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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模式研究


颜利，蒋金龙，王金坑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国家级海洋公园与一般的公园不同，属于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同时具有海洋特

别保护区和公园的特征，建立海洋公园的目的是建立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旅游开发相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文章分析了目前国内外自然保

护区（国家公园）采取的管理模式，根据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的环境特征及管理现状，从管理

目标与实现途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经营模式、资金渠道等方面提出了厦门国家级海洋公

园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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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９日发布了新建

５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７处国家级海洋公

园名单，这是我国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２０１２年

发布了新建３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和１０处

国家级海洋公园名单，２０１４年发布新建１１处国

家级海洋公园名单。自２００５年至今，我国已建立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５６处，其中国家级海洋公

园达２８处，国家级海洋公园总面积达３６万ｈｍ２，

已初步形成了包含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

态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等多种类

型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网络体系［１］。

１　海洋公园的定义

根据《海洋特别保护区分类分级标准》（ＨＹ／

Ｔ１１７－２０１０），海洋特别保护区指对具有特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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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

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域。海洋公

园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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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的海

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与一般的公园不同，属

于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同时具有海洋特

别保护区和公园的特征，其目的是建立海洋生态

保护与海洋旅游开发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合理发挥特定海域

的生态旅游功能，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

效益的双赢。

２　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２１　国外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

１８７２年，美国建立了黄石公园，它是世界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经过１００多

年的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把自然保护区的保

护与地方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人与生物

圈保护区模式，现在，又提出保护区和周边地区

有关部门及社区，参与共同管理，实现利益公平

分享。国外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

主要有３类：① 垂直管理模式，由国家、地方、基

层管理局３个级别的机构从上而下进行管理，成

立国家公园管理处，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的国家公

园，实行经营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方式，通过特

许经营将商业经营项目委托给企业，管理机构对

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并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用

于公园日常管理。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模式

采取的就是垂直管理模式，由国家公园局统一管

理。② 地方政府管理模式，指中央政府只负责立

法、政策发布，不会干预国家公园具体的管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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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管理机构享有国家公园全部的管治权。

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采取的是地

方政府管理模式。③ 综合管理模式，指上级政府

部门、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都享有参与国

家公园管理的自主权。例如日本的自然保护区

采取的管理模式是综合管理模式，日本的自然公

园由地方政府、环境大臣、都道府县知事和私有

土地所有者共同管理［２］。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

公园、卡卡杜国家公园等采用的是综合管理模

式，根据有关法规与协定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

和当地土地所有者共同管理海洋公园。

２２　国内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我国自然保护区根据级别分为４级：国家

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

式主要有地方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行政主管部

门直接管理模式、社区共管模式等。① 地方政府

主导型管理模式。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涉及

环保、林业、农业、地质矿产、水利、海洋等行政主

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但目前大部分采取的是由地

方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② 行政主管部门直接

管理模式。例如森林、河口湿地、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由林业部门直接管理，草原自然保护区由农

业部门直接管理，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由海洋与渔

业部门直接管理，部分自然保护区由海洋、环保、

水利等多部门共同管理。③ 社区共管模式，是指

让社区参与保护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并与

保护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模式。由于我

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大多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

抢救性建立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环境保护

与保护区内及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社区共

管模式逐步被公认为是一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

的保护模式，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３］。

２３　国内国家公园管理模式

目前地质公园的管理尚无统一的管理机构，

实行多部门协调管理。参与管理的有地方政府、

地方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林业部门、旅游局

等。我国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还未建立起自上而

下直属的、系统的管理机构，根据《风景名胜区管

理条例》，地方各级政府的城乡建设部门主管本

地区的风景名胜区的工作，行使风景名胜资源的

所有权，目前对风景名胜资源实施管理权利的主

体还有地方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风景管理

局、文物管理部门等。

３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概况

３１　地理位置和范围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是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１年

５月１９日发布的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之一。厦

门国家级海洋公园位于厦门岛东部，包含一定的

海域、陆域和海岛。海洋公园由两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南起厦门大学海滨浴场，沿环岛路向北延

