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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既是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 。 在我

国管辖的广阔海域内，还分布着逾万个岛礁。 这些大大小

小、星罗棋布的岛礁，像一颗颗璀琛的明珠，镶嵌在我国

主张管辖的 300 万平方千米蓝色大海上，成为中华民族锦

绣版图上闪闪发光的瑰宝 。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开发战

略的实施，海岛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壮大海洋经济的

重要基地和保障国防安全的战略前沿，在促进沿海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权益、拓展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作

用日益凸现。

我国对海岛工作历来十分重视，继 1988-1995 年开展

了第一次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之后， 908 重大专项又将

海岛调查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加以组织实施，并获取了大量

一手资料和数据。 然而客观地讲，尽管前些年开展过全国

范围内的海域地名普查，大部分沿海省市形成了海岛地名

录，有些省市还编慕了地方海岛志 。 但是，总体来说，内

容不够全面 。 加之，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强度和广度

的不断加大，近岸海岛状况变化剧烈，许多数据和资料失

去了时效性，已经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我国海岛的现

状。 因此，组织编篡 《 中国海岛志~ ，以志书的形式为我

国的全部海岛"建户立档"，是加强海岛综合管理、提高

海岛管控能力的迫切需求。 通过这项工作，全面利用 908

专项海岛调查数据，充分发掘和系统整理我国海岛的历史

资料，整合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有关部门的海岛

工作成果，将为我国海岛的科学管理提供基础保障，为海



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信息平台，为维护我岛礁

主权和海上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 同时， ( 中国海岛志》

也是进行公众教育飞强化全民海洋意识、增强海洋国

土观念的绝佳教材，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项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都十分

重视史志的编慕出版，正所谓盛世治史，盛世修志。

《 中国海岛志》 就是这样一部全面记述我国海岛自然、

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等诸多内容的专业志书，它

填补了我国志书的空白，同时也填补了我国海洋科学

的空白 。 参与编篡 《 中国海岛志》 的广大海洋科学工

作者，抱着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求实

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了种种困难，用

汗水和心血，铸就了这部鸿篇巨卷。 可以说， { 中国

海岛志》 的编慕出版是时代的呼唤、发展的需要，是

一项开创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它的推

出，一定会在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页 。

国家海洋局局长:多1 膨在
2012 年 9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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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岛志》编篡工作进展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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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系指海洋中四面环水、高潮时高于海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具有

独特的地缘表征和资源、特征， 集多种战略要素于一身。 海岛既是国家领土，又

是构成海洋国土的重要基础。 大量领海基点位于海岛，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

权益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海中天然屏障，海岛在国防事业中起着哨岗和

堡垒作用。 在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建设中，海岛本体不仅是重要组成部分，而

且是服务保障基地，又是向远海进军的前进支点和中继站，有着巨大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 同时\海岛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以及从海

上通向内陆腹地的"岛桥" 。 显然，海岛在国家权益、国防安全、海洋资源开

发和海洋经济建设等方面，均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辽阔，海岛众多。 在主张管辖的 300 多万平方千

米的海域中，分布着万余个海岛，海岛陆域总面积近 8 万平方千米。 各个海

岛面积大小不一，大的数万平方千米，如台湾岛和海南岛，分别约为 3.6 万

平方千米和 3.4 万平方千米·小的仅数平方米。 我国海岛分布在沿海 14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49 个副省级和地级市， 168 个县(市、

区) 。 全国有居民海岛 500 余个，元居民海岛近万个。 大陆沿海 1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含副省级)和地(市)级政府驻地岛 3 个，县级政

府驻地岛 13 个，乡(镇、街道)级政府驻地岛 80 余个，村级岛和自然村岛

400 余个。 我国海岛分布范围南北跨越 38 个纬度，东西跨越 17 个经度 ， 最

北端的是辽宁省锦州市的小石山礁，最南端的是海南省南沙群岛的曾母暗

沙，最东端的是台湾省宜兰县的赤尾屿， 最西端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

的独墩。 大部分海岛分布在沿岸海域，距离大陆岸线小于 10 千米的海岛，占

海岛总数的 66% 以上;距离大陆岸线大于 100 千米的远岸岛约占 5% 。 从海

岛分布形态来看，多呈链状或群状分布 大多数以列岛或群岛形式出现。 从

海岛类型来看 ， 基岩岛为主要类型，约占全国海岛总数的 93% ;堆积岛次

之，占 4% 左右，主要分布在渤海和一些大河河口 ;珊湖岛数量较少，占

2.5 % ，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以南海区;火山岛数量最少，主要分布在台湾岛

周边，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从各海区的海岛分布来看 ， 东海最多，约

占 66% ; 南海次之，约占 25 0/0 ; 黄海居第三位，渤海最少。 从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海岛分布来看 浙江海岛数量最多，约占全国海岛总数的

Em.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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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0/0 ; 其次是福建，约 占 2 1 0/0 ; 往下依次为广东、广西、海南、山东、辽

