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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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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广西 海

岛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开发利用方式粗放，规划实施中有矛盾，环境保护设施、措施欠缺、缺乏规划管 理

及资金支持等问题，建议采取合理的开 发 利 用 方 式，充 分 发 挥 海 岛 资 源 优 势，完 善 相 应 的 法 律 法 规 及 管 理 机

制，严格按规划进行海岛的开发利用及管理，健全相关设施及措施，保障海岛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 更

好地达到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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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 海 岛 保 护

法》正式实施，掀起了我国海岛开发、保护与管理工

作 的 新 浪 潮。中 国 有 海 岛１０１００多 个，其 中 大 约

９６００个为无居民海岛［１］，意味着大量的海岛有待开

发。１９８８年开展的全国海岛调查显示，广西面积在

５００ｍ２以上的海岛数量居全国海岛调查中１１个省、

市、自治区中的第４位［２］。目前广西沿海地 区 海 岛

共６８３个，其中 有 居 民 海 岛１８个，无 居 民 海 岛６６５
个［３］。面对发展空间如此巨大的海岛资源和海岛经

济，科学合理、可持续开发利用海岛资源，成为沿海

各省市共同关注的问题。随着广西沿海经济建设不

断加快，海洋开发利用程度逐步加深，土地资源日趋

紧张，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海岛资源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根据当前广西海岛资

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广西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为
广西海岛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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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广西海岛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

　　广西海岛除涠洲岛及斜阳岛外，主要为沿岸岛，
其中较为突出的可利用资源有土地及岸线资源、旅

游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等。

１．１　土地及岸线资源

　　广西海岛较小，单岛面积以千余平方米的居多，
面积大于５ｋｍ２的海岛仅有３个，渔蕅岛、龙门岛和

涠洲岛，其中，渔蕅岛陆域面积１２．４４ｋｍ２，滩涂面积

３３．９８ｋｍ２；龙 门 岛（含 西 村 岛）陆 域 面 积１０．２１
ｋｍ２，滩涂 面 积６．９５ｋｍ２；涠 洲 岛 陆 域 面 积２４．９８
ｋｍ２，滩涂面积为３．４７ｋｍ２［２］。渔蕅岛、龙门岛均为

