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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I=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模式探讨

叶属峰1 温 泉2周秋麟5

摘要 起源于传统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过程，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系统管理不仅具有丰富的

科学内涵，而且还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992年以来逐渐成为美国等国家的一些政府机

关和非政府机构所采用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我国后，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理论

探讨，主要内容为陆地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海洋领域仅涉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和大海洋生态系

统，但尚未在海洋政策中确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文章在综述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研究进展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特点厦其开发利用特征，系统阐述了在我国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必

要性与紧迫性，提出了我国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战略与行动．为我国制定海洋区域化管理

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 海洋生意系统；生态系统管理；海洋资源与环境；海洋区域化管理

生态系统管理是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起源于传统自然资源管理

和利用过程，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它不仅具

有丰富科学内涵，而且还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科学家以

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1992年以

来逐渐为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

国家的一些政府机关和非政府机构所采用的自

然资源管理，如森林、土地、草原、干旱地、农业、

淡水，海洋等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

入我国，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探讨，主要内

容为陆地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在海洋领域

中仅涉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和大海洋生态系统，但

尚未在我国的海洋政策中确立以生态系统为基

础的海洋管理模式。凶此，本文在综述生态系统

管理和生态系统途径作为生态系统管理的一种

方法论的研究进展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生态系

统特点及开发利用特征，系统阐述了在我国实施

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了建

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战略与行动

计划，为我国制定海洋区域化管理模式提供参

考。

一、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研究进展

1．概念

迄今为止，生态系统管理尚无-个被公认的

学科定义和理论框架。任海等总结了其中具有较

大影响的14个定义，于贵瑞归纳了11种定义。

1995年美国生态学会生态系统管理特别委员会

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_广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

生态系统管理是具有明确且可持续目标驱动的

管理活动，由政策、协议和实践活动保证实施，

并在对维持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必要的生

态相互作用和生态过程最佳认识的基础上从事

研究和监测，以不断改进管理的适合性。由此看

来，生态系统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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懑泌警一
管理活动，它需要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管理行

为，从依赖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的合理

利用角度认识生态系统管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2．管理原则

1996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Sibthorp

研讨会，提出了10项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包括5

条指导性原则和5条操作性原则，分别是：管理

目标是社会的抉择；生态系统的管理必须考虑人

的因素；生态系统必须在自然的分界内管理；管

理必须认识到变化是必然的；生态系统管理必须

在适当的尺度内进行，保护必须利用各级保护

区；生态系统管理需要从全球考虑，从局部着手；

生态系统管理必须寻求维持或加强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决策者应当以源于科学的适当工具为

指导；生态系统管理者必须谨慎行事；多学科交

叉的途径是必要的。

5．基本要素

生态系统管理的要素主要包括：根据管理对

象确定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该定义必须把人类

及其价值取向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分；确定明

确的、可操作的目标，确定生态系统管理边界和

单位，尤其是确定等级系统结构，以核心层次为

主，适当考虑相邻层次内容；收集适量的数据，理

解牛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提出合理的生

态模式及牛态学理解；监测并识别生态系统内部

的动态特征，确定牛态学限制因子；注意幅度和

尺度，熟悉可忽略性和不确定性，并进行适应性

管理；确定影响管理活动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仔

细选择和利用生态系统管理的工具和技术；选

择、分析和整合生态、经济和社会信息，并强调部

门与个人间的合作；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二、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特点及其开发利用

