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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海洋保护区被不断的“巨型化”，这一方面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海洋保护的重视；另一

方面，这股建设超大海洋保护区的浪潮也受到了很多科学工作者的质疑和批判。文章通过分析整

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目前全球几个著名的超大海洋保护区案例，评价建设超大海洋保护区的

利弊，并总结出我国海洋保护区建设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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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作为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有效

手段已越来越被世界各国认可。我国第一处海洋

保护区———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从１９６３年建立

以来，也经历了５０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保护海洋环

境、物种资源，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等方面起了重要

作用；同时，保护区之间面积结构不合理、保护区面

积较小不利于保护物种和景观、海洋特别保护区与

国际脱轨等问题也非常突出［１］。从目前国际形势

看，海洋保护区建设趋向大型化。如：２０１２年，澳大

利亚政府宣布在珊瑚海建立面积约１００万ｋｍ２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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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绿色和平组织因此称赞这是“海洋保护的一大

步”［２］。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关于超大海洋保护区的定

义：一种认为面积超过３万ｋｍ２即是超大海洋保护

区［２］；另一种观点认为面积超过１０万ｋｍ２才算得上

超大海洋保护区［３］。如果按照后面这一定义，截至

２０１５年，全球已有超过２０个超大海洋保护区，这其

中的大部分都是２００６年以来建立的
［４］。这些超大

海洋保护区已经成为全球海洋保护面积的重要组

成部分。根据测算，超大海洋保护区面积已经超过

全球海洋保护面积的一半还多 ［５］。

近年来，世界各海洋大国都热衷于这种超大海

洋保护区的划定。如美国目前已经拥有帕帕哈瑙

莫夸基亚（Ｐａｐａｈāｎａｕｍｏｋｕāｋｅａ）保护区，马里亚纳

海沟（ＭａｒｉａｎａＴｒｅｃｈ）保护区和太平洋偏远岛屿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ｍｏｔｅＩｓｌａｎｄｓ）国家海洋保护区等。英国

也是如此，英国政府建有查戈斯（Ｃｈａｇｏｓ）禁止采捕

海洋保护区，格鲁吉亚（Ｇｅｏｒｇｉａ）南部和三明治岛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Ｉｓｌａｎｄｓ）多用途海洋保护区，这两个区域

的面积将近１００万ｋｍ２。随着这些超大海洋保护区

的建立，很多问题也随之产生。本文试图分析建立

这些超大海洋保护区的利弊得失。

１　超大海洋保护区相关问题探讨

１１　超大海洋保护区问题的由来

２００６年的生物多样性大会提出，到２０１２年全

球有效的海洋保护区面积应达到整个海洋面积的

１０％。到了２０１０年，发现２０１２年不可能完成这一

目标，于是把期限推迟到了２０２０年
［３］。目前，经济

发达的沿海国家热衷于建设超大海洋保护区，或许

是为了达成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海洋保

护区建设目标。当然，超大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能够

快速完成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数量目标。随着这些

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推进，预计２０２５年可以达成

１０％海洋面积建成保护区的目标，但如果没有这些

超大海洋保护区，要达成上述目标，就得推迟到

２０５４年
［６］。超大海洋保护区在数量上可以很好地

完成《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目标，但质量或者说

效率如何保障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１２　超大海洋保护区和生态保护

关于如何设立海洋保护区，有效保护不同的海

洋生境尚存在争议［７］。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生物栖

息地设立不同的保护区，这些较小面积的保护区可

以保证不同生境的生物得到有效的保护［８］。另外，

这些不同生境的小型保护区很容易复制推广，较为

灵活。当然，这些保护区也较容易被破坏［９－１１］。另

一种观点认为较大面积的保护区可以为更多的物

种提供庇护，区域内的物种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繁

育空间［７－８］。

超大海洋保护区模糊了上述争论。因为它们

非常大，所以就包含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生境。例

如：在大堡礁海洋公园，科学家已经区分出从海草

床到珊瑚礁到海沟等７０个不同的生境类型
［１２］，由

此，就可以保护更多的海洋生物。因此，超大海洋

保护区似乎非常好。但是，从保护效率或者保护质

量方面考虑，超大海洋保护区却远不如那些小型保

护区［１１］。

１３　超大海洋保护区和渔业的关系

海洋保护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周边的

渔场补充资源。保护区内生物密度过高就会向周

边渔场溢出，为周边渔场补充可供捕捞的渔业资

源。另外，保护区内的鱼卵、仔稚鱼也是周边渔场

渔业资源的重要发源地［１３－１４］。然而，保护区的面积

越大，向周边渔场输出渔业资源及作为种质资源地

的机率反而越小［１５］，因为保护区有足够的空间供内

部的生物繁衍生息。从渔民的角度看，为了增加渔

业资源而设立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太大，会影响渔业

生产。因此很多渔民不认可甚至反对这些保护区

建设［１６］。直到最近，在整个渔业行业的持续压力

下，资源保护主义者已接受了建立较小保护区网络

的建议，具体做法就是建立多个小型保护区形成一

个保护区网络，但是在各个保护区之间留出必要的

渔业作业区域，以满足商业渔业生产的需求。这样

既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同时也给渔民留出了活

路［８，１６］。其实，小型海洋保护区只要提供的面积足

够，或者保护区网络中各个保护区之间的通道畅通

有效，那么就完全可以达到保护生物资源的目的。

所以，对于渔业资源来讲，海洋保护区也不是越大

越好。

１４　超大海洋保护区与利益相关者

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珊瑚海超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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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尽管在规划时已经预留了足够的渔业作

