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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

系统，进一步协调和规范海岛开发行为，科学开发利用海岛资源，

推进实施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岛综合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岛保护法》、《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

结合褚岛自身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现状，以及《远遥浅海

科技湾区功能区划》赋予褚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中岛

基试验区的职能，在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和绿色

低碳的发展理念，明确规划期间褚岛保护和利用目标，划定海岛

保护和利用空间分区，为后续管理部门对褚岛的开发和利用使用

活动提供依据。

1.2 规划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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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7）

（6）《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2003）

（7）《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2016）

（8）《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18）

（9）《关于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2017）

（10）《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4）

1.2.2 相关规划

（1）《全国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 ）》

（2）《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2-2020）》

（3）《山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8-2020年）》

（4）《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5）《山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2016-2020年）》

（6）《山东省黄海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2016—2020年）》

（7）《海洋强省建设行动计划》（2022）

（8）《威海市海洋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9）《远遥浅海科技湾区功能区划》（2022）

（10）《威海市褚岛保护和利用规划（2011-2020）》

1.2.3 技术规范

（1）《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指导意见》（2011）

（2）《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报

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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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管理办法》（2016）

（4）《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测量规范》（HY/T 250-2018）

（5）《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指南》（2013 版）

1.3 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褚岛岛陆及覆盖于岛基上部的海域部分，

其中岛陆面积 0.1722平方公里，海岛岸线 2.68公里，以及从海岸

线向海延伸 500米范围内，总面积约 3.15平方公里。

1.4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准年为 2021年，规划期限为 2022~2026年，展望期

至 2030年。

第 2章 基本情况

2.1 经济地理概况

2.1.1 地理位置

（1）地理坐标位置

褚岛位于威海市孙家疃镇以北海面约 3.7公里处，南面是著名

的威海北部沿海风景区。南北长 0.82公里，平均宽度 0.21公里。

岛高 68.5米，岛岸线长 2.68公里, 是威海北部沿海第二大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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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 2011年 4 月公布的首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以

“天然钓鱼台”著称于世。褚岛地理位置如图 2-1所示，地理坐标

位置为 37°34’N，122°04’E。

图 2 - 1 褚岛地理位置图

（2）行政区域位置

褚岛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城区北部，环翠区孙家疃镇以北、葡

萄滩港湾西北侧海面约 3.7 公里处，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距大

陆最近点远遥嘴 1.4公里。

2.1.2 社会经济状况

（1）威海市

威海，别名威海卫，山东省辖地级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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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北与辽东半岛遥相呼

应，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西与烟台接壤。东西最大横距 13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81 公里，总面积 5799.84 平方公里，其中

市区面积 2607.28 平方公里（含文登区）。截至 2021年，全市下

辖 2个区、代管 2个县级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月 1日零时，威海市常住人口为 290.65万人。

2021 年，威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3463.93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49.17亿元，

同比增长 7.4%；第二产业增加值 1355.13亿元，同比增长 7.7%；

第三产业增加值 1759.63亿元，同比增长 7.3%。三次产业结构为

10.1：39.1：50.8。

（2）环翠区

环翠区，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

环海，东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总面积 387.39平方千

米 。下辖 5个街道、4个镇。

环翠区是威海市政府驻地、威海市的中心城区。环翠区旅游

资源丰富，境内有旅游景区（点）10 多处，其中华夏城为国家

AAAAA级景区，仙姑顶、海滨生态风情带·“侨乡号”游轮为国

家 AAAA 级景区，里口山、半月湾、羊亭河湿地公园为 AAA 级

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 2 处，分别是环翠省级旅游度假区和北海

省级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以“海、岛、滩、湾、泉、山”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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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全区拥有 43千米海岸线，沿线沙滩细腻绵延，海水碧蓝清澈，

比较好的沙滩有葡萄滩海水浴场、半月湾海水浴场等。人文资源

以秦汉文化、民俗文化、道教文化、甲午文化、英租文化为代表。

截至 2021年末，环翠区常住人口 47.05万人。2021年，环翠

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2.47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6.95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34.2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71.29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为 8.3：30.4：61.3。