伸至观音山沙滩北侧，包括东部部分海域；第二

部分为五缘湾（含五缘湾湿地公园）。公园总面

积为２４．８７ｋｍ２，其中陆地面积４．０５ｋｍ２，占总

面积的１６．２８％，海域面积２０．７６ｋｍ２，占总面积

的８３．４７％，岛屿面积０．０６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０．２５％（图１）
［４］。

图１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范围

３２　资源特色

３．２．１　海洋生物资源丰富

研究海域内不仅有丰富多样的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还有中华白海豚、

厦门文昌鱼等珍稀物种，文昌鱼平均栖息密度为

６４尾／ｍ２，平均生物量为３．５０ｇ／ｍ
２［５］。厦门五

缘湾湿地公园是许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有成群

的海鸥、海燕、白鹭，在上屿岛的中低潮岩缝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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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野生海珍品———皇冠贝。

３．２．２　滨海旅游资源独特

海洋公园内自然沙滩资源丰富，自然沙滩总

长约９．１４ｋｍ，适宜开发成海水浴场的沙滩长约

４．１２ｋｍ，沙滩总面积５５万ｋｍ２，被称为“黄金海

岸”，海水水质优良，水温高，金沙碧浪，为得天独

厚的天然浴场。厦门环岛路东部滨海度假旅游

区年平均综合指数为４．１，海滩综合状况良好，海

滨及海上环境状况优良，海陆景观优美，适宜滨

海休闲娱乐活动［５］。

３．２．３　海域环境质量优良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海域水质良好，属于清

洁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一类标准。厦门东部

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良好，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观音山、椰风寨、黄厝、海韵台、太阳

湾、珍珠湾、白城等海水浴场水质状况总体良好，

“优、良”等级天数比例占８７％，健康指数均在７０

以上，游泳适宜度状况良好。

３．２．４　海岸地质地貌独特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内地质地貌独特，为典

型的花岗岩石蛋地貌景观，还有三级明显的阶

地，海蚀和海积地貌类型较齐全，海滩剖面完整，

具有典型的水平层理、斜层理合交错层理，可满

足教学、科研与观赏旅游的需要。曾厝至塔头

分布有独特的海蚀地貌景观，岩石景观奇特多

姿，有“双龟冲天”“海底世界”“鹰石”“睡鱼石”

等。景洲乐园内分布有“海蚀蘑菇”“海蚀柱”等

独特的海蚀地貌景观。

３．２．５　海洋文化丰富而深厚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内分布有胡里山炮台、

白石炮台、东澳港郑成功兵寨遗址、观音山１９５８

海防前线遗址、通古渡遗址等，并毗连南普陀寺、

厦门大学。

３３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现状

３．３．１　存在多部门交叉管理和部分区域无人管

理现象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内涉及的管理部门主

要有海洋、旅游、环保、国土、文化、建设、交通、市

政等，存在部分区域多部门交叉管理，部分区域

无人管理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成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对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进行综合管理。

３．３．２　部分区域资源开发不尽合理

龙厨海鲜、佳丽海鲜等少数建筑物或构筑物

挤占亲水岸线，或占滩围地，直接影响公众的亲

水性，对海岸、海洋景观等造成一定影响，对岸滩

侵蚀造成潜在不利影响。旅游开发项目规模小、

较分散，海洋旅游资源总体开发水平有待提高。

３．３．３　沿海地区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亟待

强化

　　白城、珍珠湾、太阳湾、黄厝等地的海滩上存

在多处排污管道，对海域环境质量和沿海景观造

成严重不利影响，急需进行综合整治。白石炮台

以西、石胄头岬角地区、香山至五通岸段、上屿岛

部分海岸存在不同程度的沙滩侵蚀现象，急需进

行修复。

４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模式研究

４１　管理目标与实现途径

建立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的首要目的是为

了保护自然沙滩和岸线、独特地质地貌景观、历

史文化遗迹、海洋生态系统等，其次是促进厦门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在海洋公园建设和管理过程

