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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休闲渔业与海洋牧场的结合作为新兴的渔业产业模式逐渐发展起来。在生态环境退

化和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大背景下,以海洋牧场建设为基础、以休闲渔业和旅游业为带动的

渔业模式不断发展。我国近海海岛众多,具备围绕海岛综合开发建设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天然优

势,可以预见以海岛为中心、立足海岛生态开发构建海洋牧场的发展模式将是近海海洋牧场建设

的重要方向。文章在分析海岛旅游开发现状与海洋牧场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海岛类海洋

牧场的概念和发展模式框架,通过对磨盘山岛海洋牧场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设计案例分析,总结

并创新更贴近当地特色的海岛类海洋牧场建设和发展模式;立足于陆海统筹规划理念,结合建设

现状和当地自然优势提出磨盘山岛海岛类海洋牧场的景观改造方案,对未来海洋牧场融合休闲旅

游的多产业发展,尤其是在陆海统筹建设和拓展第三产业发展链条等方面提供可借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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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combinationofrecreationalfisheryandmarineranchinghasbeen

graduallydevelopedasanemergingfisheryindustrymodel.Meanwhile,asanimportantcarrier

for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reeindustries,thedevel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ybased

on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isalsoanimportantdirectionoffisherydevelopment.Un-

derthebackgroundofecologicalenvironmentdegradationandthecontinuousdeclineof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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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yresources,thefisherydevelopmentmodelbasedonmarineranchingconstructionanddriv-

enbyrecreationalfisheryandtourism hasbeendevelopingcontinuously.Chinahasalarge

numberofoffshoreislands,whichhavethenaturaladvantageofbuildingisland-typemarineranc-

hingaroundisland.Therefore,itcanbepredictedthatbuildingadevelopmentmodelofmarine

ranchingcenteredonislandsandbasedonislandecologicaldevelopmentwillbeoneoftheimpor-

tantdirectionsfor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offshoremarineranching.Basedonthea-

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ofislandtourismdevelopmentandtheexistingdevelopmentmodel

ofmarineranching,thispaperproposedtheconceptanddevelopmentmodelframeworkofisland

marineranching.Atthesametime,basedonthefieldinvestigationofMopanshanmarineranc-

hingandtheanalysisofrelevantdesigncases,thispapersummarized,analyzedandinnovatedthe

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modeofislandmarineranchingmoreappropriatetolocalcharacter-

istics.Combinedwiththeconstructionstatusandplanningscheme,thelandscapereconstruction

schemeofMopanshanmarineranchingwasproposed,whichcouldbeusedasanexampleforthe

integrationofmulti-industrydevelopmentofmarineranchinginthefuture,especiallythecoordi-

natedconstructionoflandandsea,andthedevelopmentchainofthetertiaryindustry.

Keywords:Marineranching,MopanshanIsland,Islandtourism,Leisurefishery

0 引言

近年来在海洋强国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

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海洋牧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

期。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海洋牧场建设逐渐

从通过一般的增殖放流和投放人工鱼礁达到增产

的初级目的中解放,逐渐走向融合高科技和高附加

值的观光形态,从单一产业向与经济、文化、科技和

旅游等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转变。在这种国际大环

境下,我国逐渐从对海洋资源的单向开发转向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海洋牧场建设以修复和优化渔业生态环境以

及养护增殖渔业资源,从而保障资源可持续开发利

用为目的[1]。近年来随着休闲渔业的不断发展,在

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休闲渔业成为提升海

洋牧场运营效益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海洋牧

场发展模式在结合休闲渔业以及融入景观需求和

景观设计等方面还处在理论研究阶段,尚未形成固

定的理论体系,发展档次低和同质化的现象较为严

重。通过促进产业相互协调、海岛开发保护和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等手段,解决资源利用率低、高同质

化和产物附加值低等问题,是促进海洋牧场与休闲

渔业等融合发展的关键,同时是促进海岛生态开发

利用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成

果和优秀实践项目,以磨盘山岛为实例,探讨适合

我国现阶段发展需求的海岛类海洋牧场发展模式,

并结合当地特色提出立足海岛开发的规划改造方

案,以期丰富现有的海洋牧场发展模式,并对海岛

类海洋牧场结合休闲渔业和景观设计的发展提供

基本理论依据。

1 海岛旅游开发现状与海洋牧场现有发展

模式

1.1 海岛旅游开发现状

《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沿海国家应探

讨扩大依赖海洋资源开发娱乐消遣和旅游活动的

潜力。海岛旅游是以特定的海岛空间为依托,以海

岛的自然、文化和景观等资源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

活动。我国海岛旅游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性

研究和系统性开发都较缺乏,因此借鉴国外开发经

验和加深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我国的海岛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和广