2.2 自然资源概况

2.2.1 土地资源

褚岛自然岸线以上投影面积为 0.1722 平方公里。岛上植被

丰富，植被覆盖率高。

2.2.2 岸线资源

褚岛岸线长 2.68 公里，除北侧码头为人工岸线外，其余岸

线均为自然岸线，岛体周围水深 5-20米，20米等深线距岸很近，

褚岛周围海域等深线如图 2-2所示。在褚岛西北和东南方向各分布

有一独立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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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2 褚岛周围海域等深线图

2.2.3 自然生态资源

（1）植物资源

褚岛土壤类型为棕壤类的棕壤性土，土属为酸性岩类，土种

为极薄层(15cm)硬石底的石渣土。岛上植被丰富，植被覆盖率高，

有黑松、刺槐、紫穗槐木本和艾蒿、荻、狗尾草等草本植物，以

马毛松和灌木为主要绿化品种。岛上植被几乎覆盖全岛，大型乔

木较少。

（2）生物资源

褚岛周围海域水质条件好，岛周边礁石密布，海岛礁区生物

资源丰富，海底有皱纹盘鲍、刺参、海胆等海珍品和牙鲆、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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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贵鱼类，浅层海水中是海藻和贝类，海水资源能具有较高的

使用价值。

2.3 生态环境概况

2.3.1 地形地貌

褚岛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由三座小山丘组成，

山体坡度较大，土层薄，质地粗，水土流失严重，岩性与刘公岛

大体相似，主要Ⅲ-65为斜长片麻岩和浅粒岩。侵蚀海岸特征明显，

属于基岩岛，多峭壁，不易攀登。海底沉积物在近岸带主要为粗

砂和砾石，浅海部分以粘土质粉砂为主。另外有些细砂分布在褚

岛的东南海域，还有一些砂—粉砂—粘土为砂泥之间的过度带沉

积。岛北面是临海壁石，地势较陡。

2.3.2 气候特征

褚岛地处山东半岛，属于北方暖温带季风气候区，海洋性气

候特点显著；年平均温度约 12.7℃，年降水量在 750~850毫米之

间，年均相对湿度在 70％以上；年日照时数在 2500~2700小时之

间，年平均风速为 4~6米/秒，年均雾日 200天；冬季盛行北到西

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冰期从 11月下旬至翌年 3月底。旱、涝、

风、雹、低温、霜冻等气象灾害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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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护利用概况

2.4.1 已有开发利用状况

褚岛目前已建有渔船登岛码头、监控摄像头、数间看护水产

养殖临时用房、修建有长约 2 公里的硬化环形公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数个试验设施；岛上无长期定居人口，有临时看护水产

养殖人员居住。

（1）海岛标志碑

岛上建有海岛名称标志碑如图 2-3所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1年 9月设立，位于码头东侧。

图 2 - 3 海岛名称标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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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码头

褚岛南侧建有一座直立式码头如图 2-4所示，可供小型船舶临

时靠泊，码头占用岸线约 30米，目前正在使用。

图 2 - 4 褚现有岛码头

（3）房屋

褚岛南侧建有 4处房屋，如图 2-5所示，目前有看护水产养殖

人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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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5 褚现有房屋

（4）试验设施

褚岛最高点及北部位置现建有雷达站、气象站、对海试验平

台等试验设施，如图 2-6所示，现有科研人员登岛进行相关试验与

设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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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6 褚岛现有试验设施

2.4.2 已有海岛保护、修复等活动状况

国家海洋局 2011年 4月公布的首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

褚岛被划定为无居民海岛，《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2-2020年）》、

《威海市褚岛保护和利用规划（2011-2020）》均对褚岛进行了相关

的保护和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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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规划目标

