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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策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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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位于深圳经济特区的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是 城 市 边 缘 一 块 不 可 多 得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宝

地。面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市区 的 不 断 扩 张，福 田 自 然 保 护 区 正 承 受 着 来 自 各 方 面 的 巨 大 压 力。

如何在积极推动保护区立法的同时，通过开放式生物多 样 性 保 护 管 理，主 动 参 与 地 方 经 济 建 设，实 现 与

周边社区、地方政府和各相关社会利益集团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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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自 $%"% 年开始建设至今，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3>>

多万人口的新兴的现代化大城市。深圳的建设者们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在城市腹地保留了一大片绿地，并建立了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这一具远见卓识的举措，加强了深

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之窗的魅力，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探讨这个位置

特殊的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和管理策略，有助于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辨证关系，寻求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途径，以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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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状

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是广东内伶仃 # 福田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一 部 分，建 于 $%&’ 年 ’ 月。$%%(

年 $! 月重新调整的红线范围总面积为 )*(+ * ,-!（ 其中陆域面积 $)%+ & ,-! ）。该 保 护 区 的 功 能 是 保 护 鸟 类

及其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位于南亚热带海岸水陆交错地带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

它保存了各种类型生物的生存环境，为许多珍稀 濒 危 动 植 物 物 种 提 供 了 生 息 场 所。该 保 护 区 有 高 等 植 物 ’$

科 %& 种，其中红树林植物 $! 科 !! 种；鸟类 $& 目 ’’ 科 $&% 种，列入我国重点保护的鸟类有 !) 种；两栖爬行动

物 )$ 种；哺乳动物 $. 种；此外，还有大型底栖动物 &* 种；昆虫 %* 种；藻类 $$( 种［$，!］。

该保护区东北侧高速公路以外 $&// - 范围内是沙嘴村、沙尾村、上沙村和下沙村等村民修 建 的 住 宅 区，

人口约 ’."/// 人。国家征 用 了 他 们 原 来 赖 以 生 存 的 土 地（ 包 括 田、塘、滩 涂）后，这 些 村 民 已 不 再 从 事 农、

副、渔业生产，而转为城市居民从事股份公司的经营工作。管理体制也由村委会改变为居委会。保护 区 西 北

侧滨海大道以外 *// - 范围内，有约 (/// 个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口从事加工、商贸、种植和养殖业等。在 红 树

林外海滩上还有数十人的捕捞队伍常年从事捞捕鱼虾的活动。

保护区设立了科研室、派出所和管理站，现拥有一支 !. 人的科研和管理队伍。市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投

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保护区的基础设 施 建 设，购 置 巡 逻 车、通 讯 设 备、科 研 仪 器、供 水 供 电 设 施 和 消 防 器 材 等。

近几年，保护区与多家大学和科研单位联合开展了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恢复与发展、鸟类生态学、保护 区

总体规划研究、环境监测及影响评估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

)" " 现行保护区管理体制的缺陷与问题

!" #$ 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分离

由于深圳市政府只设有农业局负 责 农、林、渔 等 方 面 的 事 务，因 此，福 田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行 政（ 包 括 人、财、

物等）方面的工作由深圳市农业局代管；而根据国家关于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归口林业部门管理

的规定，保护区业务方面的工作则由广东省林业厅负责。在我国政府各级部门按业务系统垂直进行管理的情

况下，农业系统管理保护区的行政，林业系统管理保护区的业务，这样不仅使保护区整体工作无法协调一 致，

而且常常导致保护区与业务主管部门 的 脱 离，上 级 业 务 部 门 的 有 关 方 针 政 策 不 能 通 过 正 常 渠 道 迅 速 下 达 到

保护区，保护区有关业务管理情况也难以及时向业务主管部门反映，造成业务管理上的不顺畅。

!" %$ 土地管理权与使用权分离

自保护区建立以来，拥有对区内土地的管理权，但土地使用权长期不明确。保护区内原居民的土 地 被 政

府征用后，未及时完成征地手续，使土地使用权属不明确。长期以来，某些部门、地方社区和外来人员 在 保 护

区非法占用土地，曾一度使保护区范围内有事业机构、公司、工厂、农场、养殖场和码头等单位达 *) 个之多，无

户籍、无固定职业、无合法证件的人 员 共 $/// 余 人 在 保 护 区 内 搭 建 茅 屋、猪 圈、鸡 棚。保 护 区 管 理 处 出 面 管

理，常常由于土地使用权和经济赔偿等问题而无法解决。红树林周边的沙嘴码头，装卸货物的车船来来往往，

码头附近居住的民工约 $./ 人，严重地影响着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

土地使用权不明确使得某些部门在 保 护 区 内 各 行 其 是，有 的 擅 自 批 准 当 地 居 民 或 外 来 企 业 到 保 护 区 内

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甚至在滩涂设网捕鱼捞虾；有的把保护区土地作为备用荒地，随时规划作它用而不与保护

