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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岛礁建设是生态文明在海岛地区的延伸。文章阐述了生态岛礁的内涵，将生态岛礁划

分为自然生态岛、复合生态岛、原始风貌生态岛、权益生态岛、公益生态岛、产业生态岛和宜居生态

岛７个生态岛礁类型，提出了保育工程、修复工程、公益服务工程、绿色产业工程和宜居工程等生态

岛礁的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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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

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

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长远大计［１］。海洋是潜力巨

大的资源宝库，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

加快推进，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形势严峻，

海洋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等四大方面的问题共

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系统性、区

域性、复合性特点［２］。我国海岛数量众多，类型多

样，是壮大海洋经济、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依托。

但受限于海岛脆弱的生态系统，海岛开发利用有

限，利用方式粗放、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落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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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环境污染、岛体受损、生态退化的现象，对我

国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深入实施以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综合管理，实

施‘生态岛礁’工程”的要求，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批准实施《全国生态岛礁工程“十三五”规

划》，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１００个海岛实施生态

岛礁工程，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岛礁建设模式、标

准和长效建设管理机制［３］。生态岛礁建设是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它既是缓解海岛地区环

境资源压力，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

我国海洋生态安全、国防安全和权益维护的需要。

本文初步探讨了基于我国海岛生态、社会和经济

特征的生态岛礁的分类，阐述了不同类型岛礁生

态建设的内容。

１　生态岛礁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

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

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

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

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

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

和升华［４］。在近期，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是运用

和谐发展原理，实现生态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

展。生态文明的远期目标则是实现生态与社会

系统的和谐共荣［５］。

海洋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

程中，遵循人类—海洋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客观规律，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人海

和谐”的海洋意识为主导，以传承海洋文化为己任，

以建立完善的海洋管理体制为保障，统筹海洋资

源，科学选择海洋开发方式，积极进行海洋产业结

构调整，加快推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的一种生态文明形态［１］。

生态岛礁是生态文明在我国海岛地区的延伸，

是海洋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关于生态岛礁，目前还

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指标。不同的自然结构和

生态系统环境下的海岛各具特色，但生态岛礁应具

备相同的特征，包括：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丰

富，珍稀濒危与特有物种及其生境得以保全；自然

景观优美，历史人文遗迹有效保护，海岛特色文化

得以传承；资源集约节约循环利用，绿色经济低碳

发展，人与海岛和谐共处；监管体制机制完善，保护

措施高效健全。总结其定义，我们认为生态岛礁系

指生态健康、环境优美、人岛和谐、监管有效的海

岛礁。

２　生态岛礁分类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目前的海岛分类包括基于海岛自然属性的

分类和基于海岛开发利用功能规划的分类两个体

系。基于海岛自然属性，包括海岛面积、成因、物质

组成等的分类，多见于海岛资源、环境、生态的描述

和研究，是对海岛现状的客观判断。海岛保护法颁

布实施后，我国开展了各层级的海岛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因而发展了基于海岛开发利用功能规划的分

类体系，用于规划中划分海岛的功能定位和依规划

的海岛管理，是对海岛未来发展方向的主观预期。

现有海岛分类体系没有反映海岛生态环境与人的

相互关系，没有反映出人在海岛自然－经济－社

会－人口复合生态系统的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达到的预期效果。

依据生态岛礁的内涵，人在海岛生态系统中的

作用强度，和海岛生态系统特征，将生态岛礁划分

为７个大类，分别是自然生态岛、复合生态岛、原始

风貌生态岛、权益生态岛、公益生态岛、产业生态岛

和宜居生态岛。

自然生态岛，指具有完整自然生境，较高的生

物多样性或具有独特的生物类群的，几乎没有人类

活动干扰的无居民的生态海岛。包括自然保护区

内的，具有典型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生态系统

的，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分布栖息的，或其他具有

重要科研和生态价值的无居民海岛。这些海岛往

往远离大陆，面积不大，例如蛇岛蝮蛇栖息地的辽

宁蛇岛，候鸟迁徙栖息地的长江口九段沙、庙岛群

岛大竹山岛等。

复合生态岛，指具有完整的自然生境，较高的

生物多样性或具有独特的生物类群的有居民的生

态海岛。包括自然保护区内的，具有典型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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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海草床等生态系统的，珍稀濒危和特有物

