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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保护我国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历史文化,促进南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完善我国国家公园制度建设,文章在概述我国国家公园和国内外海洋公园建设情况的基

础上,分析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相继建设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公园,其中国家公园规模更大,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美
国等海洋国家公园的建设实践较完善;我国具有海洋公园建设和管理优势,但也存在不足,尤其尚

未建立海洋国家公园;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传统文化、管理旅游活动

和恢复渔业资源等方面的意义重大,但面临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技术突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等方面的挑战;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应以珊瑚礁保护区为基础、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为契

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并行、发扬海洋历史文化以及建立海洋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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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furtherprotect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marinehistoryand
cultureintheSouthChinaSea,promotethesustainabl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ofthe
SouthChinaSearegion,andimprovetheconstructionofthenationalparksystemintheSouth
ChinaSea,onthebasisofsummarizingtheconstructionofnationalparksandmarineparksat
homeandabroad,thispaperanalyzedthenecessityandchallengesofconstructingthemarinena-
tionalparksintheSouthChinaSea,andputforwardsomepolicy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
thatChinahadbuiltnationalscenicspotsandnationalparksoneafteranother,inwhichthena-

tionalparkswerelargerinscaleandmainlyintheprotec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thecon-
structionpracticeofmarinenationalparkssuchastheUnitedStateswasperfect.Chinahasthe



第4期 邓颖颖,等: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 25   

advantagesofmarinepark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buttherearealsoshortcomings,espe-

ciallytheestablishmentofmarinenationalpark.TheconstructionoftheSouthChinaSeaOcean

NationalParkisofgreatsignificanceinprotect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heritingtradi-

tionalculture,managingtourism activitiesandrestoringfisheryresources,butfacesthe

innovationofthesystemandmechanism.Thebreakthroughofmanagementtechnologyandthe

challengeofharmonybetweenhumanandnature.TheconstructionoftheSouthChinaSeaOcean

NationalParkshouldbebasedonthecoralreefprotectionarea,takethereformofthenational

parksystemastheopportunity,carryforwardthemarinehistoryandculture,andestablishthe

marinescientificresearchbaseinparallelwith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Nationalpark,Marineprotectedarea,Marinepark,Marinehistoricalculture,Marine

ecologicalenvironment

我国南海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环境复杂。

在全球气候变暖、海洋酸化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

下,建立兼顾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

南海综合保护区刻不容缓。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

保护区的新增门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

国家发展经济和公众亲近自然的需求。在我国南

海建设海洋国家公园不仅可以保护脆弱和敏感的

海洋生态环境,而且可以规范旅游等海洋开发利用

活动,为我国国家公园和海洋公园建设增添新亮点。

1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

1.1 风景名胜区

我国于1982年建立风景名胜区制度。1994年

《中国风景名胜区形势与展望》绿皮书中明确指出

“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国际上的国家公园(Na-

tionalPark)相对应,其英文名称为 NationalPark

ofChina”[1]。该英文名称直译即为“中国国家公

园”,可以看出我国早已存在国家公园的概念,但由

于翻译的原因未使用国家公园的名称。

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建设更多地体现在“游

览”方面,虽然也有环境资源保护、科学建设管理和

合理开发利用的要求,但其管理制度和保护力度无

法与自然保护区相比较。此外,滨海风景名胜区在

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辽宁省

金石滩和福建省鼓浪屿-万石山等风景名胜区均

处于海岸带地区,但开发利用和保护区域以陆地和

近岸海域为主,对于深远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尚未形成系统体系甚至存在空白。同时,与专业的

海洋管理部门相比,陆地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对于

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能力有限,无法实现对滨海

风景名胜区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1.2 国家公园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

国于2015年启动建设首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

家公园,并于2018年1月发布总体规划[2]。目前我

国已在多个地区开展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一方面,

明确使用“国家公园”的名称,更易于公众理解和接

受;另一方面,引入国家公园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即在保护生态环境

和濒危物种的前提下,禁止大规模开发利用和干扰

活动,尊重和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质

量,实现人与自然共赢。然而这些试点均位于陆

地,我国仍缺少海洋国家公园。

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相比,国家公园规模较大,

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面积达149.26万hm2[3]。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国家公园是

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

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这从根本

上将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加以区分,即国家公园

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2018年4月10日,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揭牌,意味

着国家公园将成为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2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部分,多项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将得到整合,共同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