特征

1．海洋生态系统特点

(1)海域生态概况

我国海域位于亚洲大陆东侧的中纬度和低

纬度带，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气候带，除

台湾东岸濒临西太平洋外，其他各海与大洋之间

均有大陆边缘的半岛或群岛断续间隔，基本属封

闭性海区。近海环流、水团和温度分布形成了我

国海域具有区域性特征的生态系统，分别构成黄

海、东海、南海北部和南沙四个大海洋生态系统。

(2)海洋生态系和区系多样性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半封闭海，为暖温带生

态系，生物以暖温种为主，位于中国大陆和朝鲜

半岛之间，是多数渔业生物的越冬场和重要产卵

场}东海西部亚热带生态系，有长江、钱塘江和闽

江等径流入海，盐度低，受暖流影响，温盐季节变

化大，生物以暖水种占优势，且时空分布的变化

很大；东海东部和南海南部热带生态系，受黑潮

暖流影响，呈现热带生物区系；南海白海南岛南

岸以南，珊瑚成礁，生态系中物种多，暖水种占绝

对优势，无任何冷水种；南海北部证热带生态系，

处于珠江等大河口，又邻近南海外海、深海，生物

区系以暖水种占绝对优势，暖温种很少，无冷水

种，造礁石珊瑚在本生态系出现，但未形成典型

的珊瑚礁，体现出亚热带向热带生态系过渡的特

点。

(3)海洋生物多样性

我国海域生态系复杂多样，海洋生物物种、

生态类群和群落结构均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特

征。我国海域已记录了20 278种生物，约占世界

的10％，隶属于5个生物界、44个门。动物界记

录的种类最多(12 794种)，原核生物界最少

(229种)。物种种类数分布从北向南递增，渤

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共有2 500种渔业种类。

我国海洋生物物种具有明显的海域特色，不

仅有很多世界性海洋生物物种，而且还保存r许

多在北半球其他海域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物种，

特有属、种很丰富。在大陆沿岸浅水区还有‘定

数量的地方性特有种，有的分布于黄渤海和南海

间的广阔水域，有的仅见于黄渤海和东海浅水

区，有的则见于南海北部、东海和黄海南部水域。

(4)海洋生态系统脆弱性特征

我国海域生态系统具有地区性和对大陆的依

赖性等特征，极易受人类开发活动的干扰与破坏，

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海域生态系统相对封闭：除台湾东岸濒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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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外，我国海洋生态区系及物种分布因大陆

边缘的岛链而与大洋生态系统相对隔离，外部洄

游性生物资源补充量少，海域生态系统具有明显

的地区性和封闭性特征。

物种对原始生境依赖程度高：我国海域的相

对封闭性和丰富多样的生境，决定了我国海洋生

物特有种和地方种种类较多，其繁育生长以及涸

游都在我国海域内完成，并且高度依赖于沿岸原

始生境条件。除台湾东岸外基本没有大宗的大洋

洄游性经济种类，我国主要种群(除少数哺乳类

外)的迁移途径都在我国海域之内。

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弱：我国海域生态系统

中，高营养级生物种群数量较少，鱼类生产力不

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资源承载力十分有限。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极易造成高营

养种群缺失，导致原有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并迅

速向低质种群演替，使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可

持续利用价值大大降低。

2．海洋生态依赖型产业发展迅速

在过去的40余年中，我国依赖于海洋生态

系统的相关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海洋经济产值从

1980年80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2 841亿元，

提供了全国沿海地区10％的就业机会，海洋产业

增加值已占全国GDP的3．9％，已成为沿海地区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跨世纪的地区发展战略，海洋

渔业、滨海旅游业以及海洋药业和生物工程等高

技术产业成为新时期下海洋产业的主体。

三、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战略与对策

1必要性与紧迫性

海洋生态系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具有巨大的服务价值。但臼前人类对海洋生

态系统提供的物质和服务处于低价或无偿的索

取阶段，未纳入成本计算并在国家GDP中予以

反映。因此，在我国亟须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的海洋管理新模式，以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来解

决发展中的环境与资源问题。

首先，我国海洋资源存在明显劣势，广大内

陆地区要利用海洋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周边海洋

国家能够享受的海洋恩惠都高于我国。海洋资源

⋯墨器筌蘧黔
形势不乐观现状，不仅需要我们精打细算、合理

开发、节约利用海洋资源，而且还需要采取一种

新的模式来管理海洋资源。

其次，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相对封闭，十分脆

弱，极易受到人类开发活动的干扰与破坏。为了

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持续成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需要整体规划海洋生态

