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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作业对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

高X 宇，王X 卿，何美梅，解X 晶，赵X 斌"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X !$$5==）

摘要：!$$8 年 = > 8 月对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进行了多次社会经济情况调查，从这些调查中获取了目前东滩关于滩涂利用方

式、社会经济情况、现有社区管理模式及周边社区对崇明东滩的依赖程度等本底资料。研究表明，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的本地

居民对滩涂的依赖性很低：在总计 ==95 的滩涂作业人员中，崇明当地人仅占 9Y，他们获得的经济收入也仅占滩涂作业总收入

的 68Y，绝大多数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与东滩关系不大。然而，滩涂作业时间及区域与东滩鸟类活动有重叠，且滩涂作业人数众

多，对东滩鸟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破坏鸟类栖息地和减少鸟类食物来源，最终影响到鸟类的生存。因而通过对比

候鸟在东滩活动的时间生态位与滩涂作业时间及收入情况，提出有效管理与合理利用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资源的建议。

考虑到滩涂作业中存在的“转包”现象使得大部分经济收益被少数人非法获取，因此建议，在崇明东滩应当鼓励开发周边社区

产业，比如培育观鸟业，可让渔民尤其是外来人员由渔业捕捞向观鸟业过渡，从而可以实现滩涂利用方式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

业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应该调整滩涂的季节性作业格局，并依据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制定相关的保护及利用政策。

关键词：崇明东滩；滩涂利用与管理；社会经济调查；候鸟；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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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措施。近几十年来，

许多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资源被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的威胁，于是

纷纷建立自然保护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 ［>］。但是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人烟罕至的保护区不同，发展

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人口众多，例如中国平均每个保护区内定居人口近 >& ? 万人，周边社区人口 ?
万多人［N］。自然保护区相对来说是自然资源集中的地方，因而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仅有社区居民放牧、垦

植、捕捞等经济活动，还有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或参与的林业、矿业、旅游等资源开发活动［8］。在自然保护区管

理中，需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整合到自然保护区管理过程中，

这将会有利于保护和管理目标的成功实现。对于公众和决策者来说，最迫切希望知道的是：在保护区内进行

经济活动的作业人员是不是对自然保护区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是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当地人还是外来人员？

这些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是否合法？不同管理部门的管理权属是否重叠？［: O 9］

地处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中部的长江河口是全球 N8P 个生态热点区域之一［Q］，但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增

加，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内被破坏的鸟类栖息地面积已达到 PR ;7N，以致迁徙水鸟在崇明东滩的栖息、逗留

和越冬面临着困境［P］。因此，为了实现崇明东滩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之成为上海生态型城市的

形象窗口，必须有效管理崇明东滩。而有效管理的前提是要充分调查目前东滩关于滩涂利用方式、社会经济

情况、现有社区管理模式及周边社区对崇明东滩的依赖程度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管理模式

才能完善政府、部门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才能建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东滩。

)* 研究地概况

崇明东滩是崇明岛东部的滩涂，位于东经 >N>S?RE O >NNSR?E，北纬 8>SN?E O 8>S8PE之间。保护区的范围从

西南部的奚家港开始，沿 >T9P 年海堤向东拐北至北八效港为止。目前崇明东滩仍以每年 >RR O >?R 7 的速度

向外淤涨［Q，T］。崇明东滩地处北亚热带北缘，又濒临海洋，气候温和湿润，季风气候十分明显，夏季盛行东南

风，冬季盛行西北风。潮汐变化会引起滩涂生境的很大变化，从而影响到动植物的生存、习性和分布 ［T，>R］。

崇明东滩湿地是上海市最重要的优质自然资源之一，>TTN 年被列入《中国保护湿地名录》，>TTP 年经上

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鸟类自然保护区，NRRN 年被正式列入“拉姆萨国际湿地保护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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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001 年 2 3 1 月，对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进行了多次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目的是弄清崇明东滩鸟类自然

保护区目前的滩涂利用方式、社会经济情况、现有社区管理模式及周边社区对崇明东滩的依赖程度等本底

资料。

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来统计人口来源及组成结构，再根据人口资料确定样本数及样本

层次，然后进行不同方式的调查。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访谈、查阅文献资料等 2 种形式［4/，42］。

调查重点是滩涂作业人员对滩涂资源的利用情况及依赖程度。调查内容有社会调查（保护区及周边社

区的人口来源、结构组成等基本数据）、经济调查（在保护区内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崇明东滩资源的利用状

