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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岛开发的

历史演变

沈文周

(国家海洋局战略所 北京)

摘 要 文章叙述了我国海岛开发的历史
,

将海岛开发划分为三个阶段
,

并在文章中对制约海岛

开发的因素作了分析评价
。

关键词 海岛开发 历史演变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

海岛开 我国海岛开发的序幕
。

发的历史
,

可追溯到 远古而陌生的新石器 时

代
。

许多专家
、

学者认为
,

源远流长的我国海

岛开发史
,

大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1 早期的海岛开发及其发展 (1 9 49 年

以前)

海岛的优势产业是海洋渔业
。

因此
,

海岛

开发活动
,

自古以来大都以海洋渔业资源的

开发利用为主导
。

据记载
,

我国早期的海岛开

发
,

有贝类采拾和鱼类捕捞等主要活动
。

贝类

采拾在先
,

鱼类捕捞居后
。

换言之
,

鱼类捕捞

活动
,

是在新石器时代的贝类采拾的实践中

萌芽与发展起来的
。

1
.

1 新石器时代的贝类采拾
,

为我国早期的

海岛开发活动掀开了第一页

据记载
,

距今遥远的新石器时代
,

人类的

生产能力极低
,

食物稀少
。

居住于沿海地 区尤

其是海岛上的原始人
,

他们主要是以采拾丰

富的贝类
,

通常指人们喜欢食用 的海产品为

主
,

如牡骊
、

鲍鱼
、

蛤子
、

海螺
,

等等
。

在我国北

起辽宁
、

南抵广东 (含今海南 )的沿海地带
,

均

有这个时期的原始人留下的
、

在考古学上称

为贝丘遗址的很多贝壳堆
。

经考证
,

不仅可足

以说明当时人类采拾贝类的范围之广
,

规模

之大
,

而且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认为
,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

一代又一代的简单而

频繁的采 贝活动
,

在我 国海洋开发史上是一

大创举
;
那些不计其数的贝丘人

,

是开发海洋

的先驱
,

他们周而复始的贝类采拾活动
,

可谓

1
.

2 鱼类的捕捞取代了贝类采拾
,

逐步发展

成为现代海洋渔业

鱼类捕捞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

这个

时期
,

随着年代的更迭和人类的需求
,

鱼类捕

捞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萌芽
,

到 贝丘时

代结束时
,

终究取代了贝类采拾
,

成为当时人

类主要的渔业生产活动⋯⋯
。

纵观我 国海洋

渔业的发展历史
,

从新石器时代的鱼类捕捞

开始
,

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海洋渔业
,

曾经历了

漫长而坎坷的历程
。

鱼类捕捞伊始
,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

其

活动范围仅局限于滩涂和近海
;
使用的渔具

大都是十分简陋的箭头
、

网坠
、

鱼叉
、

鱼钩等
。

后来
,

由于渔船的间世
,

并且犹如雨后春笋般

迅速发展起来
,

到春秋时代的鱼类捕捞 已广

泛使用渔船
,

可以向较深的海域发展
,

从而结

束了鱼类捕捞活动局限于滩涂和近海的历

史
,

如《管子
·

禁藏篇》记载
: “

渔人之入海
,

海

深万初
,

就彼逆流
,

乘危百里
,

宿夜不出者
,

利

在海也
。 ”

说明当时的鱼类捕捞已发展到了相

当进步的历史阶段
。

从夏
、

商开始
,

日益丰富

的各种名贵的海产品
,

已成为沿海地 区向中

原王朝进贡的物品
;
到了周代

,

海产品既是贡

品又是重要的商品之一
;
从西周到战国时期

的沿海诸侯国
,

把大力发展海洋渔业作为主

要的经济活动
。

凡是致力于开发海岛
、

发展渔

业的海岛渔村
,

大都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
。

如韩非子云
: “

沥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 。

地

处今 日山东沿海的齐国
,

具有丰富的海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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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而且重视并善于开发与利用
,

尤其是管仲

桓公时代
,

把齐国称为
“

海王之国
” ,

意为海洋

大国
,

颁布了
“

官 山海
”