业区［１７］，澳大利亚政府划定珊瑚海海洋保护区的行

为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甚至保护区建设一度被

迫停止［１８］。在设立保护区时，已经考虑了把禁止采

捕区划在较深的很少有渔业活动的区域［１９－２０］。另

外，在规划时也提到了保护区内不宜进行油气开

采［４］。尽管有关于禁止油气开采的建议，但是没有

明确是保护区内的哪个区域［１９］。有人认为把珊瑚

海设置为超大海洋保护区根本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更有甚者认为建立此保护区完全是一种浪费钱财

的行为［２０］。相似的批评在很多超大海洋保护区也

有发生，那些完全禁止一切商业活动的超大保护

区，更是反对声众多。

作为一个位于高纬度海区禁止采捕的超大海

洋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保护区的成功建立，受到

了广泛关注。尽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ＣＡＭＬＲ）极大地促进了

南极区域协调和管理工作，但是要做好南极这样的

高纬度海域的国际协调工作还是非常困难的。最

近ＣＣＡＭＬＲ管理就出了问题，他们试图在南极罗

斯（Ｒｏｓｓ）海域设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由于规定了保

护区禁止过度捕捞而与一些利益相关国家关系紧

张［２１］，最终没能建成保护区。这样问题就产生了，

为什么南奥克尼群岛保护区成功了，而罗斯（Ｒｏｓｓ）

海保护区却失败了。

区别在于，南奥克尼群岛保护区的建立回避了

一些较困难的问题。ＣＣＡＭＬＲ成员国最终同意设

立保护是基于保护区重新划定了边界，把一些渔业

产业活跃的渔场海域都排除在保护区的外面［２２］。

这就暗示了超大海洋保护区如果要很好地发展，必

须要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统筹考虑［４］。

１５　超大海洋保护区与社会公正

有一些超大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被指责损害了

保护区原始居民的权益［２］。英国的查戈斯群岛保护

区建立之初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但是有人认

为当时建立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驱逐查戈斯人而

非保护当地资源［２３－２４］。所有岛民已经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被英国政府迁出岛外。目前，那些原始岛民

仍然无权回岛［２５］。如果未来有法庭或者政府承认

这些岛民回岛的权利，那么新的问题又会产生［２６］，

由于保护区禁止采捕，也就意味着岛民不能在周边

海域从事渔业生产，这将威胁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类似的保护区被认为破坏了社会公正［２］。排除这些

争议不论，查戈斯群岛保护区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

因此，在规划设计海洋保护区之初，特别是设

置禁止采捕区的时候，必须仔细权衡保护效率和可

接受的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目标区域

利益相关者较少，超大海洋保护区整体来讲，比那

些人口众多，关系复杂的近海的或海岸带的小型海

洋保护区，引起社会不公的几率要小得多。

１６　无人海域建立超大海洋保护区的意义

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海洋保护区位于夏威夷群

岛西北的无人居住区，该区域既不涉及商业利益也

没有当地居民的困扰，在设立保护区的禁止采捕区

前和当地渔民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２，２６－２７］，所以该

保护区的建立没碰到什么困难。然而，一个有趣的

趋势是新设立的海洋保护区离人类活动区域越来

越远了［３－４，２７］。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可以省却很多

海洋保护区建设所面临的很多麻烦（如：捕捞问题、

旅游问题、污染问题等），也不用费力保护什么重要

生态系统及相关资源［３］。因此，有人怀疑政府这么

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花最小的代价来满足《生物多

样性公约》提出的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０％海洋保护区面

积的目标［２７］。也有学者质疑这样又大又远的保护

区是否真正可以起到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目

的［２８］。总之，部分科学家认为由此建立起来的超大

海洋保护区是牺牲质量求数量的做法。

当然，所有这些充满负面争议的超大海洋保护

区都面临共同的保护区后续管理问题。虽然，通过

目前发达的科技，如通过３Ｓ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

相关问题 ［２９］。当然，近岸海域的海洋保护区也很

难管理，特别是那些关系复杂，当地相关利用者众

多的海域，但至少就目前来看，那些远海的超大海

洋保护区可以避免很多现实的冲突。从好的方面

看，或许建立这些超大海洋保护区的根本原因是出

于生态系统保护“防大于治”的观念。另外，超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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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保护区建设的另一好处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相较

