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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合生态理念的海岛典型开发模式研究 

——以浙江舟山群岛为例 

吕旻懿 阳立军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实现海岛开发与保护相协调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分析了海岛复合生态系

统的内涵、特征及其内部冲突性，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舟山群岛现有的主要海岛开发类型，基于复合生态理念将海

岛开发模式分为基于文旅融合的海岛公园开发模式、基于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开发模式、基于产业融合的绿色产业

园区(基地)三大海岛开发模式文章最后提出了打造若干“零碳岛(岛群)”建设试验区、鼓励现代绿色技术在海岛推

广与应用、着力推动海洋(海岛)文化生态保护、积极推进海岛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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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马世骏，等，1984)，

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岛有别于大陆的独特自然环境，决定了在海岛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循海岛“自

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经济(产业)生态”等的一般发展规律，实现陆海统筹发展以及产业生态融合创新。 

在国家大力实施海洋开发的背景下，海岛逐步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以及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依托载体。然而，

由于海岛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自然环境、资源、生产力水平、以及开发条件和基础等又各不相同，海岛开发也不宜采用统一模

式(朱坚真，2012)。从现有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以科学发展观、生态经济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为指导探讨了相应的海岛经济开

发理论与实践(李想姣，2016)。但应用复合生态理论开展海岛开发模式的研究成果却鲜有出现。 

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有大小岛屿 1390个。凭借海洋海岛战略资源丰富、海洋产业基础较好、海洋科技资源集聚的

优势，舟山将在海洋开发制度变革、要素升级、结构调整中充当先导者角色。然而，岛屿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整合和功能整合，是当前和未来很长时间内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1 海岛复合生态系统内涵与特征 

1.1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性质相同的子系统，有着各自的结构、功能、存在条件和发展规律。复合生态系统理

论的核心是生态整合，通过结构整合和功能整合协调三个子系统及其内部组分的关系(王如松，等，2012)。海岛复合生态系统

是由海岛社会、海岛经济活动和海洋自然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所共同组成的生态功能统一体。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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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必须将其视为统一的整体。 

1.2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海岛独特的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其海岛复合生态系统表现出与大陆地区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海岛自然生态的特殊性 

海岛自然生态系统是指维持海岛存在的岛体、海岸线、沙滩、植被、淡水和周边海域等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组成的有机

复合体。海岛地理位置特殊且空间隔离，对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反应更为敏感，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演变具有特殊性，海

岛生态系统一旦干扰，其生态系统受损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 

1.2.2海岛文化生态系统的破碎化 

海岛型区域文化一直扮演着大陆文化的接受者和被传播者的角色，海岛文化生态的外源性特征导致其易于受到外界的冲击，

表现出岛屿“文化生态”破碎化特征(林明太，2011)。一是岛屿人口的自然流失。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海岛上居住的人们渐渐

涌向大陆或大岛，这种岛屿文化的自然载体的流失，直接导致了岛屿文化的流失。二是岛屿文化的破坏。人为的填海、筑坝、

炸岛和炸礁等恶劣行为给海岛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资源环境的破坏自然带来了文化的消失。三是现代文化对岛

屿文化的冲击与破坏。海岛传统居民的现代生活追求与文化适应，也正在逐渐地遗忘、废弃了海岛传统文化符号与文化记忆。 

1.2.3海岛经济(产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除一些面积加大的综合开发类岛屿以外，大部分海岛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呈现出“一岛一品”、“一岛一业”的产业发

展格局，比如说“旅游岛”、临港工业岛”、“港口物流岛”、“海洋渔业岛”等等。同时，由于海洋经济尤其是海洋工业具

有资本密集型“大工业”特，许多海岛有一个项目或一家企业主导整座岛屿开发。因此，由于海岛功能和海岛产业结构的相对

单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海岛产业生态脆弱性。 

1.3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冲突 

在海岛复合生态系统中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平

衡与冲突(石建平，2005)。然而，由于海岛复合生态系统自身特殊性和脆弱性，与一般复合生态系统相比，这种冲突性更为严

重。主要表现为：海岛开发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将给海岛生态系统带来压力，由此带来的资源问题将是海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制约因素。正因为如此，坚持海岛复合生态理念实施海岛开发，对于海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 舟山群岛主要海岛开发利用类型 