的海洋开发政策
,

由国

家统一组织开发海洋
,

使齐国
“
通鱼盐之利

,

国以殷富
,

士气腾满
,

日益富强
” 。

当时
,

燕
、

楚
、

越等诸侯国
,

由于也重视开发利用海洋鱼

盐
,

而成为富强的海王之国
。

与此相 反
,

我国

从秦代起
,

因为封建王朝轻鱼重农
,

顾此失彼

而导致其渔业面临厄运
,

每况愈下走向低谷
。

这个时期
,

尽管国家不重视发展海洋渔业
,

但

广大渔民则
“

靠海吃海
” ,

不断地探索与开发

渔场
。

据当年英军侵华时的有关资料记载
,

截

止清代我国 已有河 口与近海渔场达 60 处
。

除

这些沿海岸和近海渔场外
,

还有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等外海渔场
。

对此
,

解放后有关部门

曾做过 比较详细的调查
,

认为我国的现代渔

场绝大部分为清代之前所开发
。

随着鱼类捕捞技术的进步
,

海洋渔业知

识也 日益丰富
。

在有关古籍中
,

这个时期的许

多动
、

植物的分类命名
、

生态 习性
、

捕捞与加

工方法等均有记载
,

例如群众海洋渔业的网

具
、

钩具
、

杂渔具⋯⋯品种繁多
,

有15 大类
,

至

今这些渔具中有的仍在使用
;
绝大部分的鱼

类名称
,

都是当时的古人命定的
,

一直沿袭到

现在
。

从宋代到清代
,

不但鱼类捕捞技术
、

手

段日臻完善
,

而且海水养殖业也逐步发展起

来
,

如牡砺
、

蜡
、

鳍等鱼贝类
,

清代已开始较大

面积的人工养殖
。

19 世纪中叶
,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

入机轮时代
,

而我国则不可同日而语
,

鱼类捕

捞仍以旧式木帆船为主
,

直至全国解放
。

我国

的机轮渔业起步晚
,

发展也极为缓慢
。

据记

载
,

到清朝末年
,

才从德国购置一艘轮驳
,

用

于拖网捕捞
,

可谓渔轮动力化的转折点
。

于抗

日战争前
,

是我国机轮渔业发展的高峰期
,

但

渔轮数量并 不多
,

充其量也不过几万艘
。

尔

后
,

由于兵连祸结
,

渔轮的损失之大
,

令人 目

瞪 口呆
。

据估计
,

经过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严重破坏
,

旧中国剩下的渔轮寥若晨星
,

仅有

又破又旧 的几十艘
。

2 建国后军民开发海岛的格局及其形

成与变化 (19 4 9年至7 0年代末 )

从建国初期到 70 年代末
,

我国为 了保卫

万里海疆的安全
,

防御海上的人侵之敌
,

这 20

一 3。年来
,

海岛开发与建设
,

主要是以军事利

用为主
,

其基本模式是封闭或半封闭式
。

‘

2. 1 为加强战备
、

准备打仗
,

把海岛建成海

上长城

解放初
,

我国正处于帝国主义
、

各国反动

派的包围
、

封锁之中 ;盘居在台湾的国民党当

局也遥相呼应
,

叫嚣反攻大陆
,

并不断派遣大

批美蒋特务
,

骚扰与破坏我东南沿海
,

形势十

分严峻
。

为了保卫祖国
,

巩固人 民民主专政
,

沿海地区的广大军民
,

肩负起共同开发海岛
、

建设海防的历史重任
。

至今
,

已经把具有重要

军事价值的许许多多 的海岛
,

开发建设成为

以岛
、

岸为依托
,

能够消灭从海上入侵之敌
,

克敌制胜的海上第一道防线
。

在军事上
,

把这

些海岛称作
“

不沉的航空母舰
” 。

如长山群岛
、

庙岛群岛
、

舟山群岛
、

万山群岛
、

南海诸岛
,

以

及其他一些岛屿
,

如今 已是各种不同级别的

陆军要塞
、

海军基地
、

水警区
、

巡 防区
、

观通

站
、

导航台站
、

指挥哨所
,

等等
。

从而结束了 自

鸦片战争以来
,

我国有岛无守
,

有海难防的耻

辱历史
。

在20 一 30 年保卫海 防的斗争中
,

星罗

棋布的海岛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

成

为保卫国防的真正的海上铜墙铁臂
。

2
.

