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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全球共有50项海洋世界遗产，大部分分布在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中澳大利亚占6项，墨西

哥次之，占4项。我们国家是遗产大国，有世界遗产56项，其中包括38项世界文化遗产，14项世界自然

遗产，4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但迄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项海洋世界遗产，我们国家对海洋世

界遗产的重视还不够。本文研究全球海洋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我国海洋世界遗产及海洋污染现状，以

福建海坛岛为例给出申报海洋世界遗产相关申遗策略，同时我国目前保护海洋法律与全球海洋世界遗产

保护相关法律和法规对比，根据现有海洋保护措施存在的不足给出几点建议，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高

公民意识等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自然资源，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海洋世界遗产分布特征，海洋世界遗产名录，海洋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World 
Heritag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Shuqi Ma 
College of Ocean and Meteorology,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6th, 2022; accepted: Jun. 21st, 2022; published: Jun. 28th, 2022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50 marine world heritages in the world, most of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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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which Australia accounts for 6, followed by Mexico, ac-
counting for 4. China is a big country with 56 world heritage sites, including 38 world cultural her-
itage sites, 14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4 mixed heritage sites. But up to now, there is no 
marine world heritage in our country, and our country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i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marine world heritage, the present situa-
tion of marine world heritage and marine pollution in China, and gives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marine world heritage by taking Fujian Haitan Island as an example.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current marine protection law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related to global marine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ccording to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ma-
rine protection measures,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prot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
rine natural resources by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aising citizens’ awaren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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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确定和保护全球的世界遗产。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31 日在中国福州(线上)召开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全球共有 1154 项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其中包括 897 项文化遗产、218 项自然遗产和 39 项混合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这些世

界遗产分布在 167个缔约国中。自 1981年第一个海洋遗址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以来，截止 2022 年 6 月，该名单包括 37 个国家的 50 个独特的海洋遗产，这些遗产以其独特的海洋生物

多样性、独特的生态系统、独特的地质过程或无与伦比的美景而闻名。世界文化遗产具有艺术创新、科

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等特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自然遗产对于研究生命起源、地球科学、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我们国家的大陆海岸线长 18,400 km，海岸

线总长度超过 32,600 km。根据世界海洋法规定，中国拥有的海洋国土面积是 299.7 万平方公里，包括内

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我国的海洋利用文化历史悠久，从古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事祭祀

活动、妈祖庙等[2]。均体现出我国海洋文化的深厚。但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的海洋世界遗产仍处在空

白阶段，可见我国海洋遗产申报所面临的复杂挑战[3]。 

2. 世界海洋遗产的分布特征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

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我国是遗产大国，中国自 1985 年加

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以来，至今共有 56 项世界遗产，成为目前第二大世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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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拥有国，第一为意大利拥有 58 项[4]。在全球 50 项海洋世界遗产中，其中亚洲 10 项，欧洲 11 项，南

美洲 4 项，北美洲 11 项，非洲 4 项，大洋洲 10 项。在亚洲中印度尼西亚 2 项，日本 2 项，菲律宾 2 项，

也门，孟加拉，印度，越南各 1 项。 
从国家拥有数量上来看，海洋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澳大利亚、墨西哥、法国等国家占海洋

世界遗产的大多数。其中按拥有海洋世界遗产数量进行排名，澳大利亚(6 项)，墨西哥(4 项)，美国(3 项)，
法国(3 项)，英国(2 项)，日本(2 项)，哥斯达黎加(2 项)印度尼西亚(2 项)菲律宾(2 项)共计 26 项，9 个国

家拥有的数量大约占海洋世界遗产的一半，由此可见海洋世界遗产的分布集中特点[3] (图 1)。 
 

 
注：点位数据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官网 http://whc.unesco.org/。 

Figure 1. Global distribution map of marine world heritage 
图 1. 海洋世界遗产全球分布图 

2.1. 全球海洋世界遗产分布与遴选标准 

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遗址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且至少符合十分之一的选择标准。

