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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至今,我国已批复建立海洋保护区类的国家级海洋公园有48处。国家级海洋公园的

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不仅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也为滨海旅游业的发

展提供保障,为实现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高质量的滨海休憩空间。通过掌握国内海洋保

护区类的海洋公园的建设及管理的现状,对海洋公园管理办法的出台提供一些借鉴性依据,文章

从国内外海洋保护区管理的背景分析开始,并选取两个典型的海洋保护区类的国家级海洋公园为

例,分析了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完善海洋公园相关的法律法规,理

顺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海洋公园管理机构,创新海洋公园管理模式;强化监视监测系统

的建设,提高信息化科学化管理技术水平;加强执法装备的建设规划,提高依法行政的管理水平;

对公园原住民实施相关经济补偿;创新宣传模式,发挥宣传载体作用;善于学习借鉴,加强国内国

外合作等管理建议。为今后开展海洋公园规范化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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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2011,Chinahasapprovedtheestablishmentof48NationalMarineparks.Thees-

tablishmentofNationalMarineParkshasprovidedthepublicwithagoodmarineenvironmentfor

coastalrecreationandentertainmentspace.Besidesofpromotingmarineecologicalconservation,

marineparkshavepromote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tourismandenrichthecon-

tents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Bymasteringthecurrentsituationoftheconstruc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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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ofmarineparksinChina,thispaperprovidedsomebackgroundanalysisofmanage-

mentofmarinereservesathomeandabroad,andselectedtwotypicalnationalmarineparksasex-

amplestoanalyzetheproblemsandreasonsofthemanagementsystemofnationalmarineparks,

basedonwhichthispaperproposedthefollowingsuggestions:improvingtherelevantlawsand

regulationsofMarineParkstostraightenoutthemanagementsystemofprotectedareas;estab-

lishingasound managementorganizationfor MarineParkinnovation management mode;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surveillanceandmonitoringsystemtoimprovethelevelofin-

formation-basedscientificmanagementtechnology;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andplanning
ofenforcementequipmenttoimprovethegovernanceaccordingtolaw;implementingrelevante-

conomiccompensationtoaboriginesinparks;innovatingpropagandameanstoplaytheroleof

propagandacarrier;learning,usingreference,andstrengtheningdomesticandforeigncooperation.

Relevantsuggestionsandanalysisofthisstudyhadprovidedideasforthefuturestandardization

ofmarineparkconstruction.

Keywords:MarinePark,Managementsystem,MarineProtectedArea,Marineecologicalciviliza-

tion,Coastaltourism

0 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海洋强国”“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理念的

陆续提出,更加明确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机构改革后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

正从初步阶段步入完善阶段,新体系中国家公园的

主体定位更加清晰,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也如期开

展。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一直是重要的生态环

境保护模式之一。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公园的

建设和管理,相继开展各种类型国家公园的选划,

开展相应的保护和管理。

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

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所建立的海洋公园体系成

效显著,得益于民众具有较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

识,也收益于国家海洋公园体系提供的科教、休憩

娱乐空间。海洋公园模式是解决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和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1]。海

洋公园是海洋管理者为了重点保护特色海洋生态

系统、自然与历史文化遗迹、独特海洋地质地貌,同

时适度发挥生态旅游功能,所划定的海洋空间[2]。

在我国,海洋公园的划定与建设是海洋领域推荐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

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海洋公园的选划和建设工作,

截至目前已在沿海8个省(市、自治区)建设国家级

海洋公园48个。十九大以后,海洋保护区(含海洋

公园)管理工作的职能划归国家林草局。后者根据

新时代的需要,重新梳理保护区体系,建立新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海洋公园纳入新体系里的自然公园。

然而,由于保护地性质、保护对象、属地经济发

展、机构改革等原因,国家级海洋公园还存在着多

方面的管理问题。主要有人员机构、基础设施、专

项经费、执法力量等方面的不完善,建设不规范,空

间规划布局不合理等问题[3]。国家对海洋公园的建

设仅参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进行建设,也缺

乏针对国家级海洋公园规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进一步掌握国内海洋保护区类的海洋公园的建