2 为重建家园
,

海岛人民扬起了开发海岛

的风帆

建国之初
,

海岛与全 国相 比更是贫穷落

后
,

广大的海岛人民
,

经过土地改革或民主改

革运动之后
,

在经济上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压

迫与剥削
,

在政治上彻底翻 了身
,

成为国家的

主人
,

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工开发海岛
,

建设海

岛
,

迅速改变海岛的落后面貌
,

成为海岛人民

的共同心声
。

然而
,

由于种种原因
,

特别是
“

文

革
”

时期
,

海岛与全国一样
,

受到政治
、

经济状

况的束缚
;生产建设未能得到发展

,

海岛经济

儿乎处于崩毁的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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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开放的年代
,

海岛朝着全方位

开发迅速地发展

从 70 年代末起
,

我国海 岛开发在改革开

放方针的指引下
,

逐步地开始摆脱故辙
,

赢得

了勃发的契机
,

迅速地 向着全方位发展
。

3
.

1 举国上下
,

为进一步开发海岛献计献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
,

党中央
、

国务院十分关

心我 国海岛开发与建设
。

江泽民等中央领导

在 日理万机的百忙 中
,

曾多次亲临海 岛渔村

视察与考察
,

作了重要批示与题词
,

及时地为

海岛开发的风帆
“

导航
” 。

1 9 8 6年2月
,

胡耀邦同志首先做了重要批

示
: “

我国沿海岛屿很多
,

有待进一步开发
。

国

家经委和农牧渔业部要作几次系统的调查研

究
,

提出切实可行的开发方案才好
。

我们的国

家很大
,

问题很多
,

没 有弄清楚 的事比比皆

是
。

因此中央各部都要有计划有 目的搞些专

题 的调 查 研究
,

减 少盲 目性 和一 般化 的领

导
。 ”

紧接着彭真委员长视察了山东长岛县 的

开发建设
,

并题词
“

祝贺长岛从捕捞阶段进入

到养殖为主的新的历史阶段
。 ” 1 9 9 0年中共 中

央政治局常委宋平 同志
,

也视察了长岛
,

充分

肯定了长岛县耕海牧渔
、

开发海珍品增养殖

生产的方向
。

1 9 9 1年 10 月
,

中共中央总书记
、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 民同志乘船跨海
,

深入海

岛
,

视察了千岛新城—舟山市
,

高兴地挥笔

题词
“

开发海洋
,

振兴舟 山
” 。

舟 山市委
、

市政

府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

确定了
“

围

绕海字做文 章
,

依靠科技兴舟 山
”

的战略方

针
,

充分发挥地域
、

人缘
、

海洋资源等优势
,

把

战略 目光投向海洋
,

积极开发海洋渔业
、

海港

运输
,

海岛旅游等事业
,

使素有
“

祖国渔都
”

之

称的舟山群岛
,

加速了开发建设的步伐
,

促进

了海岛经济的大发展
。

由于开放
、

搞活的政策给海岛开发注 入

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

以及中央领导的高度重

视
,

使全国上下既转变了观念又增强 了海岛

意识
。

首先是中央有关部门通力协作
,

出谋划

策
,

抓住机遇
,

规划与组织进一步开发建设海

岛
。

1 9 8 6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经委
“

关于进一

步开发建设海岛的意见
” ,

并明确指出要根据

各地实际情况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制定开

发建设海岛的总体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
” 。

为此
,

同年 5月国家经委
、

国家科委
、

农牧渔业

部
、

国家海洋局联合召开了
“

全国海岛工作座

谈会
” 。

会议认为
,

海岛开发建设
,

要认真做好

调查研究
,

尽快摸清情况
,

确定海岛开发的方

针
、

原则和总体规划
,

并且要针对海岛的特殊

性
,

制定 出切合 实际的海岛开发政策法规
。

1 9 8 7年 10 月国家科委
、

国家计委
、

国家海洋

局
、

农牧渔业部和总参谋部
,

根据全国海岛工

作座谈会的精神
,

向国务院呈报了
“

关于开展

全 国海 岛资源综合调查和开发试验的请示
”

(仁8 7〕国科发办字 0 8 0 3号 )
,

对
“

建国以来
,

中

央
、

地方有关单位根据各 自任务需要
,

先后做

了一些海岛调查工作
,

取得了一定成果
”

做出

了正确的评估
,

同时又指出当时
“

对海岛资源

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

不能适应进一步

开发建设海岛的需要
” ,

开展海岛调查势在必

行
。

经国务院1 9 8 8年 1月批准后
,

5部委及时地

联合发 出了
“

关于全国海 岛资源进行综合调

查 和开发试验的通知
”
([ 8 8 ] 国科发办字 1 33

号 )
,

对开展海岛调查进行了具体部署
,

要求

各沿海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
,

加强领导
,

组织力量
,

认真实施
,

按计划

完成各项调查任务
。

3
.