该标准由委员会定期修订，截至 2004 年底，世界遗产地是根据六项文化和四项自然遴选标准选出的。其

中海洋世界遗产的评审标准有以下四种。1) 包含最高级的自然现象或具有非凡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的地

区；2) 成为代表地球历史主要阶段的杰出范例，包括生命记录、地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质过程或重要

的地貌或地形特征；3) 在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群落的演变和发展中，成为代表

重要的持续生态和生物过程的杰出范例；4) 包含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和最重要的自然生境，包

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 
限于篇幅，本文遴选了全球有代表性性的海洋世界遗产名录共 21 项，以国家、特征、遴选标准等方

面进行对比，以便更直观地反映出海洋世界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见表 1)。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共有 3 处海洋遗产被划分为濒危遗产分别为北美洲 2 项，大洋洲 1 项。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委员会发现遗产状况符合下述两种情况中的至少一种标准

时，可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例如：确定危险：由于疾病等自然因素或偷猎等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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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marine world heritage 
表 1. 全球海洋世界遗产的时空特征 

名称及类型 
Name and Type 

洲 
State 

国家 
Country 

入选时间 
Time 

遴选标准 
Criteria 

特征 
Feature 

科莫多国家公园 
Komodo National Park (N) 亚洲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991 (vii) (x) 

地理位置：8˚32′35.988ʺS，
119˚29′21.984ʺE，核心区：219,322 ha。
科莫多蜥蜴，这些巨型蜥蜴在世界上

其他地方都没有，丰富的珊瑚礁和各

种各样的物种 

下龙湾 
Ha Long Bay (N) 亚洲 越南 

Viet Nam 1994，2000 (vii) (viii) 

地理位置：20˚53′60″N，107˚5′60″E，
核心区 43,400 ha，缓冲区：111,900 ha。
大部分岛屿无人居住且没有受到人类

活动的干扰，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周围 

知床半岛 
Shiretoko (N) 亚洲 日本 

Japan 2005 (ix) (x) 

地理位置：43˚56′57.984″N，

144˚57′56.988″E，核心区：71,100 ha。
具有极高的生产力，支撑了知床的海

洋生态系统。维持了陆地物种的食物

来源 

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 
Puerto-Princesa Subterranean 

River National Park (N) 
亚洲 菲律宾

Philippines 1999 (vii) (x) 

地理位置：10˚10′0″N，118˚55′0″E，
核心区：22,202 ha。壮观的石灰岩喀

斯特景观和地下河为特色，完整的“从

山到海”的生态系统 

弗兰格尔岛自然保护区 
Natural System of Wrangel 

Island Reserve (N) 
欧洲 

俄罗斯
Russian 

Federation 
2004 (ix) (x) 

地理位置：71˚11′20″N，179˚42′55″W，

核心区：1,916,300 ha，缓冲区：

3,745,300 ha。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没有

被冰川覆盖，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

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太平洋海象和

密度最高的祖先北极熊巢穴。 

伊维萨岛——生物 
多样性和文化 

Ibiza,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C, N) 

欧洲 西班牙 
Spain 1999 (ii) (iii) (iv)  

(ix) (x) 

地理位置：38˚54′40.1″N，1˚26′6.7″E，
核心区：9020.3 ha，缓冲区：7567.63 ha。
完整的 16 世纪防御工事是军事建筑和

工程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美学的独特见

证。包含多种多样的海洋生物。 

圣基尔达岛 
St. Kilda (C, N) 欧洲 

英国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86，2004，
2005 (扩展) 

(iii) (v) (vii) 
(ix) (x) 

地理位置：57˚49′2″N，8˚34′36″W，核

心区：24201.4004 ha。火山群岛拥有

大量珍稀濒危鸟类，丰富的文化景观，

见证了两千多年来人类在极端条件下

的生存。 
桑加奈卜国家海洋公园和 
敦戈奈卜海湾–姆卡瓦岛 

国家海洋公园 
Sanganeb Marine National 

Park and Dungonab 
Bay-Mukkawar Island Marine 

National Park (N) 