2 海洋公园建设

2.1 国外海洋国家公园

海洋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国外已有较完善的建设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公园制度的国家,是

全球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先驱。2014年美

国公布即将在原有海洋保护区的基础上扩建,建立

位于太平洋中部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海洋保护区,面

积达260万km2[4];美国以《古物法》为依据[5],以海

岛为中心不断扩建海洋保护区,在生态环境保护的

基础上,突出对海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澳大

利亚大堡礁海洋保护区是世界首个大型海洋保护

区,其更多地采用地方自治型管理,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同时维护原住民的生活形态,这也是继承和保

护海洋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海洋国家公园的建设可有力体现国家对于海

洋的重视程度,如加拿大在其东北部的巴芬岛和北

冰洋沿岸的埃尔斯米尔岛等国界关键点设立海洋

国家公园[6],尽管这些地区人迹罕至,在经济方面无

法获得收益,但不惜成本设立海洋国家公园的目的

即强调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完整以及培养公民

的国家意识。此外,海洋国家公园的建设也可充分

体现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贡献和

成果,如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是北美洲2个

大型海洋国家公园———加拿大的沃特顿湖群国家

公园和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的合称,这2个海洋国

家公园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为生物圈保护

区,并联合成为1处世界自然遗产[7]。

2.2 我国海洋公园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选划海洋保护

区,并将海洋保护区分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

别保护区2个类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规定,“凡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

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可

以建立海洋特别保护区”。可以看出,我国海洋保

护区制度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外,为重要历史遗

迹、独特地质地貌和特殊景观等各类值得保护和需

要保护的海域设置“特别保护”门类,海洋公园正是

其中之一。目前我国已形成集海洋特殊地理条件

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公园和海洋资源保

护区等多种类型的海洋特别保护区体系。

我国在海洋公园建设和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被纳入海洋特别保护区范畴的海洋公园,从

设立之初就确定其最重要的意义,即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从这个层面看,我国海洋公园建设在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比陆地国家公园更加超前,也更加贴近

世界主流国家公园的内涵。此外,原国家海洋局于

2010年实施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国家级

海洋公园评审标准》中对海洋公园的定义以及开展

的活动有严格规定,明确“为保护海洋生态与历史

文化价值,发挥其生态旅游功能,在特殊海洋生态

景观、历史文化遗迹、独特地质地貌景观及其周边

海域建立海洋公园”“在海洋公园组织参观、旅游活

动的,必须按照经批准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理;进

入海洋特别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服从海洋公园管理机构的管理”以及“禁止开设与

海洋公园保护目标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等。

自2011年原国家海洋局公布我国首批国家级

海洋公园以来,截至2016年年底共批准建设49个

国家级海洋公园。但我国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仅

限于近岸海域,保护的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如涠洲岛珊瑚礁国家级海洋公园和辽河口红

海滩国家级海洋公园等,并未形成大范围、多种类

以及覆盖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或完整生物链的海洋

保护区,同时缺乏对公海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的保

护。此外,我国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未将当地居

民及其生活作为自然存在实施保护或保留,而是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尽量限制当地居民的相

关活动。

3 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

目前我国尚未有与海洋相关的国家公园,这是

国家公园体系的重大缺失。我国南海地理区位重

要、海洋资源丰富且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可率先作

为海洋国家公园建设试点,通过制度创新和平台创

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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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必要性

3.1.1 保护生态环境

近年来,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等

全球问题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巨大。海岸带、滩

涂、海洋生物和红树林等是我国南海的重要生态系

统,生态链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将破坏整个生态系

统的平衡和循环。其中,珊瑚礁是最脆弱的热带生

态系统之一,近10余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长棘海

星暴发,我国南海珊瑚礁的平均覆盖率大幅下降。

尽管我国已大力开展珊瑚礁修复和种植等资源恢

复工作,但仍未设立较大范围的珊瑚礁保护区。建

设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有利于监控南海生态环

境状况以及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保护珊瑚礁等海洋

生态系统。

3.1.2 传承传统文化

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

园的人文基础。作为最早开发并经营南海诸岛的

国家,我国早在汉代的生产和商贸就已扩展到西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南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必经之地,《后汉书》中已有“涨海”的名称,