设及管理的现状,分析国内外海洋公园建设背景和

开展我国典型国家级海洋公园现阶段管理情况调

研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笔者选取国内2个典型的国

家级海洋公园(浙江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广东省

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来摸清我国国家海洋公

园的资源环境特点、功能分区、制度管理、科学研

究、生态旅游规划等方面的现状,深入分析国家海

洋公园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将为海洋公

园的管理研究提供基础支撑,更好地为海洋公园的

管理提供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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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海洋公园建设与管理经验分析

1.1 代表性国家的建设状况

美国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代表,开创了世界上国

家公园建设的先河[4]。1872年3月1日,《设立黄石

国家公园法案》被通过,黄石国家公园正式成立,面

积8983km2。1916 年,美 国 国 家 公 园 服 务 局

(NPS)创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逐渐向专业化和

规范化发展 [5]。美国的国家公园是以管理权和经

营权分开的方式进行管理[6],建立了监督机制、完善

的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该国家公园体系的确立

为美国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给予了美国人

民良好的休憩空间[7]。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重视自然保护[8],首要任务

是保护自然资源、动物栖息地、湿地系统、荒漠半荒

漠和海岸自然地貌等动植物资源和环境资源。澳

大利亚在建设国家公园这方面,每年都会安排专项

资金,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保护组织募捐等方式

出资建设完善每个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公园内一

切人类活动均没有营利性创收,实行收支两条线为

政府资金管理的有效政策[9],以完成保护任务为第

一要素。

英国国家公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形成以乡村为

主的半自然景观[10]。英国成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

一是为了保护与优化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和历史

文化遗产;二是为公众提供驻足观赏和接触特殊自

然景观的平台。20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研究国

家公园实施的可行性,协调完善了国家公园的自然

性和生产性、公共和私有性的关系,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英国国家公园主要是以

政府资助为主,地方投入和公众参与辅助管理的方

式[11],即由政府直接任命的管理官员和地方行政长

官以及公众代表会同相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公

园委员会实行管理[12]。国家公园内任何开发利用

活动必须获得国家公园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开展。

日本于1957年颁发了《自然公园法》,海洋公园

属于自然公园体系的一种类型[13],总体面积较小,归

环境省自然保全局国家公园处管理[14]。日本自然公

园体系含国立公园、国定公园和都道府县立公园3种

类型[15]。自然公园系统总面积达5.4万km2,占陆

地总面积的14.2%,是日本各地主要的旅游目的

地,每年的游客数量高达数亿人次[16]。日本海洋公

园于1970年后才成立,主要是为保护美丽的海底景

观和教育目的。日本海洋公园管理体制是比较独

特的体制,以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方式进行

管理,同时海洋公园周边的利益相关者和民间组织

也一起参与公园的管理[17]。

韩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也是相对系统且

值得借鉴。韩国国土面积较小,并且拥有自己独特

的人文地域文化,与西方国家公园的管理方式存在

较大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人文复合生态

系统类型的国家公园建设[18]。1967年,韩国智异

山国家公园的设立[19],是韩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开

端,这是韩国建园最早、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韩

国国家公园作为“代表韩国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文化景观的地区”[20],除汉拿山国家公园和庆州国

家公园以外,其余的国家公园都由韩国国家公园管

理局依据1995年的《自然公园法》负责认定和管理。

公园局最先隶属建设部,1998年由环境部管辖。

1.2 国际上海洋公园建设经验

虽然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管理体系也各有不

同,但各管理体系之间还是存在着以下共同点。

1.2.1 立法是管理国家公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国家公园的管理首先依赖于专业的、规范化的