陆连岛，渔蕅岛目前已成为防城港市城市布局的核

心区域。海岛群中，在廉州湾南流江河口海岛区的

南域围岛、更楼围岛、七星岛等海岛，为村级农业岛，
土地 资 源 较 为 突 出，面 积 ４２．９８ｋｍ２，岸 线 长

９５．０７ｋｍ［４］，主要从事种植和海水养殖，成为土地资

源丰富的海岛群。此外，在涠洲岛、外沙岛、麻蓝岛、
龙门岛（包括西村岛）、山心岛、蕅尾岛等海岛还分布

有珍贵的沙滩资源。

　　广西海岛岸线长度４７２．６４ｋｍ２［４］，其 中 有 珍 贵

的港口岸线资源，目前已开发利用的有渔蕅岛、钦州

湾龙门岛群－簕沟墩岛、钦州湾茅尾海大新围岛及

中间村岛以及涠洲岛的部分岸线。

１．２　旅游资源

　　广西海岛海洋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分布相对较集中的有涠洲岛－斜阳岛旅游景

点群，钦州湾旅游景点群以及渔蕅岛、蕅尾岛旅游景

点等。其中，涠洲岛－斜阳岛海岛区的主要旅游资源

有：火山地貌、海蚀海积地貌、沙滩、珊瑚礁。钦州湾

海岛区的主要旅游资源有七十二泾群岛、麻蓝岛沙

滩与防护林带、海岛岸滩红树林。防城港湾海岛区

的主要旅游资源有：防城港西湾针鱼岭岛屿－长榄岛

南部红树林、洲墩岛、北风脑岛、龙孔墩岛、将军山岛

等岛屿海湾、海岛跨省大桥、港口景观；沙扒墩岛沿

岸沙滩与岛上防护林带。珍珠湾海岛区的主要旅游

资源有：珍珠港湾内海岛区东南部海域有龙珍台岛、
珍珠墩岛、大双墩岛、小双墩岛、蛤墩岛，还有珍珠养

殖，具有海岛、海湾、生态养殖等海岛旅游资源。

　　目前已开发的有涠洲岛旅游度假区：包括国家

地质公园、滴水丹屏、石螺口景区、观日出、五彩滩景

区、猪仔岭、珊瑚礁生态潜水等；钦州湾七十二泾生

态旅游区、仙岛公园、麻蓝岛旅游度假村；渔蕅岛海

岛区中的白沙万大岭已建成仙人山公园、沙耙墩岛

已开辟为旅游景区。

１．３　森林资源

　　广西海岛植被主要有１０个植被类型，分别为针

叶林（主要包括马尾松林和南亚松林）、常绿季雨林、
红树林、竹林、灌丛、草丛、滨海沙生植被、沼生植被、
木本栽培植被（主要为木麻黄防护林）、草本栽培植

被（主要有水稻、甘蔗、花生、大豆、玉米等）。其中，
马尾松林主要分布于龙门岛（含西村岛）和蕅尾岛，
南亚松林仅见于渔澫岛渔洲坪临海台地，常绿季雨

林主要分布在渔澫岛、巫头岛、山心岛、蕅尾岛等，主
要优势树种有红车和条叶蒲桃［２］。而红树林则是海

岛滩涂的一种特殊的植被资源。广西海岛红树林资

源主要分布在钦州市的沙井岛、龙门岛（含西村岛）、
七十二泾海岛群邻近海域；防城港市西湾的针鱼岭、
长榄岛邻近海域；北海市的涠洲岛、七星岛、斜阳岛、
南域岛、更楼岛等邻近海域，其中的红树林资源随着

开发的推进受到的干扰破坏日益加剧，生态系统退

化，生物生产力下降，防护性能降低，幸存的红树林

已不足原有面积的１／３［５］。

１．４　生物资源

　　广西海岛生物资源主要有渔业资源、鸟类资源

和珊瑚礁资源。渔业资源主要有鱼类、贝类、虾蟹类

和海藻类 等。广 西 海 岛 区 邻 近 海 域 常 见 鱼 类 有 近

３００种，近岸的京族三岛、渔蕅岛和龙门岛群区周围

海域的鱼类主要有定居类群及洄游类群两种类型，
由于洄游性鱼类的进出，近岸岛区鱼类的数量的季

节变化十分明显，春夏季明显高于秋冬季。离岸远

的涠洲岛－斜阳岛海岛区鱼类 种 类 和 数 量 均 比 近 岸

岛区多，个体也比较大，季节变化不明显，种类和数

量比较稳定。除了鱼类之外，海岛区已知的贝类有

２００多种，虾蟹类有１００多种，大型海藻有３０多种，
目前基本上未利用。海岛区可开发利用的渔业资源

还有沙蚕、方格星虫及文昌鱼等。广西沿岸近岸海

域的海岛现有相当一部分海岛，一般通过人工堤坝

或填海工程连接各岛屿围海建成海水养殖场，如铁

山港、大风江河口湾、钦州湾、防城港湾等有部分海

岛周边已围海开发建成池塘海水养殖场；在有水深

和避风条件的海岛则建设渔业码头，如钦州湾西岸

龙门岛南部沿岸建设有龙门渔港，珍珠港湾的双墩

岛东岸建有双墩水产码头、南流江河口党江镇的渔

江岛西南岸建有商、渔兼用的地方小型码头。鸟类

资源主要 分 布 在 涠 洲 岛 －斜 阳 岛 海 岛，该 区 鸟 类 有

５０科１７９种，其 中 繁 殖 鸟１９种，候 鸟４８种，旅 鸟

１１２种［６］。广西７个海岛区中仅涠洲岛－斜阳岛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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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鸟类资源。珊瑚礁资源主要分布在涠洲岛斜阳

