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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能力不足和措

施不力，也是导致其遭受破坏的
重要原因。

为此，必须加强海洋及海岸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有

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采取海
洋及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手段，各
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才能从根本

上扼制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遭
受严重破坏的趋势。

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

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需要
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特别是在
管理、执法和科研能力建设上，需

要进一步引起重视和加大投入。
国家海洋局作为“监督管理海洋

环境保护工作”的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监督管理海洋自然保护区

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监督海洋生

物多样性”是其具体工作职责之

一，开始逐步强化海洋及海岸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和科研能力
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应地也
加大了这项工作的投入。

今后一段时间内，海洋及海

岸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的主

要内容是，1、全国范围的海洋及
海岸生物多样性调查及信息系统

建设，2、海洋和海岸生态及生物

多样性监测网络体系建设3、现有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

4、急需新建一批海洋自然保护
区，5、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
护执法能力建设，6、海洋及海岸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的生

态渔业、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示

范区建设，7、海洋及海岸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关键技术研究
等。

(作者单位国家海洋局海洋

环境保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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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探讨海洋

环境的价值规律入手，论述海
洋环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运

行机制，并将其纳入海洋经济

发展主渠道，充实海洋经济结

构，促进行政管理手段与经济

管理手段的统一，从而建立起

新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
体系的建立对海洋大环境的

保护将起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们对海洋认识的

深化，海洋越来越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世界沿海国家

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向海洋

要财富，将海洋开发与利用逐

步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
框架，已成为当前海洋经济发

展的主流。

海洋环境是指涵盖海洋

的自然和非自然要素，包括所

围绕空间以及其中可直接或

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

各种海洋自然要素和社会要
素的总体。海洋环境作为海洋

开发与利用的基础，在海洋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

济规律、价值规律已逐渐为海

洋经济发展所遵循，建立起海

洋环境经济体系，将其纳入海

洋经济发展主渠道，是当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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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一、海洋环境经济体系的
建立

海洋经济的发展是多方

位多元化的，各种因素并存，

这就需要我们统筹考虑，全盘

规划。长期以来，海洋经济的

发展与海洋环境的运用和保
护总是处于分离、脱节状态；

思想上缺乏资源意iP,、生态意

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理论上认

为没有劳动参与或不能进行

市场交易的资源、生态、环境

没有价值，可以任意取用、浪
费和破坏。从而引导人们单纯

追求海洋产值及其增长速度，
忽视海洋环境的经济调控作

用，致使海洋经济发展走入歧

途，导致海洋资源的无度毁

损，海洋生态的破坏和海洋环

境恶化，动摇和削弱了海洋经

济发展的基础，增加了海洋环

境负担。

(一)海洋环境经济体系

海洋环境经济体系是在
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提下创立

起来的，它既是海洋经济的补

充，又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提

和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海

洋环境显示其经济特性。一是
海洋环境的价值观。马克思说

   



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

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

质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海
洋开发利用中对海洋环境的需

要和应用，确立了海洋环境的

价值。海洋环境价值包括两个

方面的含义即一部分是比较实

的物质性产品价值或称有形的

资源价值(即海洋资源)；一部
分是比较虚的舒适性服务价值
或称无形的生态价值(即海洋

环境保护)，二是海洋环境的经

济效益观。在海洋开发利用的

过程中，人们在耗费一定的活
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过程中，既

会产出一定的对人们有用的海

洋经济产品，从而产生一定的
经济效益，又要在劳动所引起
和控制的海洋环境之间的交换

过程中，引起海洋环境生态平

衡状况的变化(这种变化还包

括陆源对海洋环境物质的输

入)，从而使海洋环境受到影

响，产生一定的生态效益。这种
生态效益即海洋环境的经济效

益(也称软效益)。

海洋环境内涵与外延的经
济化，为海洋环境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建立海洋
环境经济体系能够在海洋开发

利用中，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的

经济杠杆作用来调控海洋经济

发展，并运用经济观点和手段
来合理运用海洋环境并解决如

何保护环境的问题。

(二)海洋环境经济的分析

步骤

对海洋环境经济进行分

析，是将海洋环境量化的过程，

是海洋环境进行经济运行的依
据；从而确定海洋环境的生态

价值和澳源价值，既运用生态

学的观点，根据自然条件的数

据，建立生态环境及海洋资源

的数据库。
2．确定影响因素，并将影

响因素量化。这些影响因素包

含人为的和自然的。人为的指

人们的海洋开发活动。自然的

指海洋环境内部变动等。将这

些因素加以量化，建立起海洋

环境变化数据库。
(三)海洋环境经济的特点

1．海洋环境经济行为的长
期性。海洋管理行为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保障和保持海洋资源