种分布栖息的，或其他具有重要科研和生态价值

的有居民海岛。复合生态岛与自然生态岛的区别

在于，人类活动在海岛活跃，但并不影响其他生物

或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海岛自然－经济

－社会－人口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

实现和谐平衡，海岛处于稳定、可持续状态。例如

浙江的南麂列岛、广西的涠洲岛等。

原始风貌生态岛，指不具有特殊资源和价值

的，保持海岛自然状态的，未开发利用的无居民的

生态海岛。这类海岛自然系统结构简单，生态脆

弱，没有人类活动的干扰。

权益生态岛，指具有海洋权益、国防战略意义

的生态海岛。包括领海基点所在海岛、国防用途和

军事用途海岛等。这类海岛法律和战略意义突出，

所具有的一定范围的人类活动应有利于海岛的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妨碍其法律和战略地位。

公益生态岛，指开展生态实验基地、海洋生态

监测站点建设、助航导航等活动的生态海岛。此类

海岛的人类活动以科研、监测为主，强度低，影响

小，对于掌握海岛现状及变化、推进新能源、新材料

和新技术在海岛的应用，促进海岛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积极的作用。

产业生态岛，规模开发的现代渔业、石化、核

电、旅游等产业活动的无居民生态岛。产业生态岛

开发利用强度大，人类活动的干扰从无到有，通过

采取积极、科学、必要的保护措施，开发利用的影响

降至最低，海岛、人与自然系统的关系逐步稳定，实

现平衡，海岛处于稳定、可持续状态。海岛作为海

洋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开发利用逐渐活跃，

产业生态岛将随之增多。

宜居生态岛，指实现了人岛和谐的有居民生

态海岛。与复合生态岛不同之处在于，宜居生态

岛仅具有所处气候带的普通生态系统，不具有特

殊的生态价值，相似之处是海岛居民的生产、生活

与海岛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相协调，人类活动已经

成为海岛自然－经济－社会－人口复合生态系统

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平衡，海岛处于稳

定、可持续状态。

３　生态岛礁分类建设

生态岛礁建设是在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管

理中为实现生态岛礁的状态，针对当前海岛存在

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问题而实施和采取的一系列

举措。当前，我国海岛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包

括：①部分海岛特有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受损严

重，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仍在

退化，红树林和珊瑚礁面积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均

减少７０％，部分海岛自然景观、岸线、历史遗迹遭

到破坏；②部分领海基点所在海岛侵蚀；③海岛利

用方式粗放，层次低，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非法填

海连岛和炸岛炸礁等现象依然存在，开发利用不

可持续；④在我国沿海东部经济率先发展的大背

景下，部分海岛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尤其是缺少污

水、固废等环保设施，造成环境污染，与群众期望

有较大差距。根据人与自然的矛盾和问题，生态

岛礁建设包含保育工程、修复工程、公益服务工

程、绿色产业工程和宜居工程等内容。通过生态

岛礁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和保持海岛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基于生态

系统的海岛管理长效机制。

３１　保育工程

保育工程对象是珊瑚礁、鸟岛、猴岛、蛇岛及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海岛等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尚未

受损的自然生态岛和复合生态岛。此类海岛没有

明显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部分可能处于受胁状态，

具有潜在的生态安全风险。通过实施保育工程，封

岛保育，开展常态化监测和跟踪调查与评价，加强

保护能力建设，提升海岛的保护能力，实现保护海

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岛礁生态安全

关键节点的生态建设目标。蝮蛇栖息地的蛇岛、大

黑山岛；斑海豹洄游路线停歇海岛猪岛、虎平岛；车

由岛、大公岛、海驴岛、九段沙、内伶仃岛、大襟岛、

涠洲岛、东岛等鸟类栖息地海岛；生物多样性极高、

典型生态系统完整的南麂列岛、中街山列岛、琅岐

岛等均适宜实施保育工程。

３２　修复工程

修复工程对象是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作用导

致岛体、植被、岸线、沙滩、自然景观、历史和人文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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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及其生境等受损严重的海