即南海海域;南北朝时期“南海”一词出现,至唐宋

时期皆广为流传;对于南海诸岛的称呼包括“涨海

崎头”“珊瑚洲”和“木饮洲”等[8];三国时期康泰的

《扶南传》是世界上最早对南海诸岛珊瑚岛礁的成

因作出科学解释的文章[9];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

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是最早标绘南海的地

图,此后南海在各地方地图中频繁出现[10]。目前

我国已开展多项海底文物考察研究项目,建设我

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将为传承海洋传统文化提供

新的途径和方式。

3.1.3 管理旅游活动

丰富的热带海洋景观和独特的热带海岛景观

等使我国南海成为旅游观光的胜地。目前有定期

邮轮在西沙群岛设置旅游线路,三沙市也大力开展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面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建设

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有利于统一和规范管理海

洋旅游活动,并有效管控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3.1.4 恢复渔业资源

我国南海已成为全球过度捕捞最严重的海域

之一,渔业资源自20世纪即有萎缩迹象,部分优势

品种数量急剧下降甚至趋于枯竭,易捕捞的近海底

栖贝类生物几乎绝迹。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

园是保护南海渔业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增殖放流

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措施,恢复渔业资源。

3.2 面临的挑战

3.2.1 体制机制创新

我国尚未有以海洋为主体的国家公园,现有海

洋保护区在规模、保护对象种类和改善当地居民生

活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因此,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

家公园没有国内经验可借鉴,也对国家公园管理体

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在部门设置、制度建设和监

测评估等方面需要大量的创新。

3.2.2 管理技术突破

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应参考陆地国家公园

的管理经验,制定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海洋管理

规定,打造专业的船舶和人员保障团队、海洋生态

环境科研团队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团队,突破多项管

理技术。在整体性上,充分纳入物种分布、模式和

丰度等因素,形成包含海岛和海域的大型保护策

略;在特殊性上,以濒危和特殊生物及其生态系统

为重点选划区域,形成具有针对性、侧重点和层次

感的国家公园保护系统;在持续性上,开展生物多

样性、自然栖息地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容量等方面

的定期和长期监测评估,建立长时序和多角度的管

理制度;在有效性上,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以保障管理的执行力,严惩非法行为,促进生境恢

复和物种保护。此外,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3.2.3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相比,海洋

国家公园建设面临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和人类活

动频繁等问题。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须在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

质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通过规范和控制渔

业捕捞、资源开发利用和船舶航行等人类活动,恢

复和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初始状态;强化

对当地居民的教育和协调工作,促进公众了解其在

海洋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利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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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建议

4.1 以珊瑚礁保护区为基础

1990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内首个珊瑚礁国家

级保护区———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

三亚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现有保护区已无法满足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

园的建设可在扩大珊瑚礁保护区规模的基础上,针

对重要生态系统和自然栖息地,设置集生态环境保

护和景观旅游于一体的保护范围,遏制生物多样性

降低的局面,同时修复受损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4.2 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为契机

一方面,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在国家公

园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突破现有国家公园类型,重

点对海洋生态环境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我国南海

海洋国家公园建设顺应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发展

趋势,确保海洋资源的全民共享和世代传承,实现

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3 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并行

海洋国家公园是集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观光和

科研教育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不同于

一般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科

学规划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园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社

会经济,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最佳方式之一。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可促

进形成新型绿色产业,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是对2010年国务

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

见》和实现海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响应。

4.4 发扬海洋历史文化

南海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海域,具有悠久和丰富

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

中,可建立海洋文化基地,开展历史文化挖掘和教

育工作,并面向国内外、通过多种媒体宣传我国南

海海洋历史文化;建立海洋考古中心,通过高科技

手段调查、打捞、抢救和修复南海文物,争取技术

创新。

4.5 建立海洋科研基地

我国南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珊瑚礁和

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拥有裂谷、海盆、推覆

和走滑拉分等多种地质构造现象以及陆壳、过渡地

壳和洋壳等多种地质构造单元,“准大洋”动力环境

以及长时间序列季风和深海沉积等具有鲜明的区

域特点和独特的演化规律,均有重大科研价值。在

我国南海海洋国家公园建设中,可建立海洋科研基

地,在复杂和特殊的海洋环境开展科学研究,同时

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示海洋科研实力的窗口和平台。

5 结语

我国南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脆弱的海洋

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剧烈,设立海洋保护区

刻不容缓。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形成大面积和

多目标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体系,是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的开创性改革。建设我国南海海洋国

家公园可有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历史文化,

填补我国海洋领域国家公园的空白,为我国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和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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