中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建立海洋生

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和谐共存的管理模式，合理发

挥特定海域的生态旅游功能，实现生态环境效益

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６］。厦门国家级海洋公

园的管理目标包括４个方面：生态保护与修复、

科研监测、科普教育、旅游休闲。

４．１．１　生态保护与修复

管理目标：把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成为

海滩综合状况良好、滨海度假旅游区水质优良、

自然景观优美的海洋生态保护示范区。实现途

径：重点保护公园内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珍稀

濒危海洋生物物种种群数量稳定，公园内的开发

建设项目都必须详细分析本项目对中华白海豚、

文昌鱼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对

文昌鱼和经济生物物种栖息地实施严格保护，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禁止任何单位

和个人侵占或破坏自然沙滩和岸线、自然景观、

历史文化遗迹。在石炮台以西、石胄头岬角地

区、香山至五通岸段、上屿岛部分岸段实施沙滩

修复工程。保护五缘湾湿地生态系统，维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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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稳定。

４．１．２　科研监测

管理目标：开展海水淡化实验、沙滩保护科

学研究、文昌鱼栖息地修复实验等科学研究，开

展海水浴场水质监测、沙滩地形、泥化线持续观

测，湿地生态与鸟类定位观测等科研监测项目，

为海洋公园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实现途

径：建立浦口海水淡化科学实验室，开展海水淡

化相关科研、实验研究。在香山－五道段开展沙

滩保护与修复研究，开展黄厝文昌鱼栖息地修复

实验研究。对珍珠湾、黄厝海水浴场海水水质进

行持续监测，对黄厝沙滩的地形等进行持续监

测，对五缘湾湿地生态环境、鸟类种类和数量等

进行观测。

４．１．３　科普教育

管理目标：普及海洋科学知识，调动公众参

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公

众爱护海洋、珍惜海洋的生态环保意识。实现途

径：制订年度、季度科普活动表，并在主要媒体上

宣传活动内容，针对特定的海洋科学主题，与公

众进行交流和互动。设计制作厦门国家级海洋

公园ｌｏｇｏ，标记在公园游览手册，纪念品等旅游

产品上进行宣传，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提高游客

保护海洋生物、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意识。设

置表现厦门海洋文化的雕塑、建立海洋生物标本

馆、海洋文化博物馆，供公众与游客参观游览，传

播海洋科学与海洋文化。

４．１．４　旅游休闲

管理目标：规划形成“一带、六区、八点”的生

态旅游总体格局，将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打造成

国内外高品位、高知名度的生态旅游休闲目的

地。实现途径：在确保海洋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鼓励开展生态旅游。把环岛路一带发展成为滨

海观光旅游带。胡里山至白石炮台以体验海洋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主，打造成主题文化休闲

区；太阳湾至椰风寨以发展海水浴场为主，打造

成黄金海岸游览区；会展至香山以发展游艇、水

上运动为主，打造成为游艇度假休闲区；观音山

至五通以休闲娱乐、购物为特色，发展成为商业

休闲旅游区；海域部分以发展海上运动为主，打

造成为海域试验与运动体验区；五缘湾区域发展

成为自然生态与海洋文化体验区。

４２　管理模式研究

４．２．１　完善管理制度

（１）制定和实施《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

办法》，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和规范海洋公园开

发活动，明确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的管理权限和管

理职责，确保海洋公园内生态环境保护和滨海旅

游开发协调发展。

（２）编制和实施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总体规

划、专项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编制总体规划时

应根据厦门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海洋生态

保护的需要，制订规划期间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

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遵循的方针、政策、原则以

及不同规划时期应达到的建设目标，明确海洋公

园的主导功能，逐步形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滨

海旅游开发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为海洋公园

建设提供依据和政策指导。专项规划是根据保

护和管理需要，在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下，编制

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生态旅游、生态补偿实施

等专项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是以每年的建设目

标为核心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确保年度工作目

标顺利完成。

（３）严格实施分区管理制度。根据自然资源

条件、开发利用状况，将海洋公园划分为重点保

护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适度利用区、科学实验

区４种不同类型的区域（图２），严格实施“分类指

导、分区管理”，明确各分区类型的生态环境与社

会经济功能，提出应当限制或禁止的开发利用活

动或开发利用方式，为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实行

分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４）强化依法治理。严格执行“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基本方针，加强法制宣传，建立健全执法机构，严