岛海岛区，根据《广西重点生态区综合调查总报告》，
该区有珊瑚虫纲５目１８科６６种，其中造礁珊瑚为

１目１０科２２属４６种及９个未定种［７］。

２　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开发 利 用 方 式 粗 放，海 岛 价 值 未 能 得 到 有 效

体现

　　广西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以来主要体现在

养殖、城镇建设及旅游方面，但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

放。在围海养殖及种植方面，近年来广西沿海地区

将近岸分布的岛屿采用围填的连接方式，围垦滩涂

开辟海水养殖场，改变了部分岛屿独立于海中的自

然属性，比如铁山港海岛区，钦州湾中部西岸、茅尾

海、大风江河口湾、防城港湾、珍珠湾等港湾中部分

海岛均存在连岛围海进行海水养殖的情况。此外，
还有部分海岛被当地村民用于种植速生桉、农作物

等。在近年的大港口及大工业建设过程中，钦州湾

中部东岸的鹰岭岛、虾塘岛、老颜车岛、鲎壳山岛等

海岛已推毁连陆建设成码头和工业区，渔蕅岛西南

部的亚公墩岛以及西北部的珠砂港大岭、长山尾岛、
葫芦岭岛等已被推填建设成防城港码头和城镇工业

区。海岛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度不足，旅游产品

单一，未能形成特色及品牌，旅游环境档次不高，主

要为观光旅游，对于度假、疗养、海上运动、潜水、休

闲渔业、生态农业等旅游产品开发不够，旅客的人均

逗留时间短，消费水平低。总体而言，目前广西海岛

资源价值未能得到有效体现。

２．２　规划实施中存在矛盾，较难实现海岛保护与开

发功能

　　２０１１年７月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保护

规划》，对广西沿岸海岛按海区进行了功能分区，共

划分有７大功能区，主要为：（１）北海涠洲岛、斜阳岛

海岛功能区（以 保 护 国 家 地 质 公 园、珊 瑚 礁 生 态 系

统、鸟类为主，优化海岛国际旅游娱乐作为开发利用

重点）；（２）钦州湾海岛功能区位于钦州市犀牛脚镇

南岸至企沙半岛东南端海域；（３）防城港湾海岛功能

区从企沙半岛南岸至江山半岛东南岸海域；（４）大风

江口河口河湾海岛功能区；（５）廉州湾南流江口海岛

功能区；（６）铁山港湾海岛功能区；（７）珍珠港湾海岛

功能区。该规划从宏观上对广西沿岸海岛进行了定

位，其制定对于充分利用海岛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统筹规划海岛的开发和保护工作，实现海岛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规划实施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矛盾，比

如涠洲岛－斜阳岛以“优化海岛国际旅 游 娱 乐”作 为

开发利用重点，目标为“国家５Ａ景区”，但是其附近

海域有４个油气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

划》中对其油气田“支持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众

所周知，油田在勘探开发生产过程中，难免产生泥浆

钻屑，钻井废液、落地原油、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船
舶污水及洗井水等，会不同程度地污染海洋环境，此
类污染对海 岛 可 能 危 害 更 大。２００８年 涠 洲 岛 发 生

的油污染事件就给当地海洋及旅游环境带来了较为

的严重影响。此外，国家公布的第二批无居民海岛

开发利用名录中，防城港市的蝴蝶岭岛定位为工业

建设用岛，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保护规划》中

则将防城港市沙耙墩 －蝴蝶岭 一 带 海 岛 定 位 为 海 岛

旅游区。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保

护规划》较难体现其对广西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中

的指导作用。

２．３　环境保护设施、措施欠缺，海岛生态环境受到

威胁

　　自然灾害：部分海岛海岸侵蚀与淤积严重，如渔

蕅半岛西侧的防城湾西湾海岛区淤积严重，年淤积

率为５～１０ｃｍ，涠洲岛南岸东侧的猪仔岭岛海岸侵

蚀、崩塌；钦州湾的大庙墩、青菜头岛、亚公山岛等海

岛南岸侵蚀严重。

　　人为因素：主要体现在个人行为破坏、基础设施

建设未能跟 上 环 保 要 求、区 域 建 设 带 来 的 压 力 等。
其中，个人行为：在海岛附近挖沙采石、毁坏红树林，
采挖海岛海底珊瑚及珊瑚石的行为等损害海岛生态