2 海岛开发建设
,

从调查与开发试验起步

海岛调查是海岛开发建设 的基础性工

作
。

为全面 了解和掌握我国海岛的环境和资

源状况
,

加速海岛开发建设和加强海岛的管

理
,

经国务院批准
,

国家科委
、

国家计委
、

国家

海洋 局
、

农业部
、

总参谋部从 1 9 8 8 一 1 9 9 3年
,

对全国海岛的环境和资源
,

组织多方面 的力

量
,

进行了首次综合调查与开发试验
。

这次海岛调查
,

采用统一组织
、

统一规划

的仿全 国海岸带 调查模式
,

由沿 海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具体组织实施
。

对面

积在 S OOm
,

以上的海岛和部分具有特殊意义

而面积不 足so om
Z

的岛礁
,

其陆域部分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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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2 0 一 3 om 水深的海域
,

查清了水文
、

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被等环境要素
,

生物资源
、

水资

源
、

土地资源
、

矿产资源
、

港湾资源
、

旅游资源

等自然资源
,

以及资源开发
、

生态环境保护和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这是继全国海岸带调查之后
,

又一次规

模最大
、

范 围最广
,

涉及多部门
、

多学科的综

合性调查
。

为加强海岛调查的宏观领导
,

经批

准于 1 9 8 8年 12 月成立 了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

查领导小组 (下称全国海岛调查领导小组 )
,

下设办公室和技术专家组
。

全国海岛调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
,

设在国家海洋局
,

具体负责组

织协调
、

督促检查
、

交流经验等 日常工作
。

为了及时地总结经验
,

指导调查
,

全国海

岛调查领导小组
,

每年举行一次 (扩大 )会议
。

从第二次起均为扩大会
。

通过扩大会
,

既肯定

了成绩又找出了差距
,

同时部署了新的任务
。

另外
,

还有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海

岛市
、

县长联席会和全国海岛市
、

县 (区 )科委

主任联席会
。

这两个联席会都是在各海岛市
、

县的共同倡议下召开的并已成为制度化
。

至

今
,

全国海岛市
、

县长联席会 已举行过 4次
;
全

国海岛市
、

县科委主任联席会仅有 3次
,

均 由

自愿参加的各海岛市
、

县轮流承办
。

其主要任

务是
:

不断拓宽海 岛市
、

县之间的横 向联 系
,

传递信息
,

加强协作
;
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供

海岛建设
、

海洋开发咨询与建议
;
积极开展同

海外包括港
、

台等岛屿的联系与往来
,

发展外

向型经济
;
为沿海岛屿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

通过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取得了大量调

查资料和成果
:

一是收集整编 了各种有关资

料
;二是编绘了各种专业图集和图表

;
三是编

写了专业调查报告
、

综合调查报告和提出了

综合开发利用方案和专项开发规划
。

3
.

3 海岛开发现状和前景

我国拥有大大小小的岛屿 6 5 00 多个
,

散

布于渤海
、

黄海
.

、

东海和南海
。

据调查统计
,

其

中有人居住的岛屿 45 0多个
,

乡级建制 的20 。

多个
,

县级建制的12 个
,

省级建制的2个
。

由于我国的海岛分别处于热带
、

副热带

和温带
,

气候条件适宜
,

自然环境条件优越
,

海岛及其周 围水域资源丰富
,

一般都具有很

大的开发潜力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

十几年来
,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

经过举 国上下的

共同努力
,

现在我国海岛的开发与建设 已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

其基本情况可分为 已经开

发利用与正在开发利用的两类
。

一是 45 0多个

有人居住的岛屿均 为不同程度开发的岛屿
,

有一些尚无居 民的海岛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发

利用
,

其 中有的
‘

是渔民季节性利用或用于管

理与养护某种动物的岛屿
,

如蛇岛
、

猴岛
、

鸟

岛
、

海龟岛等
,

估计达近千个
;二是尚未开发

利用的岛屿 5 0 0 0多个
。

海岛一般都具有多种开发 功能
。

目前我

国海岛资源开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¹ 海洋渔业开发
。

据有关资料显示
,

自建

国以来
,

我国的海洋渔业发展很快
,

其中海岛

渔业产量占海洋渔业总产量 的20 %以上 ;
近

JL年海岛的水产养殖发展也 比较快
,

据12 个

海岛县统计
,

养殖产量达 8
.