东。2014年我国结合海岛状况和发展需求启动无

居民海岛开发工程[2],使旅游娱乐、渔业、仓储、工业

和交通运输成为其主要用途,此外更加注重无居民

海岛在公共服务、城乡建设、可再生能源和农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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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方面的发展[3]。近年来我国海岛旅游发展与无

居民海岛开发的步调相协调(图1)。

图1 我国沿海地区无居民海岛用于旅游娱乐的数量占比

我国海岛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为海岛旅游开

发提供动力,也为无居民海岛开发提供法律支持。

然而目前海岛旅游的发展远不如其他类型的旅游

开发,许多海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且许多项

目片面追求短期的开发效益[4]。国内学者对于海岛

旅游开发展开系列研究并取得理论成果,如王娜

等[5]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提出长岛旅游与海

岛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同时,学者们深入和持续

探讨海岛可持续发展、低碳旅游和景观空间布局等

问题。

我国海岛旅游需求不断扩大,但处于规划设计

粗糙、理论体系不足和交叉研究缺乏的局面,亟须

在海岛旅游和管理等方面突破和补充。目前在产

品和市场方面的发展方法主要包括:突出美食旅

游,提升品牌形象[6];融合红色旅游,突出海岛文化,

提升旅游内涵[7];针对特定人群开发特色产品;融入

体育项目和休闲运动。在政策和安全管理方面的

发展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管理学和安全学理论建立

海岛旅游管理措施[8];实施海岛旅游开发生态风险

管理[9]。在环境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发展方法主要包

括: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管理等方面入手,利

用 AHP等方法构建海岛旅游可持 续 发 展 指 标

体系[10]。

我国在海岛旅游实践和探索中得到的启示主

要包括3个方面。①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和谐发展。

海岛当地居民、自然环境和经济等因素都要互相协

调,不能只以经济利益为重;探讨多种因素共生共

存不仅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而且保障海岛旅游的

生命力。②创新项目和创新产品是海岛旅游新的

核心价值。我国海岛旅游同质化明显,游客体验感

一般且参与度普遍不高,导致海岛旅游的客流量和

口碑都无法提升,因此深入结合海岛自身特色不断

创新才是海岛旅游的发展出路。③完善资金投入

和管理体系。参与管理的政府、企业、社区和当地

居民须合理分工,良好的管理系统有利于海岛旅游

和生态保护的收益最大化。

1.2 海洋牧场现有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海洋牧场主要从类型模式和运营模

式上存在差异。常见的海洋牧场类型有4种:①增

殖型海洋牧场,以渔业生产和海珍品增殖为主;

②养护型海洋牧场,以生态环境修复和珍稀濒危物

种保护为主;③休闲型海洋牧场,主要与休闲渔业

相结合,以休闲观光或垂钓为主[11];④基于上述

3种类型并发挥功能多元特性的综合型海洋牧场,

主要是在增殖型海洋牧场的基础上再开发休闲垂

钓等功能,或将上述3种海洋牧场类型相结合。根

据《海洋牧场分类》(SC/T9111-2017),可按地理

位置和增养殖种类细化海洋牧场类型。例如:根据

增养殖物种的不同,将增殖型海洋牧场分为鱼类、

甲壳类、贝 类、海 藻、海 珍 品 和 其 他 物 种6种 类

型[12];山东根据地方特色和发展需求,将海洋牧场

按建设手段、方式和功能的核心特色划分为投礁

型、游钓型、底播型、装备型和田园型5种类型[12],

这种划分方法既与常规方法相关联,又更符合当地

发展实际,值得借鉴和效仿。

我国海洋牧场的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企业主导

的经营性海洋牧场和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海洋牧场

2种。①经营性海洋牧场以企业投资为主,企业是

海洋牧场建设的主体和实施者[13],政府只提供政策

支持和相应辅助;当海洋牧场建设以大型渔业企业

牵头,政府只负责后续监管和相关审批工作时,经

营性海洋牧场的经济利益和规模效益会达到最大

化;这种模式虽具有管理方便和收益明确等优点,

但非常容易忽视生态和社会效益,且存在缺乏第三

方有效监督的缺点,可能无法兼顾可持续发展。

②公益性海洋牧场以政府管理为主,以行政控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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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手段,具体经营任务由政府独资企业或控股公