非洲 苏丹 
Sudan 2016 (vii) (ix) (x) 

地理位置：19˚44′10″N，37˚26′35″E，
核心区：260,700 ha，缓冲区：504,600 
ha。珊瑚礁的形成和伟大的自然美景

领域，由于其半封闭的性质，它发展

了独特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 

大圣卢西亚湿地公园
iSimangaliso Wetland Park 

(N) 
非洲 南非 

South Africa 1999 (vii) (ix) (x) 

地理位置：27˚50′20.004″S，
32˚32′60″E，核心区：239,566 ha。包

含了非洲海洋、湿地和热带草原环境

中一系列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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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新西兰次南极区群岛 
New Zealand Sub-Antarctic 

Islands (N) 
大洋洲 新西兰 

New Zealand 1998 (ix) (x) 

地理位置：50˚45′0″S，166˚6′16″E，核

心区：76,458 ha。位于南极和亚热带

交汇处与海洋之间，具有高水平的生

产力、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种群密

度以及鸟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特

有性。 

东伦内尔岛 
East Rennell (N) 

(濒危遗产) 
大洋洲 

所罗门群岛
Solomon  
Islands 

1998 (ix) 

地理位置：11˚40′59.988″S，
160˚19′59.988″E，核心区：37,000 ha。
是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

遗产，周围的喀斯特地形有茂密的土

著森林覆盖。保持其自然状态， 
森林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N) 大洋洲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981 (vii) (viii) 
(ix) (x) 

地理位置：18˚17′10″S，147˚41′60″E，
核心区：34,870,000 ha。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珊瑚礁群，是儒艮(海牛)和大绿海

龟等濒临灭绝物种的栖息地。 

瓦尔德斯半岛 
Penísula Valdés (N) 南美洲 阿根廷

Argentina 1999 (x) 

地理位置：42˚30′0″S，64˚0′0″W，核心

区：360,000 ha。它是濒临灭绝的南方露

脊鲸的重要繁殖种群以及南方象海豹

和南方海狮的重要繁殖种群的家园。 

加拉帕戈斯群岛 
Galápagos Islands (N) 南美洲 厄瓜多尔

Ecuador 1978，2001 (vii) (viii) 
(ix) (x) 

地理位置：0˚41′23.496″N，

90˚30′4.748″W，核心区：14,066,514 ha。
被称为独一无二的“活博物馆和进化橱

窗”。启发了查尔斯·达尔文在 1835
年访问后的自然选择进化论。 

加利福尼亚湾群岛及保护区 
Islands and Protected Areas of 

the Gulf of California (N)  
(濒危遗产) 

北美洲 墨西哥
Mexico 

2005，2007，
2011 

(边界略修改) 
(vii) (ix) (x) 

地理位置：27˚37′36.012″N，

112˚32′44.988″W，核心区：688,558 ha，
缓冲区：1,213,477 ha。丰富的物种多

样性，被誉为“世界水族馆” 

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

保护区 
Papahānaumokuākea (C, N) 

北美洲 
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iii) (vi) (viii) 
(ix) (x) 

地理位置：25˚20′56.652″N，

170˚8′44.952″W，核心区：36,207,499 
ha。具有海山和水下浅滩、大片珊瑚

礁和泻湖等显著特征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N) 

(濒危遗产) 
北美洲 

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79 (viii) (ix) (x) 

地理位置：25˚33′16″N，80˚59′47″W，

核心区：567,017 ha。高度多样性的 
动植物，是大量鸟类和爬行动物的 
避难所 

伯利兹堡礁保护区 
Belize Barrier-Reef  
Reserve System (N) 

北美洲 伯利兹 
Belize 1996 (vii) (ix) (x) 

地理位置：17˚11′25.976″N，

87˚50′46.367″W，核心区：96,300 ha。
大西洋–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珊瑚礁