9万吨
,

占全 国海

水养殖总产量的 12 %
,

在 12 个海岛市
、

县中
,

有 9个是全国海洋渔业的重 点县
,

至今仍有 6

个海岛县是以发展渔业为主要产业
。

º 旅游业开发
。

我国不但岛屿众多
,

而且

许许多多的海岛
,

由于环境幽静
,

山林景观诱

人
,

又有不少文化古迹
,

是观光
、

避暑
、

疗养
、

度假的旅游场所
。

为适应对外开放形势的发

展和满足广大国内外游客的需求
,

我国的海

岛旅游业 已开始起步
,

并逐步发展起来
。

近年

来
,

有些海岛已列入沿海旅游网点的建设规

划
,

部分条件较好的海岛
,

其旅游业 已初具规

模
,

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例

如长山群岛
、

庙岛群岛
、

舟山群岛
、

南澳岛等
。

据 1 9 8 5年统计
,

佛教圣地 的舟 山普陀岛已接

待游客百万人次
;
素有

“

海上仙岛
”

之称的庙

岛群岛接待国内游客达30 多万人次 ;
厦 门的

鼓浪屿
,

每年也接待游客达 100 多万人次
。

但

是
,

象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等具有海滩
、

海鲜
、

珊瑚等多种旅游资源 的海岛
,

迄今尚未正式



·

资源评价
·

开发
。

由于交通不便
,

服务设施还不配套
,

以

及一些名胜古迹有待修复等原 因
,

目前海岛

旅游业只是刚刚起步
。

» 海上交通运输业开发
。

由于海岛四周

环海
,

海岛与大陆
、

岛与岛之 间
,

甚至岛内的

客货运输
,

大都靠海运 o’据调查
,

目前万人 以

上的海岛
,

一般都有码头和客货运输
,

但多数

是小型码头
,

仅可供小型客货和渔船停靠
;
较

大的一些海岛上也修建了部分公路
,

可以进

行客货运输
。

总的来看
,

海上交通运输还很不

方便
,

因为许多海岛虽有良好的建港条件
,

但

相当多的海岛还没有码头
,

甚至连最简易的

码头都没有
。

¼海岛滩涂开发
。

海岛滩涂可供发展水

产养殖
、

晒盐和开辟海水浴场
,

目前主要是发

展水产养殖业
、

晒盐业
。

据统计
,

全国大 约有

130万亩的海岛滩涂和浅海
,

可用于开发海水

养殖业
。

截止 19 8 8年
,

已开发 利用的约 20 万

亩
,

仅占可开发利用面积的 15
.

4%
,

可见我国

海岛水产养殖的开发潜力还很大
。

此外
,

海岛

晒盐业的开发潜力也很大
,

舟山
、

嗓洒
、

岱山
、

平潭
、

东山等海岛已有几十万亩盐场
,

年产原

盐达 60 多万吨
。

½ 海岛工副业开发
。

海岛的工副业
,

一般

是指水产品的保鲜
、

加工
、

渔船
、

渔 网的修造
,

为军民服务的商业
、

饮食业
、

修理业
,

等等
。

据

12 个海岛县统计
, 1 9 8 5年工农业总产值约 33

亿元
,

其中工副业产值达22 亿元
,

占海岛工农

业总产值的67 %
。

近年来
,

条件较好的一些海

岛也开始有了家用 电器
、

机械制造业
,

但基础

还很薄弱
。

目前由于缺水
、

缺电
,

加上设备和

技术力量不足
、

水产品的加工还不到水产总

量的1%
。

综上所述
,

我 国岛屿及其周 围海域虽然

资源丰富
,

但 已开发利用的很少
。

就 目前情况

看
,

无人居住的岛屿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开发
,

已开发和正在进行开发的主要是有人居住的

45 0多个岛屿
,

而且开发建设的速度
、

规模
,

以

及开发的效益等方面
,

发展也很不平衡
,

除少

数岛屿外
,

多数海岛经济落后
,

有的温饱问题

尚未解决
。

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

一

是水
、

电
、

交通等基础设施差
,

对海岛的开发

影响很大
;二是科技人才奇缺

,

文化落后
;
三

是开发建设海岛的重大意义未引起普遍重

视
,

缺乏适合海岛开发建设的特殊政策和措

施 ; 四是海岛开发投资多
、

风险大
,

也是 影响

一些海岛开发建设进展不快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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