司实施,通常开展休闲渔业或文化旅游产业;公益

性海洋牧场以休闲型和综合型居多,用于营利的较

少且营利多属于国家财政收入;这类海洋牧场通常

隶属于政府并由政府直接控股,具有一定的垄断

性,相应地缺少社会参与度,且存在投入较少、规模

不大和休闲理念考虑不足等问题。

2 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发展模式框架

目前还没有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具体概念,本研

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调研多个海岛类海洋牧场,

初步总结海岛类海洋牧场是以海岛为依托,以海岛

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和垂钓等为手段,深度融合海

岛特色规划和海洋牧场设施构建,在产业融合的基

础上突出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运营发展模式的海

洋牧场。同时,本研究尝试从海洋牧场选址、海岛

生态旅游开发以及海洋牧场+休闲渔业等方面完

善海岛类海洋牧场的概念。

2.1 选址

海岛类海洋牧场选址涉及海洋牧场选址和海

岛选址的双重需求,结合二者的共同选址原则,海

岛类海洋牧场选址应遵从3点要求。①自然生态环

境要求。搜集水文、底质和生物等资料[14],如投礁

区通常选在底质以砂质为主和水流交换通畅的海

域;符合海岛开发评估条件,在保证海岛环境整体

性的前提下[15]选择面积较大、地形较平坦、生物量

较多、绿植覆盖率大、自然景观丰富和气候适游期

长的海岛,或周边有较成熟旅游开发区的海岛;尽

可能保证海岛自然原貌,依靠已有自然资源,避免

选择需要较大变动和添加较多人工内容的海岛,按

照生态红线管控要求,以保护为主。②社会环境和

人文要求。海洋牧场建设须符合当地社会环境要

求,对海岛的选择也须考虑人文或历史相关内容,

可优先选择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区域,有利于后期

融合休闲渔业发展综合型海洋牧场特色旅游产业。

③合理合法和适度开发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以及规划设计规范和标准等的规定,减少人工干

预,进行合理开发和合理建设[15]。④根据海洋牧场

和海岛的类型选择最合适的发展方向。按照海岛

自身特点和建设海域的生态特点,采取增殖型海洋

牧场+海岛旅游开发或综合型海洋牧场+海岛生

态开发等发展模式,合理规划区域功能,实现海岛

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2 规划

海岛类海洋牧场的设施和内容主要根据海岛

和建设海域的自然状况以及确定发展的类型来选

择。磨盘山岛海洋牧场的发展模式为综合型海洋

牧场+海岛旅游开发,其设施和内容包括:根据规

划海域的生态现状,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和建设海藻

场等开展生境建设;运用苗种选育技术培育具备丰

富遗传多样性的土著资源幼体,通过人工增殖放流

和生态底播增殖等手段快速恢复稀缺海珍品的资

源量;通过音响和灯光刺激以及饵料训练等人工驯

化手段,使特定物种驻留在特定海域生长;综合运

用海洋工程技术、生境监测技术、海上监测浮标、海

上监测平台、增殖放流评价和资源培育等手段,使

海洋牧场融入海岛特色;在海上监测平台加入景观

和美化功能,结合海岛特色元素排列浮筏或其他培

育设施,将海洋牧场设施景观化。

海岛作为四面环海的独立而完整的狭小地域,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基础设施的可进入性,又因海岛

具有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较差的抗干扰能力和复原

能力,海岛设施配置须尽可能避免造成污染。海岛

景观类设施既包括长椅、垃圾桶和路灯等基础设

施,还包括具有海岛自身独特性的设施。海岛是相

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可结合海岛历史文化设置沙

雕、石雕、宣传长廊和画墙,在海岸设置观景平台,

根据自然景观稀缺性设置文化教育类场馆和体验

馆。当海岛类海洋牧场的景观化建设完成后,可开

发特色纪念物或开展生态认养等活动吸引游客。

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功能分区要根据海洋牧场

和海岛的不同类型来设置,可在基础的鱼礁区、底

播区、网箱养殖区和筏式养殖区等功能区中加入陆

海结合处体验区、海上娱乐区、监测区和文化教育

区等分区,提高海岛类海洋牧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规划后的海岛类海洋牧场的陆海项目占比