区管理部门磋商。土地管理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使保护区管理机构无法实行有效的管理。

!" !$ 经济建设与自然保护对立

深圳市政建设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除了原有规划陆地外，开始开发利用海岸的基围鱼塘和

滩涂，从而导致红树林湿地因土地利用方式的巨变而受到巨大的冲 击 和 威 胁。在 此 背 景 下，保 护 区 的 土 地 与

红树林不断被蚕食和毁坏。新洲河排洪工程、高速公路、保税区、广播电台发射塔、凤塘河（ 包括下沙避风港）

工程和滨海大道等建设项目侵占了保护区原红线范围内土地的 .)+ $’0 ，毁坏红树林 ’% ,-! 。湿地生态系统

的破坏、高楼大厦的林立、车辆往来的噪声和污染、填海造地工程及渔民赶海等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了鸟 类

的栖息环境，特别是陆域环境的恶化，使鸟类数量大幅度减少，其中陆鸟种类和个体数量的减少犹为明显。表

$ 列出陆鸟在 $%%) 1 $%%’ 年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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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陆鸟变化情况
!"#$% &’ (%)*+,-./ .0 *1$"/) #-2)3 -/ 4*,-"/ 5"/62.7% 8",*2% (%3%27%
’ ’ ’ 项目
’ ’ ’ 9,%: &;;< 年（=%"2） &;;> 年（=%"2） 减少量

(%)*+,-./
猛禽类（ 种） &> &? &>@
A2%B #-2)3（ 31%+-%3）
生境广布鸟类（ 种） &? && C@
A.$B,2.1-+ #-2)3（ 31%+-%3）
林地基围栖息觅食鸟类（ 种） DE <? >F@
G%- H"-3 #-2)3（ 31%+-%3）
陆鸟密度（ 只 I J:? ） <DD &KC KF@
L%/3-,B .0 $"/) #-2)3（ -/)M I J:? ）

陆鸟生物多样性指数 <M ><F? <M EF?& EM <DK&
N-.)-7%23-,B -/)%O .0 $"/) #-2)3
在保护区内繁殖鸟类（ 种） &F K FEM D@
N2%%)-/6 #-2)3 -/ 4*,-"/（ 31%+-%3）

珍稀鸟类（ 种） &< C <CM K@
("2% "/) %/)"/6%2%) #-2)3（ 31%+-%3）

总种类数（ 目，科，种） &E，?F，CD K，&;，KK KE@ ，<E@ ，<D@
!.,"$（ .2)%2，0":-$B，31%+-%3）
陆鸟数量（ 只） ;<>D D&EE <>M F@
8*:#%2 .0 $"/) #-2)3

#$ %" 法制观念淡薄与法的严肃性

多年来市政建设涉及到许多非法侵占保护区土地的工程，从规划到开工建设，都是由各部门报上级政 府

部门批准后实施的。位于保护区东部的沙嘴码头，原来仅是当地渔民出海和过境的通道，现已成为经营沙石、

砖瓦等建材的码头，严重影响了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多次要求取缔该码头，由于它可带来丰厚的经 济

利益，难以得到地方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某单位收取管理费后，允许外来人员到红树林滩涂捕捞鱼虾，使保护

区“ 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基地遭受严重损失。&;;C 年秋，某部门甚至批准个体企业在保护区范围的潮间

带大面积建立固定拦网，从事捕鱼生产。

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多次发 生 无 视 国 家 关 于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规 定 的 事 件 表 明，有 部 分 人 包 括 少

数政府官员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法律条文在他们眼里只是可以随便取舍的装饰，对他们有利的可以执行，不

利的就敢不执行。凡此种种说明，法的严肃性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未受重视。

>’ ’ 实施有效管理的策略

%$ !" 制定专门的法律和规章，依法管理自然保护区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唯一 一 个 地 处 城 市 市 区 的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在 保 护 管 理 上 有 自 己 的 特

点，它受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大，管理的强度和难度也特别大，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保护区又与

边防警戒区重叠，自然保护工作与边防工作如何协调管理，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中面临的前所未有