况、滩涂作业人员及周边社区对滩涂的依赖程度）和管理模式（目前滩涂作业人员的管理模式及合法性、滩涂

作业人员的态度）［5，4/］。

问卷采用客观性问题和开放式问题两种方式，二者相互补充。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基本情况（!滩涂作业

人员性别、年龄及籍贯；"家庭成员组成；#家庭中从事滩涂作业人数）、对滩涂资源的利用情况和依赖程度

（!家庭其他收入方式及每年总收入；"各季节作业内容、地点、方式、收入及年际变化；#滩涂作业收入占总

收入的百分比；$如果禁止滩涂作业，出路问题及所需的帮助）和管理合法性探讨（!进入滩涂作业需要的证

件，发放部门及费用，是否有证；"是替包工头打工还是个人承包；#若替包工头打工，收入如何；$若为承包 $
转包，费用为多少；%对有关部门的看法）。

图 46 崇明东滩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

7,+& 46 8!’ 9,:";,<=",). )> ?-,. ’().)?,( -(",@,",’: ). A).+"-. )> B!).+?,.+ C:*-.9

长江 8!’D-.+"E’ F,@’;；东海 8!’ G-:" H’-；陈家镇 B!’.I,- 8)%.；前哨 农场 J,-.:!-) 7-;?；北八!水闸 K’,<-L-) 7*))9+-"’；奚 家 港 水 闸

M,I,-+-.+ 7*))9+-"’；东汪沙水闸 A).+%-.+:!- 7*))9+-"’；团结沙水闸 8=-.I,’:!- 7*))9+-"’；东旺大道 A).+%-.+ F)-9；潮间带滩涂 8!’ ,."’;",9-*

E).’；大堤 8!’ :’- %-**

访谈分两种情况，一是与滩涂作业人员及周边社区居民进行非正式访谈来了解实际情况。本研究应用半

结构访谈方式进行，就是指有一定的采访主题和提前拟定的采访提纲，但在采访过程中又不局限于单一、狭窄

的主题，而是围绕主题向被采访者进行开放式提问，在和谐的气氛中，被采访者介绍经验，回忆过去发生的事

情，发表对过去或现在发生事件的看法、愿望的采访方式；二是同保护区管理处、堤防站、渔政、边防等管理人

员的交谈，同时参考了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提供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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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讨论

!# $" 作业人员来源及其收入对东滩的依赖性

/ / 表 0 列出了问卷调查中滩涂作业人员和收入的信息，从表中可以看出，本地居民对滩涂的依赖性很低：在

总计 1123 人的滩涂作业人员中，崇明当地人共有 453 人，仅占 26 ；崇明当地人从滩涂作业获得的经济收入总

量为 175 万元左右，仅占所有滩涂作业总收入的 076 。

表 $" 崇明东滩主要经济活动人员与来源及其收入情况（053 89-. :;<）

%&’() $" %*) +,-.-/&( ,).-+/&( 0-12,-’32-+/ +4 )5+2-6 4-1*),7)/，2*)-, 7&-/ )6+/+7-6 &62-8-2-)1 &/0 ’)/)4-21 -/ 9+/.2&/ +4 :*+/.7-/. ;1(&/0 （05

"!)9=-.>= 89-.）

作业内容

?().)@,( -(",A,",’=

崇明 B!).+@,.+

人数

CD’E9’.(F
收入

G.()@’

安徽 H.!9,

人数

CD’E9’.(F
收入

G.()@’

江苏 I,-.+=9

人数

CD’E9’.(F
收入

G.()@’

捕鳗苗（高脚棚）

?*A’D= J,=!,.+ A,- "’@#)D-* ().="D9(",).=
3 1 475 07K 475 07K

捕鳗苗（渔船）

?*A’D= J,=!,.+ A,- L)-"
27 17 M7 37 0055 7M2

捕蟹苗

BD-L*’" (-"(!,.+
07 435 5 5 5 5

钩蜞、钩蛏

H@#!,L,)9= (D-L= -.> "-+’*9= !))N,.+
M7 12 5 5 5 5

螃蜞落缸

O)" BD-LL,.+
47 15 5 5 5 5

捕海瓜子、黄泥螺

;)’D’**- ,D,L’=(’.，<9**-("- ’P-D-"- J,=!,.+
05 2 K55 33M 055 23

收割芦苇

:’’> !-DA’=",.+
5 5 4K5 402 5 5

总计 Q)"-* 453 175 0157 M22 0375 M5K

作业内容

?().)@,( -(",A,",’=

浙江 R!’S,-.+

人数

CD’E9’.(F
收入

G.()@’