群 
克卢恩、朗格尔–圣埃利亚

斯、冰川湾、塔臣施尼–阿

克塞克 Kluane/Wrangell-St. 
Elias/Glacier 

Bay/Tatshenshini-Alsek (N) 
(与美国共有) 

北美洲 加拿大
Canada 

1979， 
1992，1994 

(vii) (viii) 
(ix) (x) 

地理位置：61˚11′51.3″N，

140˚59′31.1″W，核心区：9,839,121 ha。
该遗产以高山、冰原和冰川为特征，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非极地冰原以及世

界上最长、最壮观的冰川。 

注：上表中 C 表示文化遗产，N 表示自然遗产；相关数据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网 http://whc.unesco.org/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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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或其他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物种的数量严重下降；遗产的自然美或科学价值严重退化，如人类

定居、修建淹没遗产重要部分的水库、工业和农业发展，包括使用杀虫剂和化肥、大型公共工程、采矿、

污染、伐木等；人类对边界或上游区域的侵犯威胁到遗产的完整性。潜在危险：修改该地区的法律保护

地位；遗产内计划的重新安置或开发项目，或位于影响威胁到遗产的位置；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管

理计划或管理制度缺乏或不充分，或没有完全实施；气候、地质或其他环境因素的威胁性影响。 

2.2. 濒危海洋世界遗产分析 

上述表格中有三处濒危海洋世界遗产，这三处濒危海洋世界遗产除了入侵物种外，都存在人类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其中包括手工、工业和运动捕鱼；伐木作业对森林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水质问题对当

地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群产生了有害影响。其中以美国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为例，流入量的减少导致了深

水泥沼群落的损失，而深水泥沼群落是维持鱼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健康种群所必需的。农业废水改变了

水植物自然种群，导致周围生物种群损失。淡水输送减少，佛罗里达湾的盐度增加，导致了水下水生植

被的重大变化，许多运动鱼的数量减少，以及藻类大量繁殖。 
除上述提到的濒危海洋世界遗产之外，还有一处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就曾经被列入《濒

危世界遗产名录》。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植物种极其丰富，1835 年，达尔文来到此地考察，受到启发写

下著作《物种起源》，并提出了自然进化论假说。197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加拉帕戈斯群岛认定为

世界遗产，但近些年来因不断涌入大批游客和商业建筑群，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旅游业的发展、人口

增长、非法捕鱼和治理问题，造成生态环境不断受到破坏，于 2007 年列为濒危海洋世界遗产。在此期间，

厄瓜多尔政府一直完善保护此群岛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 1) 减少通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路和陆路通道

空气，降低引入新入侵物种的可能性。2) 制过度开发鱼类资源，为小规模渔业部门提供替代就业机会。

3) 控制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游客数量，规范休闲捕鱼活动等。世界遗产委员会在 2010 年已将加拉帕

戈斯群岛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3. 海洋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机制 

3.1. 我国目前海洋污染现状 

截止 2020 年底，我国共建有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14 处[5]，总面积 39.4 万公顷；国家级海洋公园

67 处，总面积 73.7 万公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表的《2020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中提到我国目前海域水质划分为劣四类的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极氮和活性磷酸盐，主要集中在我国黄海、

东海和江苏杭州一带，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排放工业污染源[6]、生活污染源而导致的海水富营养

化，其中综合类污染源排放污水占得比重最大。随着国家进一步治理，海水富营养化、海域海水水质等

均有明显改善。除此之外，人类活动对海洋造成巨大的影响，2020 年对全国 49 个区域开展海洋垃圾检

测，检测内容包括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的种类和数量。其中塑料类垃圾占所有垃圾中的

80%以上，是海洋垃圾污染的主要来源，49 个区域中九成以上存在海滩垃圾的问题。 
下图 2 是 2018 年至 2020 年中国各类直排污水折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近三年来国家对工业污