宁、台湾、香港、河北、江苏、上海、澳门、天津。

我国的海岛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形态各异，环境优美，生态独

特，资源丰富。 有的是理想的旅游佳境，有的是险要的国防前哨，有的是繁

忙的交通要道，有的是闻名的天然鱼仓。 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最直接的辐

射带，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使得海岛成为我国第二经济带的潜

力也与日俱增。 但是，海岛的生态环境又是十分脆弱的。 大多数海岛面积

小，资源种类单一，基岩裸露，土壤婿薄，植被面积有限。 岛上淡水主要来

源于大气降水，约 85% I~I~年降水量流入大诲，因而大多数海岛上淡水缺乏。

改革开放之后，海岛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开发活动日趋活跃。 但由于早期

的无序、过度开发 也带来诸多问题和后患。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由于

炸岛和填海连岛等人为原因，导致海岛消失(注销)数量超过 800 个(以

《全国海岛名称和代码~ ( HY /Tl19-2008 )列入的海岛为基准，截至 2008

年年底) ，约占海岛总数的 80/0 ， 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

响。 其中，福建消失(注销)海岛最多，达 200 多个;浙江和广西次之，均

超过 150 个。 同时，由于过度开发、忽略保护，也造成生境恶化、 资源减少。

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海南岛天然林面积有 80 多万公顷，本世纪初已不足 30

万公顷，有些树种濒临绝迹，长臂猿、 巨晰、橙胸绿坞等珍稀动物所剩无

几。 广西烟洲岛因炸礁、挖沙 ， 天然护岸屏障遭破坏，导致海岸侵蚀;由于

国海造地，南湾古火山遗迹景观遭破坏，从而降低考古、教学、观光游览等

价值。 这类现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发生。 此外，炸岛和填海连

岛，也将威胁领海基点海岛的安全，不利于国家海洋权益维护。

针对海岛开发带来的问题和不良后果，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

规，对海岛实施保护与开发管理措施。 如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和总参谋部联合

下发的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于 2∞3 年7 月 1 日起实施。 随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相继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管理制

度。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首次明确，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 匡

家实行无居民海岛功能区划、保护与利用制度，单位和个人利用无居民海岛要履

行申请审批程序。 同时设置禁令，领海基点所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禁止采

、挖砂、砍伐、爆破、射击等活动;在领海基点周围 l 千米范围内，除有利于

领海基点保护的工程外，禁止其他任何工程施工。 该规定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

解决了长期以来面临的诸多问题，改变了元居民海岛元人管理的现状。

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城使用管理法》

之后，2010 年 3 月 1 日起又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简称《海

岛保护法~ ) 。 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加强海岛保护与管理，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

序的法律，具有里程碑意义。 《海岛保护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海岛的生态保护;促

11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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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海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切实维护了国家海洋权益;首次确立了海

岛保护的原则，即"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 该法规定了五项

重要的海岛保护基本制度，即海岛保护规划制度、海岛生态保护制度、无居民海

岛权属及有偿使用制度、特殊用途海岛保护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明确了海岛保

护和利用活动应当符合海岛保护规划、元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无居民海岛利用

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审批并缴纳使用金等一系列重大事项。

国家海洋局按照《海岛保护法》要求，根据海岛的区位特征、资源环境

状况和承载能力，组织编制的《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已于该法实施的当年报

请国务院批准。 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的基础上，引导和启

动了各级地方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科学定位海岛功能。 通过各级海岛

保护规划的实施，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对海岛实行分类保护和管理，特别是

加强对边远海岛的实际管控能力 · 积极调整海岛产业结构 在保护中求发

展，以发展促保护;组织开展海岛整治修复工程，对以往破坏的海岛及生态

环境开展抢救性修复与保护;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全民海岛意识，在全社会

形成关心海岛发展、保护海岛生态的良好氛围。 至此，我国己全面步入依法

护岛、依法用岛、依法管岛的轨道，进入到有序、有度、有偿的全新阶段。

科学、有效地保护、利用和管理海岛，需要全面掌握海岛的自然环境 、

资源和生态状况。 近二十多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对海岛 的调查与研究。

1988-1995 年，开展了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2004-2011 年，在开展

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 ( 908 专项)中，采用地面观测与

测量、航空与卫星遥感等手段，对全国海岛也进行了综合调查。 其间 ， 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对管辖海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海岛调查。 这些调查

为我国海岛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及资料。

鉴于海岛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以及海岛保护、管理和海岛科普工作的需

要，我们提出编篡 《中国海岛志》的建议，得到国家海洋局批准和 908 专项

办公室的全力支持。 旨在全面利用 908 专项海岛调查资料，充分发掘和系统

整理我国海岛的历史资料，整合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有关部门的

海岛工作成果，并辅以现场调研和补充调查，以志书的形式为我国的全部海

岛"建户立档" ，以满足海岛保护、 利用和科学管理的迫切需求，提供基础

保障和信息平台，为海洋主权维护和涉海国防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考虑到《中国海岛志》编篡工作任务重、涉及面广、影响大，建立了高
水平的、有效的、权威的编篡机构，以保证高质量地完成志书的编篡出版工

作。 经国家海洋局批准，组织了由国家海洋局领导任主任和副主任，国家综

合部门和国家海洋局的有关司(局)领导为委员的指导委员会，负责《中国

海岛志》编篡的指导和咨询工作。 组成了由国家海洋局分管领导任总编、

908 专项办公室领导和院士任副总编，沿海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分管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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