管理机构,其合法权益只有依靠法律赋予其地位,

因此开展海洋公园立法是最有效的管理,从而确定

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管理职责、管理方式等。只

有通过立法,管理机构才可依法有序开展相关的监

督、监测、运营等日常管理工作,进而维护国家公园

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立法,不仅要设有专门的

国家公园法律法规,而且需要层级较高的部门来设

立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立法的有效性。

1.2.2 垂 直 分 布 的 管 理 模 式 是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的

保障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上而下”型管理体

系,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社区共治型管理体系”,

还是其他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综合型管理体系”[21],

在管理机构设置上都有共同点,均为垂直分布的管

理模式[22]。全国的国家公园由上层主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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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统筹,具体单个的国家公园则由下属部门负责

具体事务。这种垂直分布的管理模式,使得资金筹

措、监督检查和日常运营等均具体落实到相关人

员,各部门责权明确,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2.3 公众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基础

公众参与是实现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和综合

管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前提条件。明确利益相关者在国家公园管理中担

任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达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管

理共识,是国家公园管理方面的基础,要达成公众

参与的共识是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时间、耐心和资

源来解决。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在借鉴各国管理模式的同

时,也要区分不同国情不同体系的差异性,照搬模

式是不可取的,而是根据我国国情选择适合我国国

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模式[23]。

2 我国海洋公园建设现状与背景分析

2.1 我国海洋公园建设背景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辽阔、岛屿众多、资源丰

富。在漫长的海岸线附近,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和海洋生态环境而设立的海洋保护区像一颗颗璀

璨的明珠,在万里海岸线上散发出耀眼的光彩[24]。

我国在建设海洋公园之前,主要以海洋类的自然保

护区为主,保护级别比较严格,限制了一些具有旅

游价值的海洋资源的发展。为了平衡开发与保护

之间的关系,2005年起,我国建立了首个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地区纷纷

开展保护区建设工作,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发展得到

飞跃式的转变,包括海洋公园。在平衡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关系中,海洋公园起到很大

的作用,不仅充实了国家公园类型,更是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亲海旅游休憩平台,有利于沿

海地区海洋经济和海洋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2011年,海洋主管部门批复了我国第一批国家

级海洋公园,分别为山东日照、江苏海州湾和刘公

岛、福建厦门、广东海陵岛和特呈岛、广西茅尾海

等。至今,我国已批复建立国家级海洋公园48处,

初步形成了涵盖多种类型的海洋公园体系。

国家级海洋公园批准建立后,公园主管部门要

开展总体规划,对公园进行规范化建设,海洋公园

的上级主管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对海洋公园的建设、

管理与保护进行监督检查,包括内业核查、专项督

察、人类活动开发利用检查等,有利于及时了解现

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从而完善和规范国家级海

洋公园的管理与建设。

由于历史多方面因素,我国国家级海洋公园建

设和研究进展一直处于初级阶段,对比国外的海洋

公园建设状况,我国的国家级海洋公园体系仍不够

完善。总体上,我国海洋公园的管理体系缺乏特

色,监测与统计方面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研究,管

理人员培训不足,管理手段落后[25],制约了我国海

洋公园管理的长足发展。

2.2 我国海洋公园建设现状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国家级海洋公园

的选划和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已在沿海8个省(市、自

治区)建设国家级海洋公园48个。截至2017年年

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达11412处,其中国家

级3922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4处、国家级海

洋公园48处,保护对象达200余种,覆盖沿海地区

11个省(市、自治区),打造沿海海洋生态廊道,形成

沿海蓝色屏障,保障沿海海洋生态安全。2019年

起,依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按照管控级别可

分为第一级别的国家公园、第二级别的自然保护

区,以及第三级别的自然公园三大类,其中海洋公

园属于自然公园一类。

独特的海洋景观加上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海洋

公园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通过多年的努

力,海洋公园的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仍然存在

着问题。通过调研分析,我国海洋公园建设现状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

(1)空间规划不尽合理。各地海洋公园事业发

展不平衡,一些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海洋生态系

统典型的区域尚未划入重点保护区。另外,为了发

展生态旅游,过度依赖于发展适度利用区,例如沙

滩和珊瑚礁区等区域。

(2)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水平不高。保护区基础

设施薄弱,缺少必要的管护设施和巡护设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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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管理机构集多种职能于一体,设立专门