大致为4∶6,而目前国内大部分海洋牧场规划中的

陆地部分占比较小,导致陆海结合较差和衔接不

当,最终影响娱乐和体验价值,使海洋牧场无法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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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陆海统筹规划和产业融合的经济效益体。

2.3 管理

海岛类海洋牧场可参照公益性海洋牧场的管

理模式。对于有居民海岛,可采取“岛民-企业-政

府”的模式,即政府出台法律政策和建设许可,将规

划和建设权力下放,规划和建设由政府和企业主

导,岛民参与建议,建成后的看护和管理由岛民和

企业负责,政府负责后期的监测监管和出台相应保

护政策;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可拓宽资金来源、加大

宣传力度和呼吁岛民参与,资金分配以企业为主,

岛民可在具体项目上入股配合企业投资。对于无

居民海岛,政府和企业的权责和资金投入占比不

变,但要吸引社会力量或小企业加入,拓宽资金来

源,避免建设和维护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把控方

向并做好后续监测,具体的管理和经营则交给企

业,权责分明。

海岛类海洋牧场建设应遵循“效益兼顾、和谐

海洋、和谐岛屿”的原则,逐渐形成海岛生态开发+
增殖型海洋牧场、海岛旅游开发+综合型海洋牧

场、海岛科教开发+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海岛主

题开发+保护型海洋牧场等复合开发模式,不仅保

障海洋牧场的基础效益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效

益,而且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效益最大化。

3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景观改造规划方案

3.1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现状

觉华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磨盘山岛位于辽东

湾西部,距离觉华岛北侧1.3km,加上南边的张家

山岛和杨家山岛,“一大三小”相映成趣。磨盘山岛

海岸多为砂质海岸和基岩海岸,其中砂质海岸总长

约0.95km,基岩海岸总长约0.92km。磨盘山岛海

洋牧场所在海域西距兴城海岸约12km,距觉华岛

约3km。

磨盘山岛的优势包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景观条件,自身海岸景观及其与觉华岛形成的互眺

观赏性使磨盘山岛的自然景观具有独特吸引力;生

态基底良好且水质高,完全保障海洋牧场增养殖等

基本功能;葫芦岛旅游热度的提升和觉华岛国际旅

游开发区的兴建带来大量游客;地势平整且地形变

化小,方便后期加入陆上景观规划设计。劣势包

括:知名度不高,吸引游客的能力有限;海洋牧场基

础设施不完善,娱乐性项目不足,景观化建设规划

少,美化程度不高,尚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面积不

大,可用于海洋牧场陆上景观规划设计的面积更

小,无法加入大体量的旅游景区规划,同时影响后

期景观设计的整体性和连通性。

3.2 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手法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包括:

①因地制宜;②以人为本;③保护与恢复;④整体与

局部,局部既要有个性又要能体现整体的共性,各

分区和具体的景观节点既有自己的特色也要相互

协调,使整个设计区域不分散[16-18];⑤亲水性,即要

保留海岛自然环境,又要适当添加人与海的接触方

式和接触面积[16]。主要手法包括:①框景,即利用

景框欣赏景物;②空间序列和游线设置,即在整个

规划中排列开敞和闭合等空间,游线设置延伸到海

上,为游客提供游乐空间。

3.3 景观改造规划方案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整体规划如图2所示。

图2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整体规划

磨盘山岛周边海域主要用于海洋牧场的人工

鱼礁区建设,海域水深较浅,方便游客参与娱乐体

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海岛和陆海结合处环

境,将该区域细分为人工鱼礁生产区、人工鱼礁观

赏区和人工鱼礁休闲区,其中与陆海结合处规划相

衔接的区域主要是观赏区和休闲区。在观赏区设

置海参形雕塑人工鱼礁和还原磨盘山岛小型鱼礁

模型,在海面设置七彩浮筏和海上平台;在休闲区

结合游艇码头,加入海上拖伞和浮潜等项目,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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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的可玩性;生产区主要负责基础生产,同