水排放治理严格有效，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呈递减趋势，生活类污水以及综合类污水排放量一直处于稳

定状态。除此之外排污总量也是呈现出每年下降的趋势，随着国家进一步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治理，污水

排放问题明显改善。 

3.2. 国内外颁布的法律和法规分析 

下表选取了亚洲、美洲、欧洲三个大洲的国家在海洋生态保护上所颁布的法律，以直观地了解相关

国家颁布的对海洋遗产保护和管理法律和法规一些进展(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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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2018~2020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Figure 2. From 2018 to 2020, the sewage volume of all kinds of direct discharge pollution 
sources in China 
图 2. 2018 年到 2020 年中国各类直排污染源污水量 

 
Table 2.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global marine protection 
表 2. 全球海洋保护相关法律和法规 

亚洲 美洲 欧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1982) 

《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美国， 
(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1972) 

《1882 年古迹保护法》，英国， 
(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 188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 
管理条例》(1985) 

《海岸带管理法》，美国，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1972) 

《海洋鱼类(保护)法案》，英国， 
(Marine Fish (Protection) Act，19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002) 

《国家海洋庇护区法》，美国，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Act，1972) 

《深海采矿法》，英国， 
(Deep Sea Mining Method，1981)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损害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中国，(2006) 

第 13158 号行政令，美国， 
(Executive Order 13158，2000) 

《海洋与海岸带准入法》，英国， 
(Ocean and Coastal Zone Access  

Law，2009) [8] 

《自然保护法》(1972 年)，日本， 
(Nature Conservation Law，1972) 

《加拉帕戈斯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特别制

度法》，厄瓜多尔，(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rovince  

of the Galapagos，1998) 

《海洋自然公园法》，法国， 
(Marine Natural Park Law，2006) 

《国家综合保护区系统法》，菲律宾，
(National Integrated Protected Area  

System (NIPAS) Act，1992) 

《保护候鸟和野生哺乳动物公约》， 
墨西哥和美国，(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Migratory Birds and  
Game Mammals，1937) 

《2020 年自然保护攻势》，德国， 
(Nature Conservation Offensive in  

2020，2015)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对于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海洋污染对渔业、野生动物的影响颁布了多部法律

和法规。从 1982 年颁布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985)、《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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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等多部海洋保护法律和管理机制颁布实行，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维

持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防止人为因素对海洋污染而造成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危

害人体健康等多种影响。 

3.3. 海洋保护情况对比结果 

国外海洋法律法规完备而发达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英国以英国海洋法为基础

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9]，由 11 部分，325 个条文以及 22 个附件构成，内容涵盖海洋管理组织、

专属经济区、其它海洋区域与威尔士渔业区域、海洋规划、海洋许可证、海洋自然保护区、近海渔业及

淡水渔业管理、海洋执法体制、海岸带准入等。从这一方面看，我国有关海洋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所欠缺，

海洋环境生态保护的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做到涵盖各方面的环境保护制度。此外，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

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总局、交通部、农业部、海军等 5 个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但各部门的合作不够紧密，联系不够密切，通常只

针对一项或几项问题进行单独处理，不够全面往往只有事倍功半的效果[10]。 

4. 我国海洋世界遗产申遗策略与环境保护建议 

4.1. 我国海坛岛申遗策略与建议 

海坛岛已入选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是我国目前唯一入选海洋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申请类别为混合遗

产(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岛上拥有多种地貌类型，如丘陵、台地、湖泊、基岩海岸、沙质海岸和淤泥

质海岸。由于海坛岛的基岩不断遭受风化作用的侵蚀和生成，形成了各种自然景观和地质构造景观。 
海坛岛(Haitan Island)是福建省的第一大岛，又名平潭岛，是平潭主岛，它由 126 个岛屿组成。面积