3.1 重要相关规划对该岛的功能定位

3.1.1 海岛保护规划

（1）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无居民海岛应当优

先保护、适度利用。根据各个海岛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

对策措施，科学选择开发利用模式，合理利用海岛资源；根据海

岛的区位、资源与环境、保护和利用现状、基础设施条件等特征，

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实际，对海岛保护实施分类、分区指导与管理。

其中，无居民海岛应当优先保护、适度利用。按照无居民海

岛的主导用途，分别提出海岛保护的总体要求：

公共服务用岛，支持利用海岛开展科研、教育、监测等具有

公共服务性质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公共服务活动的

正常开展，禁止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公益设施；开展公共服务活动

应当控制建筑规模，不得造成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破坏。

旅游娱乐用岛。倡导生态旅游模式，突出资源的不同特色，

注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协调，各景区景观与整体景观相协调，

旅游设施的设计、色彩、建设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合理确定海岛

旅游容量，落实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严格保护海岛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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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提高植被覆盖率；鼓励采用节能环

保的新技术。

（2）威海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

根据《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2-2020年）》，褚岛属于“刘

公岛岛群组团”，且规划对褚岛进行了单独说明：褚岛已列入全国

首批“无居民海岛开发名录”，地理位置优越，定位为旅游娱乐用

岛，建设旅游度假村和游艇俱乐部，开展海岛自然生态观光、海

上风景观光和海洋休闲旅游等，兼容公共服务、农林牧渔等功能，

建设海洋环境监测装备海上试验场，打造海洋科研基地；建设人

工生境，恢复渔业资源，为发展旅游奠基。

（3）威海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

根据《威海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2015-2025年）》，

褚岛作为公共服务用岛：以公共服务为主，在严格保护海岛测绘

标志、灯塔等公共服务设施基础上，可适度兼顾旅游娱乐、农林

牧渔业等功能。加强海岛公共服务设施的保护，支持利用海岛开

展科研、教育、防灾减灾、测绘、观测等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活

动；加强公共服务海岛的规划，合理设置海岛助航导航灯塔或灯

柱、气象观测站、水文观测站、测速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公共服务活动的正常开展，禁止损毁或者擅自

移动公益设施。公共服务用岛在保护海岛公共服务设施的前提下，

经严格论证，可适度发展旅游娱乐、农林牧渔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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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游娱乐用岛：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拓展旅游娱乐海岛

的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带动周边旅游产业发展，同时适当兼顾

与旅游产业链相关的项目，兼顾公共服务、农林牧渔业等功能。

3.1.2 其他规划

2022年 4月，威海市政府对外公布《远遥浅海科技湾区功能

区划》， 褚岛作为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中“岛基试验区”

的核心部分（如图 3-1所示），将承担对海试验观测、指挥控制及

数据转接等重要任务。

图 3 - 1 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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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褚岛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3.2.1 功能定位

根据《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2-2020年）》，褚岛定位为旅

游娱乐用岛，兼容公共服务、农林牧渔等功能。

根据《威海市褚岛保护和利用规划（2011-2020）》，褚岛定位

为滨海生态旅游岛。

根据《威海市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2015-2025年）》，

褚岛划定为公共服务用岛、旅游娱乐用岛。

因此，褚岛功能定位为公共服务用岛兼容旅游娱乐用岛。

3.2.2 发展目标

将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中“岛基试验区”的科技因

素与蓝贝海洋科学中心中“海洋科技馆”的文化和科普教育因素

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文化和旅游发展，通过创新商业

模式“科技+旅游”的运营布局，将褚岛打造成集“科技+文旅”

为一体的“褚岛科技岛”，构建湾区差异化经营特色品牌，最终在

全国层面形成“无居民海岛保护利用“及“近岸科技文旅岛建设”

示范样板。

3.3 褚岛开发建设控制目标

根据《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指南》（2013 版），对褚

岛提出以下开发建设控制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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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岛定位为公共服务用岛兼容城旅游娱乐用岛，开发建设应

优先满足其作为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岛基试验区”等试

验设施建设规划需求，兼容旅游娱乐设施建设需求。

公共服务设施及旅游娱乐设施建设区域：建筑密度小于 40%，

容积率小于 1.5，建筑高度小于 25m。

3.4 褚岛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3.4.1 自然岸线保有率

褚岛目前除南侧码头位置为人工岸线外，其余均为自然岸线，

岸线相对稳定，对保护褚岛岛陆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褚岛南侧目前已有岸线开发利用，修建了一座码头，供小型