系统管理，综合协调各种开发利用活动，形成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秩序。

再次，生态系统管理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人类实施自然资振管理与

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正走

向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海洋管理时期。《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海洋经济

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

应，走产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因此，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

模式，调控海洋经济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符合

国际发展趋势，已成为国家当前的迫切需要。

最后，我国具备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基

础，并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目前已在厦门、大连、

防城港、阳江、文昌等地开展了海岸带综合管理

示范工作；在黄海开始实施大海洋生态系管理模

式；在渤海实施跨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建立r

环境伙伴关系的示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试图通过区域联动解决区域可持续发

展问题，经国务院转发的Ⅸ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提出了我国重点海域主要功能开发利用的优先

顺序；《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在我国沿

海划分了11个海洋综合经济区}2002年以来在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海洋生态监控

区的示范区和30余个海域使用管理示范区，推

进了以科技转化和产业化试验为目的的工程中

心和基地建设。

2．管理目标

根据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特点及开发利用特

征，我国海洋生态管理的总目标拟定为：积极推进

Ⅸ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以海

洋生境保护与恢复为重点，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

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机制和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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懑铲豢景璺警一
形成实施海洋生态临控、管理、协调和综合的能

力，有效遏制海洋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并使之向良

性发展，保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和经

济目标的实现，维护我国的海洋生态安全和治海

地区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沿海居民的身心健康，

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格局。

5主要内容

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拟定为

如下几方面。

(1)实施系统化和区域化的海洋生态系统

管理

将我国划分为五个海域进行总体布局：渤海

作为特别保护区进行建设；黄海作为大海洋生态

系进行建设，东海以河口岛屿高生产力区生态建

设为主；台湾海峡过渡生态区建设；南海以珊瑚

礁、红树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建设为主。

(2)综合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功能保

护行动

全面评估近岸各海洋综合经济区的发展对

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片j的影响，建立各经济区的生

态系统功能维护的目标体系和监控措施，在生态

系统可承载或功能可恢复程度之内调整开发的

时空布局。

(3)加强海洋生态监控区建设与管理

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牛态监控区的监测与管

理能力建设，力争到2010年，形成基本覆盖近岸

海域的40～50个生态监控区，及时评估、预测、预

报、警报和采取调控措施；大力加强海洋自然保

护区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

(4)建立海洋开发利用时空秩序，实施总量

控制制度

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

要，形成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时空安排，建立以

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开发利用秩序；在不同阶段，

形成可开发利用的总量，建立总最控制制度。

(5)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广泛开展相关

的国际合作

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广泛开展相关的国

际合作，大力推进海洋开发利用技术的生态应用

与产业化；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科技促进海洋

开发利用的各项活动，编制和实施海洋经济发展

的科技行动计划。

(6)实施重点海域或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

整治工程

通过控制污染或改变营养盐和污染物输人、

控制物理参数、改变生物学相互关系、控制生物

学牛产力，干预文化及社会和经济过程等，修

复、恢复和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对受损生态系统

和丧失生境进行生态恢复和治理。

(7)加强海洋执法，维护海洋经济与开发利

用秩序

依法建立海上联合执法T作机制；加大上海

海域巡航监视频次，提高对海洋环境状况的可控

度；加强海洋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在硬件条件

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制度、程序、方法体系

和技术支持系统等；构建并完善海上突发事件应

急监测监视系统，提高对突发事件等的发现、预

警和处置能力。

(8)提高公众意识，强化公众参与，建立企

业参与生态系统管理的机制

建立、健全听证制度，实施多部门和资源开

发利用者咨询；建立监督机制，邀请相关企业参

与监督检查和监测工作；将企业环保规划和计划

纳入政府部门的管理计划之中，支持管理部门环

境保护和生态管理措施的落实。

四、结束语

生态系统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科学家与政治家的紧密合作，更需要生态系统内

的管理者、公众和科学工作者的有效协作，共同

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和价值框架内，综合有关

生态学知识，统筹考虑人、生物和自然因素，以

长期保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实现所有资源

利用的町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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