其它 T"!’D

人数

CD’E9’.(F
收入

G.()@’

总计 Q)"-*

人数

CD’E9’.(F
收入

G.()@’

捕鳗苗（高脚棚）

?*A’D= J,=!,.+ A,- "’@#)D-* ().="D9(",).=
5 5 5 5 753 10K

捕鳗苗（渔船）

?*A’D= J,=!,.+ A,- L)-"
0K7 U1 5 5 0347 K7U

捕蟹苗

BD-L*’" (-"(!,.+
5 5 5 5 07 435

钩蜞、钩蛏

H@#!,L,)9= (D-L= -.> "-+’*9= !))N,.+
5 5 5 5 M7 12

螃蜞落缸

O)" BD-LL,.+
5 5 5 5 47 15

捕海瓜子、黄泥螺

;)’D’**- ,D,L’=(’.，<9**-("- ’P-D-"- J,=!,.+
5 5 455 04M 0505 232

收割芦苇

:’’> !-DA’=",.+
5 5 15 43 155 435

总计

Q)"-*
0K7 U1 415 074 1123 442M

同时，周边社区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对东滩的依赖程度也很低。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居民家庭收入与东滩

关系不大，滩涂作业总收入占崇明东滩周边社区乃至整个崇明县经济总量的比例都很小。据估算，4555 年崇

明东滩所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为 U& U7 亿元人民币，东滩滩涂作业所创造的产值与之相比，可谓微乎其

微［3，03］。虽然对于大多数滩涂作业的渔民来说，滩涂作业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家中均

有农田，因此生活本身是可得到保障的。而崇明本地的滩涂作业者几乎全部是 75 岁以上的老渔民，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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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崇明东滩周边社区的位置图

0 1,+& / 0 2!’ 3,4"5,67",). )8 "!’ 4755)7.3,.+ ")%.4 -" 9).+"-. )8

:!).+;,.+ <4*-.3

东滩 9).+"-.；前哨农场 =,-.4!-) 1-5;；陈家镇 :!’.>,- 2)%.；中兴

镇 ?!).+@,.+ 2)%.；向化镇 A,-.+!7- 2)%.；堡镇 B-)C!’. 2)%.；港

沿镇 D-.+E-. 2)%.

作业者的子女亦已成年，有其它经济收入，故生活也有

保障。

大多数渔民都表示希望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改善其

生活状况。当问及“如果出于保护鸟类的目的，政府不

允许在滩涂作业，你将怎么办”时，外地渔民因为家里

常常保留有农田，因此多数表示无所谓，而崇明本地渔

民除了部分表示无所谓外，部分认为政府不会不允许其

作业，仅有两名渔民表示生活难有出路。

当问及 “禁 止 滩 涂 作 业 对 您 的 家 庭 收 入 有 何 影

响？”时，各地区的回答如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从前哨农场到堡镇的周边社区，

居民家庭收入与东滩的关系都很小。统计结果表明，禁

止滩涂作业对家庭收入没有影响的居民显著多于影响

不大的居民（! F G& GH），而影响不大的居民既显著多于

说不清楚影响的居民（! F G& GH），又显著多于影响很大的居民（! F G& GH）。根据调查，崇明东滩周边社区居

民中，对东滩的不大了解的比例超过 IGJ ，甚至还有居民表示“没听过”。

表 !" 禁止滩涂作业对周边社区居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

#$%&’ !" #(’ $))’*+ ,- ./00,/-12-3 )$42&5 2-*,4’. 2) +(’ 60,(2%2+2,- ,) ’*,-,42* $*+272+2’. ,- 4/1)&$+. 2. 6’0),04’1

社区 K’+,).
问卷总量

2)"-* L7’4",)..-,5’4
没有影响

M) -88’("
影响不大

N,""*’ -88’("

说不清楚

9,88,(7*"
,."’5#5’"-",).4

影响很大

D5’-" -88’("

