岛在军事

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军事利用的角度，作

为特殊的战场空间，海岛可以建成为军事要地，

控制海域的战略通道，成为“不沉的航空母

舰”；也可建成濒临大陆国家的海防前哨，为制

海权提供重要的保证。我国从北到南绵延数千

千米、由岛屿所构成的海上第一道防线是世界

上不可多得的天然屏障，诸如长山群岛、庙岛

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和南海诸岛，均为

现代化的国防要塞，对维护我国海上安全有极

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就我国的海岛而言，随着开发强度的

加大，海岛已面临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生态

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威胁，许多海岛的森林植

被被毁，地表水土流失加剧，裸岩石砾地面增

加，岛上的珍贵动植物资源，环岛海域的鱼、

虾、贝、藻和蟹等水产资源，有的已处于濒危

和形不成生产能力[6]。这些都危及岛上居民的

生存，甚至影响到某些国防用途海岛的存亡，

对国防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经济发展带来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海岛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此，为了更

好地保障国防用途海岛的安全与发展，必须对

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加以保护。

1．3 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需要

国家生态安全，是维护一个地区或国家乃

至全球的生态环境不受威胁，能为整个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J。当今全球变暖、环

境污染、物种灭绝和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日益

威胁着区域发展、国家安全甚至人类社会生存，

生态安全已经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

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8]，是21世纪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新主题。

海岛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实现海岛的生态安全，关键在于确保

海岛各种重要自然要素的生态功能，尤其是维

护海岛生态平衡的功能得到正常发挥。

但是海岛与陆地相比，面积狭小，地理环

境独特，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受人类活动的

破坏就很难恢复。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自然资源的日益紧缺，海岛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开发利用海岛，尤其是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的

现象，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但伴随着海岛开

发利用活动造成的岸线蚀退、植被退化、水土

流失、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岛屿周边海域

污染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海岛生态系

统结构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

对海岛地区生态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些不

安全的因素在许多海岛已经显现，生态安全出

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经济的发

展、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进而影响到整个

海岛地区社会的稳定。海岛生态安全是沿海地

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一环。因此，从维护国家沿

海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应切实加强对海

岛生态环境的保护。

1．4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

海洋产业的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积极推动力量，而海岛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区域，不仅有与内陆几乎同等的资源

种类，而且还有内陆一般地区所没有的特殊的

资源优势，在支撑人类生命保障系统，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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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服务于人类生活方面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口膨胀、资

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海岛

资源的开发，尤其是海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

持续发展日益受到沿海岛屿国家的高度重视。

但是，随着海岛开发的不断深入，也出现

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全球海岛共同面临的困境，

如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

和海岛周边海域赤潮等自然灾害频发对海岛各

方面的发展甚至生存构成威胁；也有由于我国

海岛开发自身开发利用引起的个性原因，导致

海岛各方面发展存在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

由于海岛周围的海域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特

点，在开发建设中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会对

一个区域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只注重海岛的

经济发展，忽视了社会、环境和生态等方面的

发展，造成掠夺式资源型开发，出现了许多海

岛生态环境问题。

从当前已经开发利用的海岛来看，普遍缺

少规划。一些地方随意在海岛上开采石料、破

坏植被，损害了海洋自然景观和海上天然屏障；

一些地方随意修建连岛大坝，破坏了海洋生态

系统；一些单位任意在海岛上倾倒垃圾和有毒

有害废物，把海岛变成了垃圾场；一些地方滥

捕、滥采海岛上的珍稀生物资源，致使资源量

急剧下降，甚至濒临枯竭。不仅如此，近年来

炸岛、采石、砍伐和挖砂等严重改变海岛地形、

地貌的事件时有发生，致使海岛数量不断减

少‘9‘，严重制约海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要解决海岛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矛

盾，改善海岛地区的投资环境，实现海岛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

资源、生态环境的一致性，才能让子孙后代能

够享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2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国

防安全、生态安全，实现海岛地区的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的全面提升、和谐发展，必须加强对

海岛生态环境的保护。

2．1提高全民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加大对公众进行海岛价值的宣传力度，必

要时召开全国海岛T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举

办海岛日活动，增进公众对海岛战略地位的了

解，提高全民对海岛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2．2加快制定海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法规

海岛立法是依法管理海岛的基本前提，我

们要通过海岛立法，建立和完善海岛管理制度、

逐步实现依法护岛、依法用岛、依法建岛，确

保海岛生态环境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下得到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3制订海岛及周围海域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

我国海岛应适应新形势下的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迫切按自然属性、战略地位和功能

定位等标准和条件，制订能够统筹全局、有力

推进国家海岛开发、保护和管理的长远规划，

统筹安排海岛发展的各项工作，将海岛的开发

利用融人整个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大格局中。

2．4大力发展海岛特色经济

海岛地区应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海岛

的资源环境特色，大力发展海岛生态型渔业、

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

实现海岛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提

升、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2．5加大海岛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

加大海岛巡航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海

岛定期巡航制度，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

地面监视监测等手段，结合定期海岛调查工作，

对我国海岛生态环境实行全覆盖、高精度的监

视监测，严厉打击破坏海岛生态环境的行为，

加强对海岛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2．6尽快建立一批海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示

范区

我国海岛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较

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解决所有问题，因

此，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应当建立一批示

范区，采取以点带面，以局部推动全局的治理模

式，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海岛特点的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的特色之路，将海岛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

美的海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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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建设，积极保护海岛生态环境，

是推进我国新世纪海洋环境保护与海岛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方略。只有在充分认

识我国海岛的重要战略地位，通过大力提高公

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推进海岛立法进

程，深入开展海岛保护规划工作，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杜绝对海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

坏，才能够达到构建和谐海岛、生态海岛的目

标，实现我国海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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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通知

《海洋开发与管理》杂志创刊于1984年，国家海洋局主管，海洋出版社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月

刊，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和国家海洋局优秀期刊。

为使《海洋开发与管理》杂志继续保持较高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同时更加充分地发挥其海洋事业宣

传平台的作用，更加贴近我国海洋管理工作实践，使其真正成为“海洋人”的刊物，《海洋开发与管理》杂

志2010年起分为“学术篇”和“管理篇”，单月出版“学术篇”，双月出版“管理篇”。

“学术篇”主要刊登学术论文类文章，包括经济、管理、科技、环保、执法等各海洋领域。

“管理篇”内容紧密结合国家海洋局及其各业务司、局属各单位以及沿海各级海洋与渔业管理部门

的T作要点，深入联系海洋开发与管理工作具体实践，形式可较为灵活。设置聚焦海域、海上明珠、执

法巡航、科技兴海、魅力极地、经济观察、渔事渔业、交流合作、海洋文化、沿海地区、碧海先锋等众多栏

目，此外还以“大海洋”为视野，广泛包罗与海洋有关的各领域内容。

欢迎广大读者朋友和作者朋友积极订阅和踊跃投稿。

学术论文的投稿：请作者将稿件电子版发送至本刊编辑部邮箱hykfygl@163．com，并在邮件主题

中注明“论文”。

管理文章的投稿：请作者将稿件电子版发送至本刊编辑部邮箱hykfygl—gl@163．tom，并在邮件主

题中注明“管理”。

杂志的订阅：2010年，每期定价18元，全年定价216元。邮发代号：82—658 CN：11--3525／p可

邮局订阅也可直接与本杂志社联系，联系电话：010—62100033，010一62114471；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

慧寺路8号《海洋开发与管理》杂志社，邮政编码：100081；联系人：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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