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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古村落生态保护研究
——以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为例

李艺娴　张晓辉

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　海南三亚　572000

【摘　要】本文以海南城市化进程加速为背景，选取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为研究对象，调研了海南西岛古村落生态的演

进及现状。通过实际案例研究得出海南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生态保护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但经过近几年对原生态的挖掘

和保护已初见成效。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对古村落采取保护的措施，旨在探究以何种方法和措施保护海南古村落，并以此

为案例，研究城市化加速与古村落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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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论文系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海南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古村落生态保护调查研究》（编号：S202313892036）系列研

究成果。

引言：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城市化步伐持续

加速，对古村落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作为

承载着丰厚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的历史文化承载者，古村

落已成为城市化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因此，如何在城市

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保护好古村落的生态环境并实现其

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一个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海南城市化加速及其对古村落生态的影响

海南省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区域，是一个热带省

份。海南省冬季吹偏北风，夏季吹偏南风，属热带季风海

洋性气候；岛上温泉分布广泛，多数属于治疗性温泉，正

因为海南省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使得旅游业飞速发展，同时海南省是中国的经济特区、自

由贸易试验区，使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近年来，

伴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的实施，海南城市化进程明显

呈上升趋势，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

等方面的影响。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古村落的生活环境问题日渐突出。

在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大量工业企业纷纷向农村转移，这也

打破了农村一些原本的生态环境：工业废水、废料等工业

废料对农村的田地、空气和水源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城

市化建设中的噪音污染对古村落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随着

城市化的推进，交通流量增加和工厂运作频繁，这些都会

制造大量噪音，干扰了古村落原本宁静的环境，对居民的

生活和休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古村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见增多。

城市化的建设与发展经常伴随着农田被开发为工业建设用

地的情况，可用于制作农作物的耕地逐渐减少。古村落的

土地可能被用于建设旅游区、商业区等，这种利用土地的

方式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这种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

行为不仅仅会导致当地农作物的收成问题，也会对古村落

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以至于导致了原本的古村落景观发

生变化。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古村落的资源消耗问题日渐显露。

在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增长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可能导致村落

周边的水资源过度开采，甚至引发水危机；村落的自然资

源也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被大量或者过度消耗，一些地区为

了发展经济，过度开采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这不仅破

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还使得村落的自然资源逐渐枯竭。

根据文献研究可知，古村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具有文化

特色的以及维护生态平衡性的景观环境逐步破碎化[1]。

2　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生态现状

海南省三亚市西岛渔村坐落在三亚海域的一座小岛上，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渔村”，因其优美的景色和浓厚的历

史底蕴而闻名于世。西岛四面环海，为珊瑚礁所环绕，被

称为珊瑚岛，其海洋生态环境优越，海底拥有大量珊瑚、

热带鱼群及丰富的海洋生物。西岛渔村原名西瑁洲岛，是

一个有着500年历史的古老渔村，也是海南的第二大岛。目

前，约有四千多原居民生活在这座岛上。

西岛上的珊瑚民居可以说是一个古村落历史文化的见

证，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多数珊瑚民居正在逐渐消

失。翻阅已有文献可知，岛外投资者购买珊瑚民居作为商

用，使原本的民居建筑被改造，岛内民众生活环境发生改

变，旅游开发逐步缩小居民生活区域，拆旧建新成为人们

改善生活环境的主要方式[2]。

同时，西岛旅游业的发展也给渔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生

态环境问题。一方面，随着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的发



- 233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22期

展，每年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给渔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

一定的压力，游客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和吸烟等情况加剧

着渔村的生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虽然部分村民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捕鱼业，但是水质污

染、垃圾处理等一些环境问题依旧存在，这些环境问题仍

然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

3　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生态保护措施与成效

2017年三亚启动西岛美丽渔村建设，要求突出“渔村”

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美丽渔村。当年12月28日，西岛景

区和渔村之间“锁”了近20年的大门被打开，上岛游客实

现“景区渔村自由行”，西岛景区和渔村融合式发展迈出

关键一步。西岛因作为珊瑚岛独特的自然环境特征，也拥

有保护意识。2018年5月在三亚市委市政府和天涯区委区

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西岛率先在海南启动了“无塑生态

岛”建设，2019年启动“无废生态岛”建设，融入专业技

术和文化创意。同时西岛居民共同发起了“生态西岛十年

之约计划”，每一位西岛居民都在为西岛生态保护与生态

建设添砖加瓦，共创无废之岛、生态之岛，共同保护海洋

与家园。

面对古村落生态保护的严峻形势，三亚市政府和社会

各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天涯区委宣传部统

筹协调，天涯区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市交警、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等部门，在西岛开展交通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重拳整治交通乱象，净化西岛社区道路交通环境，规范

社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西岛旅游文明形象。其次，社

会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通过举办讲座、实地观察、

文化活动等形式，向公众普及古村落的历史渊源等各个

方面的知识，让公众从根本上理解并认识古村落不仅是

文化遗产，更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而提高公众对古村落生态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

最后，推动古村落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三亚西

岛海洋文化旅游区的发展带动下，西岛渔村的生态环境

有了整体的规划与治理，同时也将古村落的原住民留在

古村落继续生活、工作，促进古村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

益，进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的工作中，实现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为改善西岛渔村古村落的生态保护状况，使生态环境得

到较好的改善。在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的带动和引领

下，西岛渔村古村落的旅游业得以迅猛发展，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为三亚市西岛渔村

古村落的生态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4　城市化与古村落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路径

在海南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实现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

乃至其他地区古村落的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实现古村落生态保护与城市化

和谐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需要充分考

虑古村落的历史背景和未来发展前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

中要尽量避免对古村落的破坏及影响，既要促进城市化能

够正常的发展，又要有效保护古村落不受城市化的影响。

同时城市化建设并不是一个短暂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进

行的过程，在这种持续的进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古村落的

生态保护和持续性发展，因此不仅在当前的城市化背景下

对古村落有了生态保护，还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考

虑其生态保护空间和发展容量，做到一个能够持续性发展

的和谐共生画面。

其次，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在日常建设中不但

要对古村落的生态环境仅仅进行单一的保护，在保护的

同时也要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修复，提

升古村落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工作是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人们对生态

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使人们自觉参与到生态建设与

保护中来。此外，还要加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

监督与管理，坚决制止各种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行为；

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参与

到生态保护工作中来。

最后，致力于促进古村落的生态保护和创新发展。促进

古村落的生态保护和创新发展相辅相成，这两个方面是相

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发展好古村落的生态保护工作，为

古村落的创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对古村落保护与发

展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同时，也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发展的积极探索与实施工作，围绕古村落的特色与

优势，在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等新兴产业上下功夫，在

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上下功夫，在为古村落

注入活力上下功夫。

5　结论

海南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古村落生态保护是一项持续且艰

巨的任务。通过对三亚市西岛渔村古村落的调查研究发现，

在城市化进程中古村落生态保护既面临挑战也存在机遇。如

果能够合理平衡好城市化与生态保护两者的关系，不仅能够

为城市化的发展加速还能够对古村落的发展与创新带来巨大

的积极动力。在未来，在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应该继续加强

对古村落生态保护工作，在城市的发展同时也要促进古村落

的经济、文化、生活、生态的发展与壮大。本文尝试性的探

究城市化与古村落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路径，可为海南乃至

全国古村落生态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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