于那些小型近岸保护区，它更容易管理，且管理成

本更低［３０］。对于多方控制下的小型海洋保护区网

络来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沟通是最大

的挑战。

当前，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避开那些生物多

样性丰富且资源开发需求较高的热点海域也是个

不争的事实［２７］。这些超大海洋保护区往往设在生

物多样性或生产力较高，而且目前相对破坏较少的

海域 ［３１－３２］。总的来说，海洋保护区建设既要选择

那些对人类有较高利用价值，但目前处在高度压力

且被过度开发的区域，同时，也应考虑保护区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它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储备库［３３－３４］。

２　结论

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或许并不完美，但是近海

小型海洋保护区也未必没有缺点。总的来说，我们

不必也不应该一提到海洋保护区建设就两者选其

一。近来很多来自科学界对政府的批评认为，为了

迎合２０２０年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１０％这一目标，

而在建设保护区时对于面积的追求大于对质量的

要求，这或许有失偏颇。当然，事实是近来海洋保

护区建设明显偏重于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这是

因为它们面积大而且相对容易实施。但是，这并不

是说小型保护区建设已停止不前。以英国为例，近

年来，英国政府在建设查戈斯群岛、格鲁吉亚南部

和三明治岛两个超大海洋保护区的同时，也构建了

英国本岛周边海域的小型保护区网络［３５－３６］。由此

可见，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比较容易的观点也是相

对于近海人为干扰严重的小型海洋保护区建设的

困难而言的。

政府部门喜欢以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过程，

他们希望能以简单的方式完成《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的海洋保护

区建设面积目标［２７］。从科学工作者的角度看，这似

乎是只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但真正要让科学家

提出什么样的海洋保护区才是最好的海洋保护区，

这也很难做到。只能说，当前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不

管从数量还是面积上都远未达到政治上及公众的

要求。

回到最初的问题：超大海洋保护区建设是否值

得？看了上面的分析，似乎很难给出一个判断。有

一个例子，近来澳大利亚珊瑚海保护区的管理计划

被延期，而大堡礁海洋保护区的大型疏浚工程却被

批准［３７］。前者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而后者却激起

了群众的强烈抗议，甚至发起环境保护运动，最终，

这项疏浚工程面临严重的社会压力［３７］。这说明超

大海洋保护区建设还具有很好的公众宣传价值，可

以激起公众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大堡礁海洋保

护区建立至今将近４０年，当地居民已非常清楚地意

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所在，所以要破坏保护

区会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超大海洋保护区或许

并不是完美的海洋保护策略。但是，每当建立一个

超大海洋保护区，都会强调其中有值得保护的东

西。不管是出于资源环境的保护，还是基于唤起大

众海洋保护的信念，甚至是基于政治目的［３８］。

以上分析是否可以为我国的海洋保护区建设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１）针对２０２０年全球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

１０％的问题。我国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有计划有步

骤地提出实施计划。２０１０年中国海洋自然保护区

工作２０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发布“海洋保护区宣

言”，郑重承诺中国将继续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建

设，努力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使海洋保护

区面积达到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３％和５％。当前，

３％的目标已经完成，如何完成５％的目标将成为我

们着重考虑的方向。

（２）关于保护区面积大小的问题，现在国际趋

势是建超大海洋保护区，我国是否可以考虑在钓鱼

岛海域，南海海域或是南北极海域建立相应的超大

海洋保护区？只有这样，或许我国能完成２０２０年海

洋保护区面积达到１０％的全球目标。同时完善沿

岸近海的小型保护区网络亦十分重要。

（３）关于保护区和渔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必须

明确认识到海洋保护区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周

边的渔场补充资源。应以渔业生物产卵场、索饵

场、越冬场以及洄游通道为基础，建立小型保护区

网络，加强保护力度。在各个保护区之间留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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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渔业作业区域，以满足商业渔业生产的需求。

（４）在处理利益相关者问题方面，海洋保护区

如果要很好地发展，必须要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统

筹考虑，不能只强调原生态的保护，应在保护海洋

资源与环境的同时，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

开发。在规划设计海洋保护区之初，特别是设置禁

止采捕区的时候，必须仔细权衡保护效率和可接受

的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

（５）在保护区如何保护生态的问题上，作者认

为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道法自

然”，遵循“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ｍｏｔｈｅｒ，ｔｉｍｅｉｓｆａｔｈｅｒ”原则。

在划定的禁止采捕区内，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尽量

避免人为干扰，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由自然自身完

成生态修复。

（６）在保护区选划管理问题方面，应认清国内

外形势，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在海洋

保护区建设方面注重顶层设计，有严格的保护区选

划方法和完善的管理体制。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

达地区的保护区开发与管理，更多依靠当地的重视

和管理程度，国家投入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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