船舶临时靠泊，总计占用岸线约 30 米。目前自然岸线保有率为

98.8%。海岛的后续开发建设应注重自然海岸线的保护，开发建设

之后，褚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70%。

3.4.2 植被覆盖率

褚岛植被覆盖率较高，全岛植被覆盖率 90%，除因先前认为

活动建筑造成岛上部分区域植被遭到破坏之外，岛上大部分区域

保持了海岛原生植被。为保护海岛的自然资源、典型生态等，保

持海岛植被原生态，不得破坏，严格保护区域内植被覆盖率不低

于 83.5%。适度开发区域植被减少的面积不能超过全岛植被面积的

30%，全岛植被覆盖率不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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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用岛方式

褚岛用岛方式为中度利用式。褚岛的自然岸线属性改变率需

小于 30%；海岛表面积改变率需小于 30%；海岛岛体体积改变率

需小于 30%；海岛植被破坏率需小于 30%。

第 4章 保护和利用空间布局

4.1 岛陆空间功能布局

4.1.1 岛陆空间功能分区总体情况

依据相关规划区划，结合褚岛及周边海域的自然地理、生态

环境、资源条件、开发利用现状及后续开发规划等因素，将褚岛

的岛陆规划为严格保护区域、限制利用区域和适度开发区域。

严格保护区域位于褚岛西北侧和东南侧两处独立岛礁，主要

保护对象为岛礁上原有景观雕像以及基岩岸线。

限制利用区域位于褚岛南侧，主要保护对象为现有临时房屋

及培育生态环境，仅允许公益设施更新、景观塑造及观光道路等

生态休闲设施建设的轻度或原生式利用。

适度开发区域贯穿褚岛南北，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试验设施、

保障设施及旅游娱乐设施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褚岛岛陆空间功能分区布局如图 4-1所示，各空间功能分区坐

标点位如表 4-1所示，严格保护区域、限制利用区域和适度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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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各分区面积基本统计数据如表 4-2所示。

褚岛总投影面积约为 172200平方米，其中严格保护区域面积

1850平方米，占整岛总面积的 1.07%；限制利用区域面积 9766平

方米，占整岛面积的 5.67%，适度开发区域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区域面积 84998平方米，占整岛面积的49.36%；旅游娱乐设施建

设区域面积 75586平方米，占整岛总面积的 43.90%。

图 4 - 1 褚岛岛陆空间功能分区布局图

表 4 - 1 褚岛岛陆空间功能分区坐标点位

坐标点① 122°04′50″, 37°34′17″

坐标点② 122°04′41″, 37°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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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点③ 122°04′42″, 37°34′13″

坐标点④ 122°04′43″, 37°34′14″

坐标点⑤ 122°04′46″, 37°34′12″

坐标点⑥ 122°04′45″, 37°34′10″

坐标点⑦ 122°04′32″, 37°34′24″

坐标点⑧ 122°05′00″, 37°34′08″

表 4 - 2 褚岛岛陆空间功能分区面积统计

序号 功能区类型 面积（平方米） 占比（%）

1 严格保护区域 1850 1.07

2 限制利用区域 9766 5.67

3 公共设施建设区域 84998 49.36

4 旅游娱乐设施建设区域 75586 43.90

合计 17220 100

4.1.2 各分区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或开发建设要求等

褚岛岛屿面积较小，植被覆盖率较高，生态系统脆弱。针对

严格保护区域、限制利用区域和适度开发区域，提出以下要求：

（1）严格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区域要求保持海岛植被原生态，不得破坏区域内植

被。对于已造成破坏的区域，应及时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修复工程。

（2）限制利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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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利用区域主要用于保护或培育生态环境，维护公益设施

的结构安全和效能发挥，允许公益设施更新、景观塑造及观光道

路等生态休闲设施建设的轻度或原生式利用，经批准废弃的公益

设施可用于生态景观建设。

（3）适度开发区域开发建设要求

适度开发区域开发建设主导类型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区域，

用于试验基础设施、通信保障设施、对海观测设施、气象监测设

施和设备保障设施等的建设。兼容类型为旅游娱乐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用于科技体验设施、休闲旅游设施、滨海观光设施、服务