的行政管理的管理机构较少。资源环境底数不清,

科研监测工作没有定期开展。例如,广东青澳湾国

家级海洋公园、海南万宁老爷海国家级海洋公园等

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针对海洋公园成立专门的

管理机构,海洋公园内的界址界桩尚未完善等。

(3)保护和发展矛盾突出。海洋公园建设项目

等开发利用活动增多,海洋公园建设与社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的统筹协调。例如:广

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含海岛陆域空间,公园平

台建设和沙滩整治受到海岛陆域利益相关者的阻

挠,海洋公园管理与特呈岛红树林保护区的管理之

间也存在矛盾;广西钦州茅尾海国家级海洋公园与

周边养殖生产活动矛盾较大等。

3 案例研究

3.1 洞头海洋公园

3.1.1 海洋公园基本情况

2012年12月,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获批成立,

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海洋公园。洞头海洋公

园保护区范围包括了洞头岛东南沿岸、南爿山屿、

北爿山屿、鹿西白龙屿及其周边海域、洞头东部列

岛和大瞿岛周边海域及海岛,总面积311.04km2,

海域面积295.2km2。

3.1.2 公园保护对象和规划分区情况

洞头海洋公园的主要保护对象为区域内的自

然资源,含地质地貌景观、海岸带生物、鸟类资源,

以及人文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遗迹、海岛民俗等。根

据园区的自然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地理区位、开发

利用状况,并根据温州市和洞头区发展的需要,洞

头海洋公园划分为4个生态功能区,即重点保护区、

生态与资源恢复区、适度利用区和预留区。

3.1.3 海洋公园建设与管理现状

(1)科普宣教与公众开放。海洋公园设有洞头

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大量的来访

者。基地还同时作为浙江省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洞

头区专业技术人才创业创新培训实践基地、温州市

青少年教育基地、温州市对外宣传采访基地、中泰

海洋技术联合实验室和海洋藻类技术研发中心。

公园在每年的“6·8海洋宣传日”都开展一系列活

动,着重对海洋公园进行宣传,印制并分发宣传资

料并定期举办教育活动。海洋公园线上宣传逐步

完善,以多种形式宣传海洋生态文明与海洋科技

知识。

(2)开发利用管理监督和开发协调。公园范围

内开发利用活动均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并定期开展

检查。

(3)科研情况。公园日常开展常规科研工作,

联合高校开展海洋公园监视监测调查,委托相关海

洋站开展海洋公园环境监测。

3.1.4 海洋公园旅游现状

洞头海洋公园总面积为311.04km2,陆地面

积15.77km2,已 建 主 要 景 区 包 括:半 屏 山 景 区

(0.95km2)、中 普 陀(0.11km2)、仙 叠 岩 景 区

(1.71km2)、东沙景区(0.6km2),零散的旅游活

动区面积约5km2[26]。公园已建景区年游客容量

约为308万人次,以此为标准,公园在总规划时设

置了年游客人数控制数不高于300万人次,以免

超出旅游承载能力而影响海洋生态质量。海洋公

园旅游线路根据游览时间和游览特色的不同,分

为半日特色游、一日精华游和多日“深海”综合游。

3.1.5 存在问题

洞头海洋公园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机构人

员配置问题,现有管理机构人员缺乏,管理制度有

待深入落实;②能力建设项目推进问题,由于项目

投入大,洞头地方财政紧张,地方配套资金缺口较

大,规划建设项目建设进度滞缓;③海洋公园对外

宣传问题,海洋宣传教育基地数量不足,尚未建立

海洋公园官方网站和制订常态化宣传方案,大众媒

体宣传投入较少。

3.2 广东省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3.2.1 海洋公园基本情况

2011年5月,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获批成

立,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南部,总面积19.27km2,

陆地面积约1.37km2,海域面积约17.90km2。

3.2.2 主要保护对象及功能分区状况

海陵岛海洋公园主要保护对象包括:海洋生物

和珍稀濒危野生生物,如鲸类、中华白海豚、中国

鲎、绿海龟、玳瑁、太平洋丽龟、文昌鱼、黄唇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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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域;水下历史遗迹等。