时可作为休闲区和观赏区的衍生区,在环岛游线中

使海岛各处都有景可观,同时增加生产体验项目,

加强沉浸式游乐体验(图3)。

1、框架立柱;2、监控室(管理中心);3、体验馆;4、展示

厅;5、科教基地;6、船舱管理处;7、游艇码头;8、海上

木栈道;9、风情沙滩;10、灯塔;11、码头管理室;12、海

参形雕塑;13、风情观景墙;14、磨盘广场

图3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陆海结合处规划

3.4 陆上功能分区

陆上部分主要分为海洋文化体验区、海洋娱乐

休闲区和海洋风情观赏区3个功能区。①海洋文化

体验区为海洋牧场管理和监控的区域,主要包括监

控室(管理中心)、展示厅、体验馆和科教基地;根据

狭长的场地形状设计,与其他功能区都有自然的连

接处,便于游客观光体验,同时作为建筑物密集区

承担海洋牧场陆地基础设施控制的功能。②海洋

娱乐休闲区包括新设计的游艇码头和船舱管理处,

且将环岛观光、摩托艇、皮划艇和拖伞等所有海上

娱乐项目都设置在这个功能区。③海洋风情观赏

区包括原有码头、灯塔、海上木栈道、风情沙滩、磨

盘广场和最具特色的景观小品,使游客可观之景在

有限的场地中最大化。3个功能区与海岛周边海域

的人工鱼礁生产区、观赏区和休闲区相结合,用海

上游乐、海上游线、环岛游线、陆上参观、科教体验

和特色餐饮等多种项目,达到磨盘山岛海洋牧场生

产和休闲娱乐的双重目的。

3.5 景观节点效果

规划后的游艇码头停靠的船只除运输和监测

用船外,还应加入少量小型游艇。在码头的尽头设

置灯塔,使码头变成景观(图4)。

图4 灯塔景观效果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陆上和陆海结合处改造后

的景观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磨盘山岛海洋牧场陆上

和陆海结合处景观效果

由设计效果1可以看出:在磨盘山岛旧码头两

侧加入立式夜游探灯,设置花盆式植物装饰,加入

海参形雕塑等景观并重新进行硬质铺装,使旧码头

不仅限于游客登岛功能,其本身也变成景观节点;

灯塔可作为整个海岛景观的视线引导,旧码头连接



4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2年 

海上木栈道,在陆海结合处设置小面积沙滩,满足

游客亲水和亲子娱乐需求。

由设计效果2和设计效果3可以看出:整体保

留原有特色节点,并加入美观化和休闲化的设计内

容;将原有的立式牌柱作为磨盘山岛的特色,在陆

海结合处加入广场和各类建筑,重新利用大面积空

旷场地,在广场中心设置海参形雕塑和喷泉,宣传

特色海珍品;广场设计为六边形,主要建筑物顺应

狭长地形依次排开,方便游客分流,也为游客提供

娱乐和景观节点;新增码头主要承担聚集海上游乐

项目和海上游线起始景观节点的作用。

4 结语

海洋牧场的发展与“以海强国、人海和谐”的发

展要求相符合,既在推动传统海洋渔业发展中占有

优势,又能集修复、休闲、宣传和娱乐等于一体,调

动海洋第二和第三产业,提高综合效益,更符合多

学科交叉和多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更适应海洋旅

游娱乐业的发展需求。

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和独

特的旅游资源,在保证生态优先、布局合理、因地制

宜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发展海岛类海洋牧场是既

经济又环保的选择,且与大力发展海岛体验游的趋

势相适应。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发展顺应新发展理

念和时代进步要求,与国内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

展步调相一致。

未来海岛类海洋牧场的发展模式仍须不断改进

和完善,亟须多方面加以支持。①政策支持。加强政

府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相关立法。②资金支持。

拓宽资金渠道,拓展社会募集和设立基金等资金投入

方式。③科技支持。加大科研力度,构建智能化信息

管理平台,开展生态化精确采捕,积极融入“互联

网+”。④销售和管理支持。融合仓储物流,完善销

售渠道,提高产品利用率,引进或培养高素质人才,完

善管理模式。⑤景观设计支持。与休闲渔业等第三

产业相融合,提高美观性和娱乐性,打造新的海洋牧

场品牌,提高综合效益。⑥多学科交叉支持。⑦文化

和宣传支持。发展海洋牧场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体

系并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海洋牧场整体发展进程。此

外,未来还需对更多实例进行调研和分析,不断开展

改造尝试和提出新的方案,创新机制,实现海岛类海

洋牧场的良性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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