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促进

海洋公园经营和管理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４．２．２　创新管理模式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兼具海洋特别保护区

和国家公园的特性，管理模式采取地方政府管理

模式和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相结合，厦门国家级海

洋公园管理处代表厦门市政府全面负责海洋公

园的政策制定，规章制度、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

施，负责日常管理等。社区共管委员会参与海洋

公园政策制定、规划和管理计划的制订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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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功能分区

经营管理的监督等［７］。

（１）成立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处，职责

是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与

方针政策，负责制定和实施管理规章制度、总体

规划、专项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等，负责日常巡护

管理、宣传、教育、培训等活动，应对保护区内的

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处下

设３个科室：综合科、资源与环境保护科、旅游资

源开发利用科。综合科由管理处处长直接领导，

负责重大事务的决策、人事、宣传、教育、培训、财

务管理、日常巡护等，并处理好海洋公园内外部

行政事务，其人员实行严格岗位责任制。资源与

环境保护科具体负责海洋公园运营过程中的海

洋资源保护、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修

复、监测、科研等工作。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科承

担海洋公园旅游资源整合和提升，旅游项目的开

发、服务管理，在管理上实行独立自主、自负盈亏

的承包经营方式。由资源与环境保护科负责对

其进行监督和指导。

（２）成立社区共管委员会。主要由社区居

民、地方环境保护组织或机构、环境保护志愿者

构成。职责是参与海洋公园政策制定、参与制定

和实施海洋公园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管理计

划、享有保护区内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过程的

监督权利等。让社区居民参与海洋公园的建设

和管理，缓减海洋公园生态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

的矛盾，减少对海洋公园内自然资源的破坏，帮

助社区合理使用滨海旅游资源，让社区居民享受

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３）成立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专家咨询委员

会。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处下设厦门国家

级海洋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分别为特定领域和

区域管理提供咨询和建议。聘请海洋、旅游、园

林、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建设、经济等领域的

著名专家和学者作为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专家

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负责海洋公园建设和日

常管理过程中技术咨询工作。

４．２．３　改革经营模式

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将经营权和管理权分

离，将旅游资源开发等商业经营项目委托给特定

企业，由企业全面负责旅游资源开发，负责旅游

和商业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厦门国家级海洋公

园管理处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厦门国家级

海洋公园管理处和社区管理参与者共同享有对

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同时从企业的

营业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环境管理费用直接用

于国家海洋公园的日常管理开支［８］。

４．２．４　拓宽资金渠道

由于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的日常管理和保

护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全额

拨款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必须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日常管理和保护资金

来源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环境管理费用、

国际公益资金、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等。应建立

环境管理费用征收制度，在《厦门国家级海洋公

园管理办法》中明确环境管理费用征收对象、范

围和征收金额比例。征收对象是海洋公园内开

展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旅游业经营者、游乐设

施经营者、餐饮业经营者等。可根据《厦门国家

级海洋公园管理办法》制定环境管理费用征收实

施细则。环境管理费必须进入专门的账户，实行

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挪用，直接用于公园的日

常经营管理，包括政策制定、科研、宣传、日常巡

逻等所需开支［８］。争取一定的国际公益资金支

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７期 颜利，等：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模式研究 ７３　　　

５　结束语

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们

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滨海旅游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海洋

公园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迫切需求而诞生

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当开展旅游开发

活动，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提升了旅游品味，提

高了旅游经济收入。海洋公园的管理应充分借鉴

国内外自然保护区（海洋公园）的宝贵经验，坚持生

态保护优先原则，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努力探索

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协调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重视公众参

与，让社区居民、公众参与到海洋公园的规划和管

理中，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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