2.1综合开发岛 

通过世界各地沿海发达国家的海岛开发轨迹来看，依托海岛本身地形，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岛旅游综合开发，是快

速发展海岛经济的重要做法。由于现代海岛能实现更多方面的经济增长，综合开发不仅限于旅游开发，现代的综合开发指土地

开发的全部开发过程。舟山群岛中也不乏这一类型的海岛，比如我国第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舟山本岛；以海上”蓬莱”

著称的海岛——岱山岛；以舟山第一大镇、宁波海上后花园为名的海岛——六横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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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海洋旅游岛 

成功的海岛旅游经济体往往立足于自身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这种不可复制、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构成旅游类海岛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在创建生态岛屿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各个海岛的优势和特点，创造出新型的海岛生态旅游模式。在舟山

群岛众多的岛屿中，有这几个岛屿以海洋旅游为开发重点，比如拥有“十里金沙”的朱家尖；以“海天佛国”闻名海内外的普

陀山；集海、山、石、礁、岩、洞、寺、庙、庵、花、林、鸟、军事遗迹、历史纪念地、摩崖石刻和神话传说于一体的桃花岛

等等。 

2.3海洋渔业岛 

海洋渔业历来是海岛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海岛渔业产业结构加速优化，规模化的科学养殖、高

附加值的水产深加工、与旅游一体化的新兴渔业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重量不重质”的渔业开发模式。舟山渔场作为我国最大海

洋渔场，拥有众多特色渔业岛屿，比如有“全国渔业看舟山，舟山渔业看虾峙”说法的虾峙岛；以蚂蚁岛精神为核心发展渔业

的蚂蚁岛等。 

2.4港口物流岛 

港口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枢纽，作为水陆物流交汇的重要节点，承担着水陆运输方式转换的重要职能，同时又是进

行仓储和流通加工的最佳位置，在现代物流系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孙志刚，2009)。舟山群岛近年来努力打造国际物流岛，

比如建设有双子山油品储运贸易基地的双子山岛；建设有 2000吨级的物流码头的岛屿——金塘岛。 

2.5临港工业岛 

从世界沿海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的轨迹来看，依托沿海港口岸线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钢铁、石化、造船为重点临港重化

工业项目，带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是一个国家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普遍做法。由于沿海地区经济活动过度密集，资源过

度利用和发展空间受限，临近区域的海岛就成为扩展新的发展空间的首选舟山群岛这一类型特色工业岛屿众多，比如以万亿级

炼化一体化项目为依托的绿色石化基地——鱼山岛；以大型船舶修造项目为牵引的临港工业岛——小长途岛和长白岛；以高端

板材制造基地项目为主导的临港装备岛——虾峙岛等。 

2.6海洋科教岛 

海洋科教岛是指海洋高等教育资源、海洋科技人才、海洋新兴产业大量集中，充分发挥教育规模效应、产业集群效应、技

术创新效应、功能扩散效应，对海洋产业及传统海洋产业产生波动及效应的岛屿。在舟山众多岛屿中，有一些发展海洋科教的

岛屿，比如以浙江海洋大学为重点建设的长峙岛；建设有浙大校外海洋科研基地的摘箬山岛；由西闪养殖场改为浙江省海洋水

产研究所试验场的西闪岛等。 

3 舟山群岛基于复合生态理念的海岛开发模式 

3.1基于文旅融合的海岛公园开发模式 

海岛公园以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等海洋旅游资源条件的陆域面积较大的海岛为创建对

象，重点发展发展滨海观光、休闲度假、海洋生态等特色海洋旅游业，兼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罗奇梁，

2013)。舟山群岛海岛公园建设将融入复合生态理念，注重海洋文化生态体系构建与海洋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探索实施海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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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体系和跨区域补偿办法，追求旅游、文化、生产生活等的统筹协调。以岱山海岛公园为例，将在推动海岬地貌、沙滩、泥