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分为5个生态功能

区,包括:重点保护区,面积3.67km2;生态与资源

恢复区,面积4.03km2;适度利用区,面积4.87km2;

滨海 休 闲 度 假 区,面 积 2.32km2;预 留 区 面 积

2.38km2。

3.2.3 海洋公园管理现状

2011年9月,经阳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在

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农业与海洋渔业局

加挂广东省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局牌子;

2015年7月,经阳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阳江市

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独立设置海洋与渔业局,并

加挂广东省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局牌子。

管理机构内部设置了多个科室,尚缺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海洋公园管理局提供的材料,成立海洋公

园以来,通过闸坡海监大队对海洋公园开展了海上

巡查及海岸监护,由于办公场所的限制,海域视频

监控设备尚未建设,日常管护尚未形成常态化,管

护不力,巡护档案不完整。

3.2.4 海洋公园科普宣教现状

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每年定期开展线下海

洋科普活动,如在全国海洋日开展大型宣传活动,

发放《海洋灾害科普手册》《海洋气象》等宣传材料。

3.2.5 存在问题

经调研总结,海陵岛海洋公园尚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①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海洋公园

相应的保护管理制度还有待制订与完善,管理体系

尚未健全;②管理人员稍显不足,尤其是高学历专

业人才的欠缺,使得管理和科研监测工作难以展

开;③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设施、保护设施和办

公设施设备还需完善,尚未有建设界桩、界碑等工

程;④未开展海洋公园常规监测工作,不掌握生态

环境及主要保护对象保护情况;⑤对海洋公园的宣

传力度不够,公园内缺乏介绍海洋公园和保护对象

的宣传牌、宣传栏和线上宣传教育活动,使得广大

群众对海洋生态保护认识途径有限。

4 海洋保护区类的海洋公园调研工作的

思考

经过对浙江省洞头海洋公园和广东省海陵岛

海洋公园的调研和深入了解,两个海洋公园在建设

和管理上存在很多共同优势,在海洋公园的建设和

管理上值得学习。

(1)“政府主导、社区共管”的管理模式。政府

尤其是顶级海洋公园主管部门应抓大放小,重在开

展管理体系建设和专项资金拨付,而避免干预日常

管理事务,以协议的方式将公园日常运营工作由公

园所在社区、村庄和游客具体实施。

(2)海洋公园界址明确和功能分区合理。两个

公园均有比较明确的界址范围和功能分区,公园管

理处在海洋公园路域范围内设置了界桩,明确标注

了海洋公园的各边界坐标点和功能分区范围,严格

界定了海洋公园的范围以及保护区域,对保护对象

的保护设施建设十分完善。

(3)有较好的科研合作。两个公园均与当地较

好的科研院校开展了科研合作关系,共同监管公园

内的生态景观的保护,开展科研合作研究,这对海

洋公园内景观和动植物的保护非常有利,也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海洋公园的知名度。

5 管理建议

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应坚持以科学

管护为基础,陆海统筹、科学规划,逐步按照科学性

和规范化的建设标准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海洋保护

区网络建设与生态修复,提高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管

护能力,倡导公众参与,提高全民海洋保护意识,促

进海洋公园所在区域的海洋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

发展相协调。

(1)完善海洋公园相关的法律法规,理顺保护

区的管理体制。海洋公园虽可参照现有的海洋环

境保护、海岛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等法律法规进行参

照管理,但是由于海洋公园兼具保护与开发的特殊

性,针对海洋公园管理的规定条例尚属空白,不足

以满足依法管理的需求。因此,建议国家公园体制

建设配套制度的研究,开展保护区管理体系的评

估,推动海洋公园的立法管理,依法界定海洋公园

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明确财政投入、公众参与、

监视监测、监督管理和效益评估等机制。

(2)建立完善的海洋公园管理机构,创新海洋

公园管理模式。借鉴国外经验,自上而下建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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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的管理机构,在此基础上解决管理人员编制问