岛。此类海岛具有明显的受损特征，如鸟类栖息地

破坏种群数量锐减、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泥沙岛

严重侵蚀等。海岛受损既有人类活动直接造成的，

如侵占海岸、破坏植被；也有人类活动间接造成的，

如距离大陆较近的或河口地区的海岛受大陆人类

活动影响，生态环境差；还有部分海岛受损以自然

作用为主，例如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侵蚀加剧

等。根据修复对象不同，修复工程包括受损生态系

统的修复、重要自然景观修复、海岛文化遗迹保护

与挖掘。对受损生态系统，应开展珍稀濒危生物与

特有物种的本底调查和物种登记，建设海岛物种标

本库与种质资源库，评估生态系统受损状况，实施

生境修复和生态工程，实现生境重建或迁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得以恢复。对受损的

重要自然景观，对可以恢复的，应制订工程修复方

案，经论证后实施，对于无法修复的，应制定景观维

护方案，遏制景观继续受损。加强海岛文化和海洋

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工作，保护海岛历史街区、村落、

特色建筑、海防遗址、航海文化遗址等。

３３　权益维护工程

权益维护工程的对象是我国领海基点所在海

岛和其他重要的权益类海岛。工程目的是保障权

益海岛安全。

３４　绿色产业工程

绿色产业工程的对象是规模开发的无居民海

岛，建设目标是建成产业生态岛，即促进海岛特色

产业发展壮大，提升海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的同时，把开发利用对海岛的影响降至最低，海岛、

人与自然系统的关系逐步稳定，实现平衡。规模开

发的无居民海岛不同于有居民海岛，人岛主要矛盾

体现在产业活动与海岛资源环境和生态容量上；同

时，规模开发的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强度远远超过一

般的小型的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因此，绿色产业

工程的内容是引导和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用岛规

模，集约节约用岛，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实施清洁生产和资源集约循环利用，海岛建设活动

与岛礁自然特征相协调。实现岛屿空间资源、岸线

资源、景观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由于无居民海岛规

模开发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绿色产业工程可作为

先行工程，建设内容包含在设计和论证中，从而贯

穿于海岛产业建设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护全过

程，实现生态岛礁建设的长效管理，建成一批具有

示范性的生态渔业海岛、绿色石化岛、绿色工业岛、

生态旅游岛等产业生态岛。

３５　宜居工程

宜居工程的对象是有居民海岛，其目标是解决

长期以来，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不足，人居环境恶

劣，海岛环境污染和生态受损的问题，实现人类活

动影响减小，海岛服务功能增强，处于稳定、可持续

状态，海岛居民生态文明的意识得到提升，人与自

然和谐平衡。综合运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等

技术，开展海岛供水、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

和处置设施建设，改善海岛生产生活条件；推动节

能减排、循环利用在海岛的应用，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对海岛环境的影响；加强防波堤、护岸等防

灾减灾设施建设；开展垃圾堆、草堆、废弃渔具堆等

环境整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倡导尊重自

然、可持续的海岛发展观，引导海岛居民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积极依法抵制破坏海岛生态环境的

行为。

３６　公益服务工程

公益服务工程是其他海岛生态建设工程的基

础和技术支持，建设对象是科研、公益性海岛，包括

生态实验基地和综合公益服务工程两类。生态实

验基地是通过海岛的监测与实验，掌握海岛资源环

境动态，建设必要的实验设施和实验样地，为海岛

依靠科技进行生态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综合公

益服务旨在发挥海岛独特的生态系统特点和地理

区位优势，保持海岛生态安全与稳定前提下，完善

和优化海岛监视监测、助航导航、中转急救等公益

服务功能，提升海岛公益服务水平，为我国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基本资料和

基础支持。

４　结语

生态岛礁建设是一项转变人与自然的理念，形

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管理格局的长期事业。在

“十三五”期间，需要将建设生态岛礁的长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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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前海岛的现状相结合，分类进行海岛的生态建

设，优先开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岛礁的生态建

设，使岛礁生态、生活、生产的水平和品质得以提

升，人类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干扰降至最低，使

“尊重自然、保育管理”的海岛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生态岛礁建设从“示范带动”向“常态化”的过渡，逐

渐形成海岛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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