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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适宜性探析

李石斌，陈扬乐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海岛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海南岛周边无居民

海岛数量众多，资源丰富，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如火如荼之际，迫切需要加强对海南岛

周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与利用。无居民海岛面积小、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需要我们在海岛

开发之前做好充分的可行性分析。文章在结合海岛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无居民海岛开发适

应性的评判标准和评判流程，并对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进行了初步筛选，以期为政府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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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

为全世界的共同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

海洋强国”。海岛作为海洋开发的前哨和基地，

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同时，海岛是巨大的资

源宝库，海岛及其周围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水产

资源、矿产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此外，海岛

作为一种旅游资源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

展前景广阔。

海南岛周边海岛数量众多，其中无居民海

岛约占９８％。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不断向纵

深推进之际，加强对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的

开发利用，不仅能拓展海南旅游发展空间，丰

富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旅游层次，促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更好的向前发展，而且也是积极

响应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发展海洋经

济、建设海洋强国”号召的重要举措。然而，

从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来看，

存在诸多开发利用不当问题，部分不适宜开发

利用的海岛也盲目进行开发，造成海岛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破坏。鉴于此，迫切需要加强对海

南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适应性的分析与研究。

１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概况

１１　数量、分布及开发利用情况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数量众多，类型多

样。出于历史原因，除少数几个岛屿用做国防

军事及领海基点外，现已开发利用的岛屿数量

少，大部分处于未开发利用状态。

据海南省近海海洋环境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

成果统计，在海南岛沿岸海域分布有着２４２个海

岛 （不含海南岛），其中高潮时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海岛有２３７个，高潮时面积不足５００ｍ２ 的海岛

（微型岛）５个；有居民海岛５个，无居民海岛

２３７个。此外，还有许多岛礁。海南岛周边的２４２

个海 岛 总 面 积 为 ４１．９９５５２ｋｍ２，岸 线 总 长

２５０６６５ｍ。

海南省周边海岛以海南岛为依托呈环带状

分布，在海南岛东部、南部海域分布较密集，

西部、北部海域分布较稀疏。沿岸２４２个海岛

分布在沿海１２个市 （县），其中海岛数最多的

是儋州市，其次是文昌市，再次是三亚市，分

别占总数的２１．９％、２１．１％和１７．４％，三市合

计占总数的６０．３％；海岛数在１０个以下的县市

有乐东、昌江、东方和澄迈，其中最少的是澄

迈县，仅有２个海岛
［４］。

目前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仍处于初

级阶段，除少数开发利用以外，绝大多数无居

民海岛还没有开发。在已经有开发活动的海岛

上，开展规模较大的是旅游活动，其他开发活

动还有海洋捕捞、养殖、种植等。其利用方式

可大体上分为如下６个类型，一些海岛的利用

方式兼有多种类型。① 农林牧渔业用岛。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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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海岛利用方式的海岛共有３１个 （包括有利

用痕迹的），包括岛上养殖、海岛周边海域围海

养殖、沿岸捕捞、岛上种植等形式。② 生态保

护区用岛。处于生态保护区内的海岛共有１７

个，包括三亚国家级珊瑚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的７

个海岛、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内的６个

海岛、清澜省级红树林保护区的２个海岛和大

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区的２个海岛。③ 旅

游业用岛。目前海南岛周边用于旅游度假或有

旅游业痕迹的海岛有１０个，较著名的有西瑁洲

岛、牛奇洲、分界洲等。④ 特殊用途用岛。特

殊用途的无居民海岛有１５个。⑤ 季节性居住用

岛。目前保留此功能的海岛仅大洲岛 １个。

⑥ 其他用岛。岛上建有引航灯塔的海岛有３个，

分别为白鞍岛、大洲岛和西鼓岛。红牌屿目前

正种植防护林。

在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海岛中，除上述已开

发的或有明显利用痕迹的５８个海岛外，其余都

是未开发利用的荒岛，基本保持海岛的原始风

貌。在这些未开发利用的荒岛中，由于可进入

性的不同而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与陆地相连的，时常会有居民上岛游玩；离岸

远的，则较少有邻近居民登岛，但时常会有旅

游者私自组织探险、野营等旅游活动。

１２　存在的问题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南岛周边无居民

海岛气候条件优越，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海岛

上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物种奇特，

环境原生性好。然而目前已开发的无居民海岛

旅游中，大多只是简单地依靠区域优越的自然

条件，对其丰富的热带旅游资源进行初级的加

工利用，旅游开发起点低，层次初级，缺乏对

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整个海岛旅游发展停留

在较低水平。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分布范围较广，各

海岛在自然资源、地质地貌以及气象气候等方

面都存在一定程度差别，在海岛旅游开发中不

能一而概之，要根据海岛实际，因地制宜，开

发出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海岛旅游度假区。

目前，我国南海无居民海岛开发实际却是大部

分旅游项目雷同，缺乏特色，重复建设，没能

突显各个海岛的优势和差异。

２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适应

性评判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数量众多，类型多

样，资源丰富，在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

设海洋强国以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宏观背

景下，加强对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

用就显得必要而且迫切。然而，无居民海岛面

积狭小，地域结构简单，生态环境脆弱，如果

不顾实际，一味盲目开发利用，造成的后果也

是不堪设想。从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现有开

发利用现状来看，除少部分海岛开发合理外，

大部分海岛存在开发利用不适宜的问题，造成

海岛资源的破损，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损害

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海南岛周边无

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

开展全面的海岛开发利用适宜性分析，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海岛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海岛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２１　评判标准

