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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领海基点岛的调查与保护

———以福建大柑山为例

曹宇峰，张　亮，林海潮，林春梅，李蔚萍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８）

　　摘　　　要：领海基点是计算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起始点，在国际海洋法和

海洋管理实践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笔者所在单位开展的福建大柑山管理监督检

查情况，对有关领海基点岛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保护与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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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基线是沿

海国家确定其领海宽度及其所辖海域宽度的起

算线和基准线，通常是该沿海国的大潮低潮线。

在一些海岸线曲折的地方，或是在海岸附近有

一系列岛屿时，常使用正常基线法、直线基线

法或混合基线法的方式，在海岸、岛屿、岩礁

或某些低潮高地等选择适当的位置划定为基点，

这些点称为领海基点［１－４］，各相邻领海基点之间

的直线连线称为领海基线。

１９５８年９月，我国政府发表了 “中国政府

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 “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

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

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

十二海里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确立了我国领

海的范围和基本制度。１９９２年２月，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

十二海里，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领

海的外部界限为一条其每一点与领海基线的最

近点距离等于十二海里的线”。１９９６年５月，我

国政府宣布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

的领海基线，包括７７个领海基点，其中大陆领

海 基 点 为 ４９ 个，西 沙 群 岛 领 海 基 点 为

２８个
［５－７］。２００４年２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

准设立了 “我国领海基点建设”国家专项，对

我国领海基点进行了标志性工程建设和维护。

该专项由外交部、总参谋部牵头，海军负责具

体实施，至２００７年年底，海军海洋测绘部队已

完成５８座石碑标志和两座灯塔标志建设。

２０１２年４月，国家海洋局发布 《全国海岛

保护规划》［８］，明确要求加强领海基点岛的保护

工作，并对保护状况进行评估，修复部分严重

受损的领海基点海岛，开展领海基点、自然保

护区和国防等特殊用途海岛的标志设置工作，

加强海岛上的助航导航、测量、气象观测、海

洋监测和地震监测等公益性设施保护措施。

２０１１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为履行东海

区海岛保护监督管理新职能，加强对海区领海

基点岛屿的保护工作，组织对东海区全部１３个

（不含４个台占岛）领海基点所在岛屿进行登岛

踏勘、试点调查和航空监视，以了解和掌握东

海区基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自然环境概况，以

及开发和保护现状 ，为进一步做好东海区领海

基点海岛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笔者所在单位自２０１１年起对福建大柑山领

海基点岛进行登岛调查等工作，本研究主要介

绍调查情况和开发利用状况并提出管理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大柑山，隶属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位

于台湾海峡西南部，东山岛东南方海域，距东

山岛苏尖角约２５．９ｋｍ，与位于它西北方的

“弟屿”遥遥相望，两个岛屿共同组成 “兄弟

屿”。大柑山是中国领海基点岛之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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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线的声明》，大柑山岛 （２３°３１．９′Ｎ，１１７°

４１．３′Ｅ）是东海区最南端的领海基点。

本项调查工作开展的依据为 《东海区领海

基点岛调查工作手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① 领海基点所在岛屿的名称、位置、范围、坐

标和最高点高程；② 领海基点岛地形、地貌、

植被及岛上动物等情况；③ 领海基点岛屿上主

要建筑物、构筑物和基础设施等；④ 海岛名称

标志、领海基点标志、领海基点基准点标志及

其方位碑的设置情况、地理坐标、使用状态和

周边环境描述等；⑤ 领海基点保护范围；⑥ 领

海基点所在岛屿的主要社会活动和开发利用状

况等；⑦ 在领海基点所在岛屿周边海域采集样

品进行环境质量分析；⑧ 在领海基点岛上采集

土壤样品进行常规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海岛名称

调查人员走访了漳州市、东山县多家相关

单位，收集了有关大柑山岛的历史资料，根据

《东山县城乡地名全录》中记载，该岛标准名称

为 “兄屿”（“兄岛”），“大柑山”只是其别名。

２２　海岛地形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外观如马头状，呈长条

形，近南北走向，离岸距离２５．９ｋｍ。最长处

０．３１ｋｍ，最宽处０．１１３ｋｍ，最高点海拔６２ｍ，

岸线长８１７ｍ，总面积２４３０１ｍ２。岛屿基部到

处是高大陡峭的岩石，整个岛屿地形分两部分：

南部高低落差很大，形成峭壁；北部落差相对

较小，形成一个平缓的坡。

２３　海岛地质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基本由岩石构成，其中

大部分为沉积岩。岸线基部为破碎岩石，顶部

为风化岩石。沿岸岩石巨大、陡峭，登岛相对

困难。岛上有一条人工开辟的简陋小路，直通

岛上的直升机停机坪。岛屿顶部覆盖泥土，这

些泥土为岩石风化形成，经过长久的生物、地

理作用，成为岛上植物生长的温床。

２４　海岛地貌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属于山地地貌，下部是

大块的沉积岩岩石，顶部由于风化作用等外力

因素，岩石较破碎，部分地区已经形成土壤，

土壤厚度不超过５０ｃｍ。

２５　海岛植被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的植被覆盖约为整个岛

面积的１／１０，以亚热带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无灌木、乔木，分布于岛的顶部。岛屿被东－