滩海岛自然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海岬游览、海泥游玩、帆船游艇运动等旅游活动；重点打造蟹文化产业园、秀山岛滑泥公

园、博物馆群等方式推动海岛文化生态建设与开发。 

3.2基于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开发模式 

海洋(海岛)特色小镇建设是海岛地区风貌重塑、资源整合、设施完善、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融入复合生态理念推动

海岛开发的重要体现。海洋(海岛)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强调打造

完整的特色海洋产业生态圈的基础上，注重文化内涵、旅游和社区功能的协同发展。以定海海洋渔业小镇为例，该特色小镇依

托自身远洋渔业的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培育与之相关的新型业态和功能，构建以远洋渔业为基础、健康制造业为核心的复合

型产业生态圈，同时积极推进健康产业与海岛文化、养生康复、休闲旅游等功能相结合，力争打造浙江省“产城融合”的典型

示范样板区。 

3.3基于产业融合的绿色产业园区(基地)开发模式 

海岛地区绿色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坚持成链发展、集聚发展、集约发展、关联发展的原则，推动产业绿色发展。舟山群岛在

海岛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围绕绿色石化、海洋装备及船舶修造、海洋渔业等特色海洋产业，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推动产业融合和绿色生产，在降低产业风险的同时积极探索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 

除此之外，基于复合生态理念的海岛开发，还体现在实现海洋与陆地环境治理政策的协调，实现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

制度由大陆向海洋海岛方向延伸，构建陆海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推动海洋(海岛)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等方面。 

4 基于复合生态理念的舟山群岛海岛开发对策 

4.1打造若干“零碳岛(岛群)”建设试验区 

选择一批有条件的海岛或列岛，制定符合实际的“零碳岛(岛群)"建设计划，系统测算海岛能源利用量和碳排放量，科学布

局一批海岛清洁能源设施，因地制宜实施海上风电、屋顶光伏、生物质能发电、智能电网等一批清洁能源项目，逐步提高海岛

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以“零碳岛”作为我省海岛公园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建立海岛绿色政绩考核机制，依托贝藻养

殖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碳汇渔业，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积极探索海岛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价值转换模式。 

4.2鼓励现代绿色技术在海岛推广与应用 

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撑、资金支持，积极鼓励适用于海岛自然条件的新能源生产和存储、绿色建筑、垃圾分类回收和处

置、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5G 通讯等技术的研发和运行使用，打造若干海岛型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从而缓解海岛能源、水资源

获取困难、可靠性低，污染处理成本高等问题。同时积极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海岛居民和游客中倡导绿色出行、生活垃

圾分类、绿色产品使用、节能节水等，率先在海岛公园全面实行酒店、民宿一次性用品有偿使用或节约奖励，在全社会形成绿

色的价值观、消费观、发展观。 

4.3着力推动海洋(海岛)文化生态保护 

做好海岛文化生态普查，建构海岛文化生态保护体系，制定详细的海岛文化生态保护规划。一是推进开发海岛文化遗产数

字地图、数字化平台，以数字化为抓手推动海洋文化一次保护；二是建设综合性或专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为海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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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建设传习所；三是以建设“海洋文化生态圈”为突破口，实现海洋文化资源的活体化开发、保护与

利用；四是推进数字化、集成化岛屿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全民海洋文化安全意识。 

4.4积极推进海岛产业生态体系建设 

产业生态系统是由产业链构建过程中各类参与者、产业发展外部环境以及产业发展的支撑因素等所共同构成的产业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有机系统(宋歌，2016)。海岛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相对单一性和海岛产业生态的相对脆弱性，尤其需要构建与其区

位条件、资源优势、生态承载能力相匹配的良好产业生态体系。对于舟山群岛而言，需要充分发挥其区位条件和海洋资源优势，

坚持陆海统筹和复合生态理念，构建以港口物流、临港工业、海洋旅游、现代渔业为主导现代化海洋经济体系(吕同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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