保障设施及水电供应设施等的建设。

褚岛的用岛方式为中度利用式，需满足海岛自然岸线属性改

变率小于 30%，海岛表面积改变率小于 30%，海岛岛体体积改变

率小于 30%；海岛植被破坏率小于 30%。

褚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因岛制宜，发挥褚岛优势和特色，

合理规划适度开发区域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应严格论证，充分利

用褚岛原有地形，尽量避免严重改变褚岛原有地形地貌的活动。

严格限制岛上人工建筑设施的建筑总量以及与海岸线的距离，并

使其与周围的植被景观相协调。适度开发区域规划建设的建筑密

度、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应满足相应规范的要求。建筑密度要求不

大于 40%。

褚岛开发利用产生的污水、废水应进行达标处理，水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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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T 17108-2006）等国家和地方相关

标准后方可排放。并在海岛开发过程中，设置环境和水质监测设

备，通过对比保证周边海域水质应不低于原有水质的质量，海洋

沉积物质量应不低于原有沉积物的质量，海洋生物质量维持现状

水平。

褚岛开发过程中，严禁在海岛弃置、填埋固体废弃物。固体

废弃物应外运出岛，也可按照规定采用无害化处理方式进行处置，

处置率应达到 100%。其中危险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必须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GB 18484）等国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

处置，必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等国家标准。

4.2 海岛岸线管控布局

4.2.1 岛海岛岸线管控总体分类情况

褚岛岸线管控分为严格保护岸线、限制利用岸线以及适度开

发岸线三类。岸线管控布局见附图 1，严格保护岸线、限制利用岸

线以及适度开发岸线基本统计数据如表 4-3所示。褚岛岸线总长度

2680米，其中严格保护岸线长 650 米，占总岸线的 24.25%；限制

利用岸线长 650米，占总岸线的 74.63%；适度开发岸线长 30米，

占总岸线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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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褚岛岸线管控统计

序号 功能区类型 长度（米） 占比（%）

1 严格保护岸线 650 24.25

2 限制利用岸线 2000 74.63

3 适度开发区域 30 1.12

合计 2680 100

4.2.2 各类岸线保护要求或开发建设要求等

（1）严格保护岸线

严格保护岸线长 650米，位于褚岛西北侧和东南侧独立礁体

围绕及岛屿本体对应位置。保护岸线禁止构建永久性建筑物、围

填海、开采海砂、设置排污口等损坏海岸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

活动。

（2）适度开发岸线

适度开发岸线长 30 m，位于褚岛北侧现有码头位置，用于高

桩式码头的新建与原有码头扩建。

（3）限制利用岸线

限制利用岸线长 2000米。除严格保护岸线和适度开发岸线之

外的岸线均界定为限制利用岸线。要求严格保护海岛自然岸线，

严格控制改变海岸自然形态或影响海岸生态功能的开发利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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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周边海域管控布局

褚岛周边海域管控划分为严格保护海域、适度开发海域和限

制利用海域三类。海域管控范围为从海岸线向海延伸 500米范围

内，总面积约 3.15 平方公里。周边海域管控位置示意图如图 4-2

所示，各坐标点位如表 4-4所示，面积统计如表 4-5所示。

严格保护海域面积 0.258平方公里，占管控海域面积的 8.190%，

位于褚岛西北侧和东南侧独立礁体围绕及岛屿本体对应位置。严

格保护海域严禁开展任何形式的用海活动。

适度开发海域面积 0.0015 平方公里，占管控海域面积的

0.048%，位于褚岛现有码头位置向海延伸处，用于登岛码头的扩

建。

除严格保护海域和适度开发海域外的其他海域划为限制利用

海域。限制利用海域面积 2.8905 平方公里，占管控海域面积的

91.762%。该区域严禁开展明显改变海岛冲淤环境的用海活动，严

禁开展与海岛功能定位相冲突的用海活动，严禁危害海岛生态环

境的用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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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2 褚岛周边海域管控布局图