题,逐步完善海洋公园内部管理制度。创建特色的

经营与管理相协调的管理模式,避免管理机构过于

看重经营利益,从而忽视了保护[27],开辟特许经营

模式,在保障海洋公园的保护职能的基础上,让有

经验的经营主体最大程度发挥海洋公园的生态经

济价值[28]。

(3)强化监视监测系统的建设,提高信息化科

学化管理技术水平。开展保护对象动态监测[29]和

生态环境评估是保护区管理的基本需要。在海洋

公园的适度利用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取决于环

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后者需要通过基础调查数据

进行科学测算和评估[2]。因此,必须定期对公园进

行规范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对象动态监测工作,并在

环境容量检出上,严格控制进入园区进行生态旅游

的人数。在现有海洋公园监测工作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高精度卫星遥感技术,不断拓展海洋公园监测

手段,逐步建立海洋公园卫星遥感监测机制,形成

覆盖面广的海洋公园现场监测与卫星遥感监测相

互结合、相互补充的海天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快

速、实时掌握海洋保护区生境与主要保护对象或保

护目标动态变化状况,建立信息档案,提高工作效

率与监管效能,实现对海洋公园的全方位管理。

(4)加强执法装备的建设规划,提高依法行政

的管理水平。通过加强与完善执法装备建设,统一

执法权力,在海洋公园内形成一支依法执法的管理

执法队伍,解决海洋公园无执法权或与海监、渔政

联合执法没有处罚权的问题,为海洋公园环境和保

护生态与生物奠定良好的执法基础。

(5)对公园原住民实施相关经济补偿。由于国

家海洋公园的设立,园区内的原住民到传统渔场进

行作业的开发活动受到限制,经济收入受到明显的

影响[2],为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进行一定的经济

补偿是必要的[18]。如果没有相关经济补偿,公众参

与则很难实现,如果原住民极力反对海洋公园的设

立,不利于海洋公园对海洋资源的保护职能,日常

管理工作难以推进,进而使区域社会经济效益受到

严重损害。相反,更多让原住民参与到海洋公园的

建设与管理之中,会增加原住民对海洋公园的认同

感与归属感[2]。可通过协助公园管控、管护等工作

吸引原住民参与就业,通过开展相关生态旅游活

动,使其继续从事与海洋相关的职业,从而解决人

类开发与海洋保护的矛盾问题,并协助增加用于公

园自身的建设与维护的经费收入。

(6)创新宣传模式,发挥宣传载体作用。海洋

公园既具有休闲娱乐的功能,同时也具备保护和教

育的性质,公园的游客量较大,因此在海洋公园内

通过科普长廊、教育示范基地、视频、展板等多种形

式大力宣传海洋生态保护的意义及其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起到很好的开展海洋相关法

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宣传活动的效果,将海洋公园作

为一种宣传载体与活动平台,推动一系列海洋保护

科普活动的开展,将大大提高公众对海洋公园建设

重要性的认同和支持,让热衷于海洋生态旅游的游

客更加热爱海洋生态保护。

(7)善于学习借鉴,加强国内国外合作。为加

强海洋公园的管理运营能力,应积极推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积极吸引国际慈善基金,引进国际管护技

术力量支持,重度参与国际间科研合作项目[27],吸

收先进管理经验,对我国海洋公园的管理和建设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各个海洋公园之间也可以

经常举办一些交流学习活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推动和尝试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海洋公园合作,

抑或是组织相关专家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

等国家进行考察,吸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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