环境的现象频发，造成海岛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

样性减少，海岛滨海湿地退化，海岛生态受到破坏；
基础设施欠缺：在有居民海岛中，迄今尚无海岛建成

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设施（涠洲岛污水处理厂正

在筹建中），海岛居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未能得到

有效处理；区域建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中重点规划了钦州港工业区、企沙工业区、铁山港工

业区等三个重化工集中区，钦州港工业区规划面积

３６ｋｍ２，主要发展石化、能源、磷化工、林桨纸及其他

配套或关联产业；企沙工业区规划面积３０ｋｍ２，主要

发展钢铁、重型机械、能源、修造船及其他配套或关

联产业；铁山港工业区规划建设面积２０ｋｍ２，主要发

展能源、化工、林浆纸、集装箱制造、港口机械、海洋

产业及其他配套或关联产业。这些临海重化工规划

的实施，将给广西沿海海岛区带来严峻的环境压力。

３８１刘　晖等：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对策 　 　　



２．４　缺乏资金支持，海岛开发建设难成大器

　　由于海岛与大陆有一定的距离，且广西海岛大

多数面积小、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有限，淡水资源短

缺，尤其需要依赖人工的水利设施等，来满足生活、
发展的需要。海岛资源这种资源能源数量有限、生

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特点，也决定了海

岛开发难度大，需要投入的资金多。因此，广西海岛

除面积较大、有淡水资源的海岛：渔蕅岛、涠洲岛、龙
门岛（含西村岛）、巫头岛、山心岛、蕅尾岛等成为有

居民海岛，其中渔蕅岛、龙门岛（含西村岛）、巫头岛、
山心岛、蕅尾岛在开发利用中已形成陆连岛，其余大

部分海岛为无居民且处于无序开发状态，开发无度、
自主性强、盲目性较大，造成海岛资源浪费和破坏。
此外，海岛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普遍薄弱，海岛居民的

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落后，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３　广西海岛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

３．１　采取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充分发挥海岛资源

优势

　　广西沿海岛屿面积较小，单个岛屿资源有限，不
适应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但其独特的海岛资源或

可成为开发利用的方向，比如广西海岛具有离岸近、
连片岛屿较多、风光旖旎的特点，因此在发展旅游资

源方面广受青睐。迄今为止，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

及第二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名录中，广西占其中

的２９个，这些无居民海岛均为沿岸岛，除钦州市的

独山背岛用于城乡建设，北海市的斗谷墩岛用于港

口开发、防城港市的蝴蝶岭岛用于工业建设用岛外，
其中有１６个被 定 位 为 仅 用 于 旅 游 娱 乐 岛，１０个 被

定位为旅游娱乐用岛兼交通运输用岛，也就是大多

数公布的海岛以旅游娱乐用岛开发为主。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岛保护规划》中，规划了６个海岛旅游

区：钦州湾七十二泾海岛旅游区（包括海岛６４个）；
钦州湾金鼓江海岛旅游区（包括海岛１４个）；钦江口

海岛旅游区（包括海岛６个）；龙门北部沿岸海域海

岛旅游区（包括海岛２１个）；防 城 港 市 沙 耙 墩 －蝴 蝶

岭海岛旅游区（包括沙耙墩岛、蝴蝶岭岛和小岛蝴蝶

岭－１岛）；西湾海岛旅游区（包括海岛１１个）。

　　国外海岛旅游开发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
建议充分借鉴吸收国外海岛开发的先进经验。以印

度洋上的岛屿国家马尔代夫为例，马尔代夫立足于

自身的实际特点，因地制宜开发其海岛资源，取得极

大成功，并被业界奉为“马尔代夫模式”［８］。马尔代

夫在开发海岛的过程中，始终采取“四个一”的模式，
即：一座海岛及周边海域只允许一个投资开发公司

租赁使用；一座海岛只建设一个酒店（或度假村）；一
座海岛要突出一种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一座海岛