前哨农场 =,-.4!-) 1-5; H/ /O PQ I R

陈家镇 :!’.>,- 2)%. RO /S P/ / T

中兴镇 ?!).+@,.+ 2)%. RH /H PT / P

向化镇 A,-.+!7- 2)%. HG I/ PI P R

堡镇 B-)C!’. 2)%. R/ /R P R P

调查还表明，“转包”使滩涂作业所创造的经济收益有很大一部分被少数个人攫取。根据调查结果，在滩

涂上进行鳗苗捕捞作业的人员，均需向承包户缴纳上千元的转包费用。若未经许可进入包工头承包的区域进

行作业，还会遭到包工头的粗暴对待甚至毒打。另外，承包中还存在层层转包的现象，更加重了这一问题。

8& !" 滩涂作业对鸟类的影响

滩涂作业人员人数众多，并且作业时间和区域与鸟类活动有重叠，因此滩涂作业对鸟类有很大影响。鳗

苗、刀鲚、凤鲚、弹涂鱼、螃蜞、蛏子、土鸡、海瓜子和黄泥螺等鱼类与底栖动物均为鸟类的食源，滩涂作业人员

的大量捕捞就会影响到鸟类的食物来源［PH］。滩涂作业人员的走动和渔船的近海作业，干扰了水鸟的正常觅

食和休息。滩涂作业人员的践踏、在滩涂上放牧和从秋末到次年初春收割芦苇（!"#$%&’()* $+*(#$,’*）的活动，

都对滩涂植被造成很大影响，使水鸟的栖息地受到了严重破坏，而部分渔民在保护区内居住更是直接侵占了

鸟类的栖息地。此外，根据滩涂作业人员反映，每年春秋两季都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上的漏洞毒杀鸟类，

而这些不法分子很多都是滩涂作业人员，这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少数不法滩涂作业人员对鸟类生存构成

了巨大的威胁。

目前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内的各类经济活动时间与候鸟活动的时间如表 I。从表 I 可以看出，在各

类经济活动中，捕鳗苗、放牧、收割芦苇和捕捞海瓜子、黄泥螺对鸟类影响最大。这些经济活动在时间上与候

鸟来临和停留季节相冲突：捕鳗苗和收割芦苇与冬候鸟的来临和停留季节有冲突，捕捞海瓜子、黄泥螺和放牧

与夏候鸟有冲突。另外，结合图 P 的经济活动区域分布情况来看，这些经济活动区域与候鸟活动区域相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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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候鸟活动的时间生态位及各类经济活动时间与收入对照表

#$%&’ !" #(’ )*+,$-./*0 $+*01 2(’ 2’+,*-$& 0.)(’ *3 +.1-$02/，2.+.01 *3 4$-.*5/ ’)*0*+.) $)2.4.2.’/ 2.+’ $06 2(’.- %’0’3.2/

项目 /"’0
月份 1)2"!

3 4 5 6 7 8 9 : ; 3< 33 34
冬候鸟 =,."’> 0,+>-."? % % % % % % %
夏候鸟 @200’> 0,+>-."? % % % % % %
过境候鸟 A-??’.+’>? % % % % %

对候鸟的影响"

B!’ ,0#-(" ).
0,+>-")>C D,>E?

经济活动收入

B!’ D’.’F,"? F>)0
’().)0,( -(",G,",’?

捕鳗苗 H*G’>? F,?!,.+ & & & & & I I I I 3<98

捕 刀 鲚、凤 鲚 J),*,- ’("’.’?，J),*,-
0C?"2? F,?!,.+ & & & & & I 9<<

捕蟹苗 J>-D*’" (-"(!,.+ & I I 46<

钩 蜞、钩 蛏 K0#!,D,)2? (>-D? -.E
"-+’*2? !))L,.+ & & & I I I 58

螃蜞落缸 A)" J>-DD,.+ & & & & & & & I I I 5<

捕海瓜子、黄泥螺 1)’>’**- ,>,D’?(’.，

M2**-("- ’N->-"- F,?!,.+ & & & & & I I I I 868

捕弹涂鱼 12E?L,##’>? F,?!,.+ & & & & & & & & I I O 5<

抓土鸡 P-",G’ !’.? (-#"2>’ & & & & & I I O 5<

放牧 J-""*’ +>-Q,.+ & & & & & & & I I I I O 5<

收割芦苇 R’’E !->G’?",.+ & & & & & & I I I I 46<

S S "表中用 I 的多少表示影响程度，I 表示轻微影响，I I 表示有一定影响，I I I 表示影响较大，I I I I 表示影响非常大S B!’ .20D’> )F

?C0D)* I >’F*’("? "!’ E’+>’’ )F ,.F*2’.(’?& !" #" ，I 0’-.? ?*,+!" ,.F*2’.(’?，I I 0’-.? 0’E,20 ,.F*2’.(’?，I I I 0’-.? +>’-" ,.F*2’.(’?，-.E I I I

I 0’-.? ?’>,)2? ,.F*2’.(’?