表 4 - 4 褚岛周边海域管控坐标点位

坐标点① 122°04′52″, 37°34′06″

坐标点② 122°04′32″,37°34′24″

坐标点③ 122°04′30″,37°34′30″

坐标点④ 122°04′25″,37°34′22″

坐标点⑤ 122°05′00″,37°34′08″

坐标点⑥ 122°05′09″,37°34′11″

坐标点⑦ 122°05′09″,37°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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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褚岛周边海域管控区面积统计

序号 功能区类型 面积（平方千米） 占比（%）

1 严格保护海域 0.258 8.190

2 限制利用海域 2.8905 91.762%

3 适度开发海域 0.0015 0.048%

合计 3.15 100

第 5 章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5.1 保护措施

相关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褚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褚

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科学合理进行海岛建设项目的空间布局，

严格控制海岛开发面积、开发方式等，制定保护海岛保护区生态

系统的制度和措施，减少开发活动对海岛的自然形态、资源生态

造成影响，以达到依法用岛、科学用岛和有效用岛的目的。

5.2 监督责任

相关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海岛保护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

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海岛保护工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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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有破坏海

岛的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并按海岛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

罚。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1）监督用岛单位对褚岛保护对象的保护

① 褚岛位于适度开发区域的保护对象有海岛名称标志碑、景

观雕塑、历史遗留山洞、营房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在褚岛开发利

用项目建设之前督促用岛单位完成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

② 对位于严格保护区域和限制利用区域内的珍稀动植物，相

关主管部门应在开发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定期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严禁用岛单位破坏岛上珍稀动植物。

（2）监督海岛开发利用项目类型

褚岛定位为公共服务用岛兼容旅游娱乐用岛，岛上开发项目

应符合海岛功能定位。在实际开发利用之前，用岛单位及相关部

门必须做好基础调查，科学地做好具体方案的编制工作。开发建

设期间，海岛的利用项目应严格根据《威海市褚岛保护与利用规

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3）监督用岛面积和项目建设时序

用岛单位应严格控制用岛面积。褚岛的开发建设必须依据经

批准的《威海市褚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合理安排建设项目的空

间布局和建设时序。优化使用海岛开发利用空间，为后期开发留

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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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督用岛单位对海岛岸线的开发利用

强化保护褚岛的海岛岸线。监督用岛单位对适度开发岸线的

合理利用。海岛开发利用应避免破坏自然岸线资源，鼓励开展海

岛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和护岸工程。岛上建筑物和设施距离海岸

线一般应大于 20m。

（5）监督用岛单位对海岛地貌和生态的保护

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监理；加强开发建设

过程中对褚岛地形地貌的保护。禁止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地表植被

的滥砍滥伐，开发建设施工应尽量减少破坏原有植被，禁止就地

取材。

（6）监督项目建设实施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

针对工程施工期间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废水污染、固体

废物等，应制定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小污染程度。大

气污染主要来自风力扬尘，可通过保持场地清洁、洒水保证场地

土壤的含水率等手段，控制大气污染程度；噪声污染达到现行国

家标准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

的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开发

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和排放；固体废

物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处理、处置，禁止在海岛上弃置或向周

边海域倾倒。

（7）监督用岛单位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应采取防灾减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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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岛整体植被覆盖率较高，因此在开发活动中对森林火灾要

有应急预案。应做好森林防火安全意识工作，禁止施工人员在丛

林内吸烟以及野外用火，切实做好防火防灾准备。海岛上建筑物

的选址以及建造必须充分考虑抗风性，尽量减少台风对海岛生态

的破坏和对项目运营的影响。

5.3 相关单位或用岛者承担的义务

用岛单位应了解和遵守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保

护海岛的意识，保护褚岛及周围海域的生态系统。项目的开发建

设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用岛单位在利用海岛时，应

尽可能采用集约、节约用岛的方案，将对海岛环境和生态影响减

到最低，尽量维持岛体原貌，特色植被、原始岸线等，尽可能减

少项目施工和运营对褚岛周边海域环境和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积

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做好海岛保护的监督检查工作。

5.4 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管控的协调途径或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海域

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

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因此，周边海域的开发利

用应在海域使用人根据相关规定取得海域使用权之后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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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褚岛保护与利用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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