一个无居民海岛是否适宜开发利用，必须

要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基于海岛自身的自然资

源和环境条件，国家及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实际需要，提出如下５个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适应性的评判标准：

２１１　特殊用途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地处我国南海海域，

地理位置特殊，在维护我国海洋领土主权方面

意义重大。有些海岛是国家重要科研用岛，有

些海岛是国家领海基点所在地，有些海岛属于

国防军事用岛，对这些事关国家权益和安全的

特殊用途类海岛是不允许开发利用的。因此，

在海岛开发利用前，必须首先排除这些特殊用

途类海岛。

２１２　海岛面积

任何的开发利用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

间上进行的。海岛开发需要以海岛土地空间资

源为支撑，海岛面积过小，就不足以承受海岛

开发利用所需要的基本的空间资源。同时，海

岛面积的大小也是海岛环境承载力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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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海岛面积过小，海岛环境承载力也

低，而海岛开发利用的前提就是保护海岛的资

源和环境不受破坏。因此，海岛面积是海岛开

发利用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结合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实际，在此将

海岛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四个类别，

其中大型海岛是指海岛面积在０．１ｋｍ２ 以上的

海岛，中型是指面积在０．０１～０．１ｋｍ
２ 的海岛，

小型指面积在０．００１～０．０１ｋｍ
２ 的海岛，微型

指面积在０．００１ｋｍ２ 以下的海岛。

２１３　自然生态环境

海岛开发势必影响海岛的自然生态环境，

海岛是否适宜开发，应建立在对海岛及其周边

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充分

考量海岛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确

定海岛开发的适应性，对具有特殊自然生态环

境的海岛进行保护，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海岛以

保护为主、谨慎开发，对生态环境受损或破坏

的海岛加强修复。文章以是否位于自然保护区

来衡量海岛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开发利用

适宜性。

２１４　岛屿位置

海岛的位置不仅影响海岛开发建设的难度

和成本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区位的海岛，

自然资源和海洋特色互不相同，各有优势和不

足，直接决定了海岛的开发类型、开发方向和

开发前景。因此，在海岛开发利用适应性分析

中，必须重视海岛区位的重要影响。其中，按

区位来分，海岛分为河口岛、港内岛和离岸岛

三类。

２１５　物质构成

按海岛物质构成来分，海南岛周边无居民

海岛基本上分为泥沙岛、基岩岛和珊瑚岛三类。

不同物质构成的海岛具有不同的土地属性，其

所能承载的自然生长物和自然环境也存在差异，

故其开发利用适宜性也不一样，比如同样面积

大小、同属河口岛的泥沙岛和基岩岛，泥沙岛

可能不适宜开发利用，而基岩岛却可以开发利

用。因此，海岛的物质构成也是海岛是否适宜

开发利用的重要考量指标。

２２　评判流程

在确定上述评判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海岛

开发现状及国家社会发展需要，拟定海岛开发

利用适宜性指标筛选顺序为特殊用途、海岛面

积、自然生态环境、岛屿区位和物质构成，具

体评判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３　评判结果

根据上述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适宜性评判

流程，对海南岛周边２３７个无居民海岛进行筛

选和评判，得出海南岛周边可供开发利用的无

居民海岛有１７２个，约占总数的７３％；不适宜

开发利用的海岛有６５个，约占总数的２７％。其

中，在可供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中，除已开

发利用的海岛外，近期应重点开发利用的海岛

有１７个；中期开发利用的海岛有５８个；其余为

远期开发利用海岛。

３　建议

海南岛周边可供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数

量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在国家海洋局公

布的我国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录的基

础上，结合海南实际，分阶段逐步公布海南岛

周边可供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名录。同时，

为更好的利用海岛资源，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建

设，我们应从法规、制度、管理等方面着手，

不断加强海岛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建设，筑牢

海岛开发利用的内部管理和外围环境基础。

３１　完善海岛开发利用的法制基础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基础

上，结合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实

际，采取地方立法或政府规章的方式［１］，制定

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制

度，强化海岛开发利用的法制化管理，为海岛

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管理提供坚实的法规

保障。

３２　加快海岛开发与保护规划的编制

在全面摸清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实际情

况的基础上，编制无居民海岛总体开发利用规

划。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逐步编制重点开发

利用海岛的单岛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地推进海南岛周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

促进海岛资源的科学利用，实现海岛开发利用

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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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适宜性评判流程

３３　建立健全海岛开发利用的管理机制

作为海岛开发利用的管理主体，当地政府必

须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

管理制度，并不断加强海岛管理队伍和人才建设，

提高海岛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为海

岛开发利用提供健全的组织保障和人力支持。

４　结束语

无居民海岛是一座巨大的资源宝库，只要

我们在科学分析、合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有序、

有度的开发，定能受益无穷。在建设海洋强国

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加强海南岛

周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必定促进海南社

会经济建设快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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