西连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其中，北部分

为斜坡，坡度相对平缓，坡上覆盖稀疏的植被；

南部分为峭壁，落差很大，并且没有植被覆盖。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的东北坡存在少量的植被覆

盖。植被绝大多数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无灌

木、乔木，且植被长势良好。西南部也长有少

量的杂草，但是由于太阳暴晒，水分过量蒸发，

多数杂草已经枯萎或死亡。

２６　海岛土壤

在大柑山领海基点岛上采集表层土壤样品，

对其进行土壤ｐＨ、土壤水溶性盐总量、土壤氯

离子含量和土壤硫酸根离子含量等４项要素的

测定。结果显示，岛上的土壤呈弱酸性，水溶

性盐总量体现出大柑山上土壤肥力中等，没有

出现土壤盐碱化现象。氯离子含量处于正常水

平 （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
－６），但大柑山领海基点岛

土壤样品中的硫酸根离子的含量偏高。

２７　海岛动物

大柑山的动物主要分为昆虫和鸟类两大类。

昆虫多分布在草丛中，如蚂蚱、苍蝇等。鸟类

主要是海鸥，岛上生态环境良好，比较适宜岛

上生物群落的繁衍生息。

２８　海岛周边环境

对大柑山领海基点岛附近海域采集海水样品

进行检测得知，大柑山领海基点岛附近海域海水

透明度较高，水体较为清澈，溶解氧、化学需氧

量、营养盐和石油类等监测指标均符合 《海水水

质标准》（ＧＢ３０９７－１９９７）第一类标准。

２９　海岛开发利用现状

大柑山领海基点岛属于无人岛屿，登岛调

查期间，岛上无任何人为活动。海岛周围有很

多渔船停泊，为周边渔民在此进行海钓活动。

岛上现有的主要构筑物 （仪器、设施）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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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所立灯塔１座、废弃移动基站１座、漳州市

气象局气象仪器两套、国家测绘局设立的大地

水准点和直升机停机坪１座。

此外，根据资料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２００６年在岛上设立领海基点石碑，但调查人员

在登岛期间未发现，可能已损毁；２０１２年漳州

市完成 “大柑山”领海基点海岛立碑工作。

３　建议

３１　实现领海基点岛的区划性保护

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

渔业捕捞、海洋工程建设和海岛资源开发等人

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不

断外延，影响也越来越剧烈，造成不同程度上

海洋环境的污染、海岛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海洋

资源的损失等。建议尽快设立领海基点范围，

在海洋功能区划或特殊保护区划中予以明确，

健全管理制度，加快法规建设，针对性地对领

海基点岛进行范围性依法保护，进而采取强有

力措施保护海岛及其周围海域，严格限制任何

形式的开发利用活动，注重岛屿及周边海域生

态环境的保护，避免造成这些岛屿的消失或形

态破坏，使国家海洋权益受到损害。

３２　加强对领海基点标志的长期维保

领海基点石碑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宣誓

主权的重要标志。加强对领海基点标志的维护

和保养，对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巩固海防建

设、保护海洋环境和加强海洋管理等具有长远

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领海基点都地

处偏远，缺乏必要的监管与保护，长期下去容

易出现领海基点石碑受自然因素影响而损坏，

甚至可能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建议有关管理

部门成立专业的监察与维保队伍，定期对领海

基点标志进行巡查、维护和保养，确保国家海

洋权益和国防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３３　建立领海基点岛信息化管理系统

在我国已公布的领海基点中，有５０％以上

位于无居民海岛上，并且大多数处于缺乏管理

的状态［９－１０］。但随着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管理规定》和 《海岛保护法》等的相继实施，

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的管理力度逐渐加强，其开

发与保护基本能有序进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应联合军事、外交等有关部门逐步建立领海基

点岛的管理信息系统，将领海基点岛的历史资

料、调查数据、生态环境状况和开发利用现状

与规划等信息纳入其中，从而以更为科学、规

范、现代的方式来加强对领海基点岛的管理。

３４　加快领海基线的确立与公布，确保海洋

权益

　　目前海上疆界的协商划定迫在眉睫，但我

国只是在批准 《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同时宣布

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大量的领海基线尚未确定，需要我国法律部门、

海洋部门、测绘部门以及军方等各方面技术人

员的协作，将 《联合国海洋公约》中所规定的

有关领海基线的原则和划定规则合理运用到海

洋划界工作中，维护我国的领海安全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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