的新问题。另外，保护区的自身建设和 发 展 要 求 自 然 保 护 工 作 必 须 实 行 科 学 化、规 范 化、法 制 化 的 管 理。因

此，对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制定专门法律和规章依法管理，是刻不容缓的事。

&;;K 年 & 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依法保护福田红 树 林 鸟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决 议》。市 政 府 有

关部门开始对保护区进 行 总 体 规 划，力 争 在 保 护 区 的 管 理 中 取 得 最 佳 的 生 态 效 益、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F 年 &? 月，国务院批准了福田自然保护区的红线调整方案，促进了征地移交手续抓紧进行。至此，为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专门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C 年，深圳市法制局已将《 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

规定》列入当年立法计划，现已完成初稿的草拟工作。

%$ &" 自然保护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保护区是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激烈的 情

况下，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保护区应该从消极的单纯保护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为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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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管理自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

封闭式管理并非等于封闭式保护。前者是在保护区拥有明显的地界和隔离带，区内产权明晰的 情 况 下，

对外来人员进出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的依法管理。这种管理不排斥与当地社区的合作，而是在有利于自

然保护的前提下，努力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把他们吸引到自然保护事业中

来。后者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主张自我封闭的管理模式，实行单纯的资源保护，反对对保护区的资源进行可持

续利用。因此，前者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后者则是一种落后的思想观念。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陆地外围被高速公路和滨海大道所封闭，有利于实行封闭式管理。但如何通过有

效的生产经营项目带动保护区周边的经济发展，与当地社区形成融洽的合作保护和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是

保护区面临的重要课题。根据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城市中心区边缘的区位条件特点，有两种发展模式

可供选择，即生态旅游和基围鱼塘的可持续利用。目前，保护区已与沙嘴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基围鱼塘可 持

续利用合作的协议，与下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的协议，实施细节正在进一步探讨

和协商中。

!" #$ 成立保护区联合管理委员会，协调保护区与政府部门及周边社区关系

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现代方式是一种 开 放 式 的 保 护 管 理，其 目 标 是 通 过 开 放 式 的 保 护 管 理 发 展 同 政 府 各

部门、社会各界以及保护区周边各利益团体或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此，由深圳市政府牵头成立自然保 护

区联合管理委员会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管理形式。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保护区内、周边各有关单位以

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代表，如市环保、农、林、海洋和旅游等职能部门，保护区管理处、当地基层政府、公安边

防驻军和社区等。市政府主管环境保 护 的 主 要 官 员 主 持 联 合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工 作，负 责 召 集 会 议，协 调 关 系。

联合管理委员会应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商讨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联合管理委员会的设置与

职责应通过立法或制定专门章程得到保证。

!" !$ 利用保护区的科普教育功能扩大宣传，争取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只有发动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自 然 保 护 区，自 然 保 护 事 业 才 能 够 蓬 勃 发 展。而 要 得 到 这 种 关 心 和 支

持，必须使社会广泛认识到保护区对社会人群生活的重要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所在。因此，保护区应 花

大力气加强科普宣传教育的功能，利用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观鸟台、环志站等设施，采用现代化的

光、声、电、多媒体综合手段，向社会公众生动地展示有关自然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知识。针

对大、中、小学生开展生态旅游，把保护区变成他们的第二课堂，使他们获得深刻的感性认识，加深对自然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意义的理解。通过邀请政府官员、周边单位领导到保护区参观考察，争取他们对自 然

保护事业的重视和支持。还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媒介广泛宣传保护区，扩大自然保护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的传播。保护区可以联合教育部门引导青少年成立各种有生物学或生态学兴趣的团体，

如观鸟协会、红树林协会等开展了解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活动。另外，保护区还可以与企业合作，通过

设计一些与自然保护主题相关的有奖活动，使自然保护的科普教育更有生气，更丰富多彩。

!" " 结论

自然保护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管理艺术。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保护区把 自 己 的

形象、保护自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展示给社会；通过生态旅游，保护区为公众提供走进自然、认 识

自然、热爱自然的场所，号召公众支持自然保护事业；通过开放式的保护，保护区在保护的前提下，在合理规划

与科学管理的基础上，主动支持和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把当地群众吸引到自然保护事业中来。协调和协 作

是保护区管理中应采取的基本策略，成立保护区联合管理委员会是保护管理中值得探索和尝试的形式，依法

管理是实施保护区有效管理的核心，在国家大法的框架下，建立完善的有针对性的地方法规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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