和环境的质量，即保持生态平

衡。这种行为环境效益较高，但

实际经济效益不明显或只有一

定低数额的明显经济效益，但

从长远看它保证了生态的平
衡，从而使再生产的基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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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保琶噘彩
了保障。因此海洋环境经济行

为具有长期性。
2．海洋环境经济行为的基

础性。海洋环境保护是促进和

保障海洋经济稳定发展的基

础，没有良好的海洋环境，海洋

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空中楼阁。

任何一项海洋开发与利用项目
的进行，从根本上讲都是对海

洋环境的有效利用，没有了海

洋环境，海洋经济就失去了发

展的基础。

3．海洋环境经济行为的间
接性。海洋环境的经济效益往

往不是以货币直接表现出来

的；而是通过影响海洋经济效

益表达的。环境条件优则海洋

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反之则失

去发展条件。
(四)海洋环境的经济调控

行为

海洋环境的经济调控作用
是通过两种行为表现出来的。

1．海洋环境的合理运用。

充分发挥环境的潜能，并合理

加以利用，增加海洋经济发展

后劲，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对海

洋环境的运用一是要避免过

度，无度开发只能造成海洋资
源的衰退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是增加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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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经济的

作用，建立具N-良性循环的生

态开发。

2．海洋环境的保护。对海
洋环境进行保护，实际上是对

海洋经济结构的保护。海洋环

境保护是指采取行政的、法律
的、经济的以及科学的多方面

措施，保护海洋水域免受污染
和破坏，维持海洋生态平衡，促

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协调
发展。

二、海洋环境经济体系J-F

常运行对策

(一)运用经济管理手-N_，
实行环境的有偿使用。

海洋环境经济体系的建

立，使海洋经济体系更加完整
协调。在加强对海洋生产行政

管理手段的同时，运用海洋环

境经济的杠杆作用，调动各方

面使用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才能使海洋环境
经济调剂作用渗透到海洋经济

的一般管理方法中去。

海洋水域的污染主要来源
于陆地，必须树立海洋环境资

源价值观，实行环境的有偿使
用，在使用环境的同时，进行等

量价值补偿，避免企业缴排污

费买“排污权”而不愿进行环境

治理的单纯经济行为。企业自

身造成的环境污染由企业自身
承担和解决，以减轻陆源对海
洋和河流的污染。

(二)加大海域使用管理，
全面提高依法治海、依法用海

意识。

推进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
实施是运用海洋环境经济杠杆
作用的根本。海洋环境的使用

从根本上讲就是对海域的使

用；目前，随着涉海部门的增

加，海域使用越来越乱；而且也

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实行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不仅体显
了海域的国有原则，杜绝了海
域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国有资

源性资产的浪费，而且也是对
海洋环境经济杠杆作用的根本

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法》的实施保障了这一经济调
控作用的施行。

(三)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为海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是保证

海洋环境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

措施，鉴于目前我国部分海域
严重污染的现实情况，笔者认

为，必须采取有效手段，加大对

海洋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力

度。

1．建立、健全海洋环保法

规。随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乡

镇企业的发展，使海洋环境的

破坏具有普遍性，并有发展趋
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海洋环

保法规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
系。虽然我国现今已颁布了若

干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但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方面却

过于笼统，在实际执行中不能

有效地运用，因此要建立健全

具有专一性、针对性的海洋环

境法规，加强对海洋环境的管
理。

2．加强海洋环境环保工作

的宣传，增强人们的环保意

识。长期对环境无偿的索取，导

致人们坏保意识的薄弱，广泛

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宣
传，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环保

意识，是当务之急。充分利用各

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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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

认识和了解海洋环保的性质和

经济意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

保护海洋环境；改造海洋环境

的自觉性。
3．合理增加海洋环境保护

投入。由于海洋环境经济具有

长期性、基础性和间接性的特

点，因此在海洋生产过程中，不

应因为环境投入不能马上见效

益，而减少海洋环境的投入，而

应将海洋经济的短期经济行为
与海洋环境经济的长期经济行

为结合起来，树立海洋环境的

长期效益观，增加对环境的资

金投入，使海洋经济获得长期、
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

三、创建海洋环境保护基

金

目前，海洋环境管理和保

护资金缺乏，无法解决日益严

重的海洋环境状况。根据海洋

环境经济效益理论，要建立起

海洋环境保护基金，每年从排

污费、资源保护费以及争取的
国际、国内环境保护组织的拨

款中，拿出一部分，做为海洋环
境保护基金。主要用于海洋环

境保护、管理和科研，以及公共

性环境损害治理工作，从而避

免管理与治理无资金、科研无

经费的局面。以促进海洋环保
工作顺利发展，为海洋经济的

进一步振兴创造一个良好的海
洋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 山东省海洋

监察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