在各类经济活动中，捕鳗苗的收益最大，超过了总收益的 3 $ 5，并且作业人员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近一

半（见表 3），分为搭建高脚棚作业和渔船作业两种。而搭建高脚棚作业的渔民捕捞鳗苗多在光滩或者浅水

区，这与多数"鹬类、雁鸭类及鸥类的主要活动区域相重叠［38］。渔船作业捕捞鳗鱼苗的活动通常在深水区，

这一区域的鸟类种类与数量均相对较少，因此，在深水区作业的渔船对越冬鸟类影响不大，但是由于部分船只

离光滩过近，马达声很大，对鸟类的活动亦有一定影响。

目前在崇明东滩，有部分养牛户在滩涂上放牧。放牧区域为捕鱼港以南至 ;:’大堤与 <3’大堤结合部，

放牧时间从 6 月下旬到 3< 月底。牛在东滩主要觅食藨草（$%!&’() *&!+(#*#&）和海三棱藨草（$%!&’() ,-&!+(#*#&），

而这两种草的根茎和果实都是水鸟喜爱的食物，特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在东滩主要以藨草的根茎为

食［39］。根据分析，放牧对东滩鸟类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影响：（3）牛的觅食与践踏会影响藨草和海三棱藨草

的生长（如图 5），因此造成了对鸟类生境的破坏；（4）放牧人员和牛在核心区内频繁活动影响了鸟类的正常

休息和觅食，对鸟类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3:］。

所幸的是，养牛的利润很低，据保护区有关人员的调查（内部交流数据），非牛场的养殖户每年纯收入只

有 5<< 多元，而且养殖户数量不多，其收入总量与其它滩涂作业活动相比几可忽略，故不作统计。4<<4 年以

来，牛的数量在逐年减少：4<<4 年约有 3<<< 头，4<<5 年下降到 9<< 头左右，4<<6 年继续下降到 77< 头，4<<7
年估计更少。

在整个东滩几乎均存在冬季芦苇收割活动，这与冬候鸟来临时间相重叠，因此对冬候鸟的影响很大。收

割芦苇会降低其对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 -/*#&.!0/1&-）的竞争能力，而鸟类几乎无法在互花米草群

落中生活。同时互花米草对我国沿海滩涂的入侵，被认为是巨大的生态灾难，因此，收割芦苇无论是对东滩鸟

类，还是对防止互花米草扩展来说均是不利的［3;］。

捕黄泥螺、海瓜子的作业区域从北七!到捕鱼港，在保护区核心区的光泥滩上全线分布。由于作业人数

很多，对东滩夏候鸟的影响非常大［;］。

钩蜞、钩蛏的作业区域分布在北八!到小南港堤外海三棱藨草带及光泥滩内。由于作业时段、区域与东

滩冬候鸟及春季过境候鸟相重叠，并且螃蜞和蛏子均为候鸟的食物来源，因此，钩蜞、钩蛏对鸟类有一定影响，

9795S ; 期 S S S 高宇S 等：滩涂作业对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 S



!""#：$ $ %%%& ’()*)+,(-& (.

图 /0 崇明东滩放牧对滩涂植被的影响

0 1,+& / 0 233’(" )3 (-""*’ +4-5,.+ ). "!’ ",6’*-.6 7’+’"-",). ,.

8).+"-. )3 9!).+:,.+ ;<*-.6

该图为 =>>= 年 ?? 月 ?? 日 @-.6<-"A B 卫星数据合成的伪彩

图，图中红圈内区域为主要的放牧区域，从该图可以看出，由

于放牧，东滩 植 被 已 受 到 严 重 影 响。C!,< ,< - #<’D6) ()*)4

@-.6<-"AB ,:-+’4E "-F’. ). G)7’:H’4 ??，=>>=& C!’ 4’6 (,4(*’

,**D<"4-"’< "!’ :-I)4 (-""*’ +4-5,.+ -4’-& J< (-. H’ <’’. 34): "!’