274.33 km2，位于福州市东南部，东临台湾海峡，西濒海坛海峡，经纬度位于北纬 25˚15′~25˚45′，东经

119˚32′~120˚10′ [11]。海坛岛处在南亚热带北界，气候温暖，水质肥沃，生物资源丰富，为鱼类繁殖和渔

场形成提供优越环境。海坛岛上拥有大量人文景观，岛上寺庙多是明清时代建造，石构为主，简单粗朴，

不雕不藻。主要有：五福庙，又名威灵公庙，在潭城镇五福庙街西侧。西辕门上石匾刻“五福境”，外

有 24 级阶石。门内楣处书“平潭古迹”，门立于已隐蔽的平坦巨岩上，为“平潭”地名之来源，1982
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次海坛岛还保留多处古人类遗址，以及多为明清时期抗倭抗清的古营寨、

烟墩、烽火台等军事遗址。古营寨有 10 余处，分布于平原、苏澳、北厝、敖东等乡镇，多数已毁，残址

犹存。这些都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海洋遗址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 
但由于近代遭受人为砍伐影响，建设工厂、住宅，原生植被多遭破坏[12]。除此之外海洋污染问题对

渔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人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向海洋排放的污染物越来越多，例如工厂废水，生活

污水等，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海岸水域受到污染，鱼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从而降低海洋渔

业的产量。 
从目前全球海洋世界遗产申报趋势来看，越来越多国家地区会加大申报海洋世界遗产的力度。因此，

我们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以及申报上要加大资金投入，海坛岛作为已经入选海洋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地

区，拥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其文化与自然历史悠久，是有力的申遗对象。以下提出几点申遗建议：1) 加
大资金投入海坛岛保护力度，海坛岛资源丰富、物种多样，已经具备海洋世界遗产申报的初步条件。但

海坛岛一直以来与人类活动联系密切，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对海坛岛的

海洋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加大海坛岛保护力度是不可缺少的。2) 针对海坛岛现阶段情况，出台相应治

理的法律制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海洋遗产的评定标准接轨，完善目前我们还

有待完善的规章制度，此外，还应该严格执行海洋禁渔期，保护鱼类正常生长与繁殖，以确保海洋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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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申遗工作应以“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为准则，反映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的多样性。构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 for a 
Representative, Balanced and Credible World Heritage List) [7]。 

4.2.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实施与建议 

1) 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和责任制度[13] [14]，促进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的建设，加强海洋生态和环境管理制度和监管能力的建设，建立。开展多部门联合的监督检查和执法专

项行动。制定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投资保障、严格监督和评估、加强公共关系和指导等组织保证措施。

严厉管控围填海，严厉打击非法采挖海砂等违法用海行为。 
2) 严格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实施增值放流工作[15]。人工增值放流是指人工方法直接向海洋、湖

泊等天然水域投放渔业生物的卵子、幼体或成体，以改善水域群落结构优化水域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许多沿岸地区已开展多年鱼类人工增值放流工作，但此做法会造成生态风险，

如影响生态系统的耐受性、对增值水域野生种群的影响等。因此，在做法上应充分考虑增殖水域生态系

统的承载能力，注重其结构和功能的维持和稳定，实现捕捞渔民增加收益及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 
3) 宣传海洋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公民保护海洋意识[16]。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其中包括上文中

提到的沙滩垃圾问题。在我国绝大部分的海滩旅游景点均受到人为丢弃沙滩垃圾的环境影响，政府不仅

在沙滩环境清理方面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其中不乏包装袋，塑料袋等随海浪卷入海洋，危害海洋生物

的生命。因此，在社会上要广泛深入地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让

群众意识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当今人类的共同责任。 
4) 合理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各级政府不能只注重眼前发展而追求过度开发海洋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

应该以长远发展作为目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海洋资源的保护，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积极做到人类

与海洋共处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结语 

截止至 2022 年，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一项海洋世界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也体现出我们国

家在申遗海洋世界遗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海洋环境与资源遭到破坏。为此以海

坛岛为例，以立法为基础，与其他国家所颁布的海洋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比，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采取有效行动，实施相关措施最终达到海洋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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