要配套一系列功能齐备的休闲娱乐及后勤服务等设

施，形成一个独立、封闭、完整的度假区。由于开发

需要大量资金，据有关方面统计，从事海岛开发少则

几千万美元，多则几亿美元，因此，马尔代夫政府对

海岛开发实行国际招标，以争取那些有雄厚经济实

力的集团来开发建设。同时，马尔代夫在海岛开发、
环境承载力确定上均服从环境保护的要求，其海岛

开发不但采用“三低一高”（低层建筑、低密度开发、
低容量利用、高绿化率）的原则，而且还为每一个度

假岛屿制定了严格的、详细的环境控制措施，如严禁

砍伐树木，设置废物处理系统，禁止游客采集珊瑚、
贝壳甚至岩石，以及用鱼叉或枪支捕鱼等。广西海

岛开发可借鉴“马尔代夫模式”，结合自身实际，可以

对广西连片的小岛如龙门七十二泾的小岛等，进行

统一开发或多岛同时开发，每一座海岛突出一种建

筑风格或文化内涵，而且要配套一系列功能齐备的

休闲娱乐及后勤服务等设施等，同时，海岛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及 环 保 措 施 管 理 方 面 均 跟 上 开 发 利 用 步

伐，我们也可以开出自己的名牌海岛旅游产品。

３．２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管理机制，严格按规划

进行海岛的开发利用及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保护规划》是自治区人民

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有关规定编

制的，是广西海岛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指导文件和操

作依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保护规划》实施过

程中出现矛盾的原因可能有［７］：（１）相应的规划实施

细则和辅助法律法规及地方法规配套不够，即使有

规定也只是原则性条款，造成《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岛

保护规划》在实际工作中实施难度较大；（２）实施主

体不明确，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由于我国海岛保护

的管理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政府又按行政

区域进行设置，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海岛管理

机构不作统一规定，造成海岛管理机构上下不统一，
此外，由于海岛保护规划的内容涵盖了同级部门的

许多职责，因此规划实施需要多个行政部门相互配

合协调，但不同行为的主体常常因利益关系引发冲

突，从而影响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也就难以达到有

效管理。

　　因此，需要完善相应的规划实施细则及辅助法

律法规，明确实施主体，健全管理机构，必要的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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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特定的协调委员会，建立特定的协调机制，出台

相应政策法规引导处理好跨部门、跨行政区域间利

益和职权分配问题［７］，只有严谨制定规划并严格按

规划进行海岛的开发利用及管理，才能确保海岛保

护及开发利用的有效性及有序性。

３．３　健全相关设施及措施，保障海岛资源与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鉴于海岛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对海岛开发及

保护应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及扶持。目前，针对近

年广西海岛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广西已开展了

一些整治修复的规划工作，比如针对部分海岛岸线

受损、海岸侵蚀、崩塌、海岛防护设施破坏等问题，拟
采取相应的工程或生物措施防护；针对人为破坏导

致植被消失、减少，植物群落退化等问题，拟采用人

工干预的方法促进植被恢复；此外，还拟针对部分海

岛现状进行沙滩整治修复、潮间带生态修复、填海连

岛整治修复、建设饮水工程、供电工程、污染处理工

程等，这些规划的实施将有利于改善海岛的生态环

境及服务功能，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方可完成，因
此，建议针对其中的重点项目给予政策扶持及资金

资助，并确保其实施的有效性。

　　同时，针对广西沿岸一带的工业布局，尤其是防

城港湾及钦州湾一带布局的多个大工业园区（涉及

到核电、造纸、石化、金属冶炼等产业），应密切关注

其开发建设对周边海洋、海岛环境的影响，做好沿岸

海域、海岛环境的监控管理，以确保在保护与开发相

对平衡的状态下，对广西海岛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

利用，最终实现广西海岛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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