,:-+’，"!’ 7’+’"-",). ). 8).+"-. !-< H’’. <’4,)D<*E 6’<"4)E’6

H’(-D<’ )3 (-""*’ +4-5,.+ -(",7,",’<

但作业人数相对不多，影响有限。螃蜞落缸的作业区域

在东滩 KL’堤外芦苇和海三棱藨草带内均有分布，作业

时间与冬候鸟及春秋两季过境候鸟有较大重叠，但人数

不多，因此影响也有限［K，?K］。

捕蟹苗的区域与捕鳗苗一致，在核心区的光泥滩全

线分布，但由于作业人数远不如捕鳗苗人数，并且捕蟹

苗高峰时，冬候鸟及过境候鸟已经全部迁飞完毕，而夏

候鸟数量有限［K］，因此蟹苗捕捞对东滩鸟类 的 影 响

不大。

刀鲚、凤鲚的捕捞区域是低潮位时 M N : 以下水

域，多 数 区 域 已 不 在 保 护 区 范 围 内，故 对 鸟 类 影 响

甚微［K］。

!" 结论与建议

滩涂湿地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会给滩涂作业者

带来利益，当利益足够大时，不仅崇明东滩本地居民会

冲破保护政策，大量外来渔民也会不远千里加入作业大

军；滩涂湿地之所以要保护，却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为

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本地居民家庭收入对滩涂的依赖

性很低，同时多数外地渔民对政府因保护鸟类而禁止滩

涂作业表示无所谓。崇明东滩周边区域产业的发展政

策应符合国际重要湿地管理的要求，又要与崇明开发和保护战略相适应。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整周边区域产

业发展政策，积极培育观鸟产业，让渔民尤其是外来人员由渔业逐步向观鸟业过渡显得尤为重要。观鸟所利

用的是非消耗性的再生资源，主要依赖于湿地及其生态系统。观鸟产业是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

前景，可以拉动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此要积极研究崇明东滩发展观鸟的可行性。崇

明东滩是一个观鸟，特别是观赏水鸟的好地方［K］，其水鸟的数量和种类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而观鸟是一项

能增进了解鸟类、了解自然、爱护鸟类和环境的活动，从而实现环境教育的功能，观鸟产业可以促进将保护区

建设成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和环境教育的重要基地。观鸟作为一种时尚和有益于社会及个人的活动，政府和社

会将在政策、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实现滩涂利用方式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是一项科

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逐步调整滩涂利用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依据候鸟在东滩的时间生态位和滩涂作业收入情况，针对性地

调整滩涂作业的季节性和产业逐步过渡的先后顺序，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滩涂保护利用政策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因为滩涂保护和利用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中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经

济关系［=?］。比如滩涂放牧对鸟类的影响非常大（见表 /），但其收入却很低，保护区禁止放牧的政策就比较容

易实施；收割芦苇对鸟类的影响也非常大（见表 /），但是作业人员收割芦苇的收入还相当不错（每人每年有 ?
万元），保护政策的重心就可以放在改变收割芦苇的方式上。比如禁止将芦苇大面积成片割尽，同时禁止在

有鸟巢的地方收割芦苇，调整收割的季节性，以适合鸟类栖息，这种做法有不乏成功的案例［==］。捕捞鳗苗、海

瓜子、黄泥螺等滩涂作业人员众多、总收入相当可观、销售市场也相对成熟，但是对鸟类的影响非常大（见表

/），保护政策则可以考虑逐渐转变作业方式，并逐步过渡到以养殖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这

样可以减轻对资源过度捕捞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度干扰对鸟类栖息的影响。生产结构的调整包括建立水产养

殖模式，大力开展工厂化、集约化健康养殖技术，利用生物技术发展综合育种技术，合理规划渔场，开展资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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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安排好渔民转产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重点是做好鳗苗、中华绒螯蟹苗和中华鲟幼鲟资源的管理工作，以

促进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标准化养殖塘管理的目的在于满足当地生产的同时，尽量按照水鸟栖息地

的要求设计集约型和效益型的水产养殖塘，通过初建和随后的管理，可以为迁徙水鸟创造更多适宜的人工

湿地［/］。

在滩涂利用的管理上，关键是要解决好目前管理体制不健全和多头管理的问题。建立高度协调和综合化

的管理体系是今后应该积极探索的方向。就崇明东滩管理而言，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就有农林业、渔业、水利、

海洋、环保等，以及开发商。根据国外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经验，建议成立海岸带综合管理委员会，制定该地区

的综合管理计划，切实协调好保护区周边地区开发、资源统一管理和自然生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积

极研究企业或社会团体参与滩涂保护和合理开发的鼓励机制，协同规划，共同实施，以伙伴关系谋求他们对滩

涂保护和管理的大力支持［01］。同时，应由保护区管理处根据环境承载力严格控制进入保护区的人数和船舶

数［02］。而进入保护区的渔民、船民虽然已经交纳费用，但仍应接受保护区的管理，遵守各项管理制度，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另外，也要切实保护渔民的合法利益，依法合理收费，杜绝层层转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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