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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论述海洋环境监测的CalCOFI计划经验与海洋环境监测在经济与管理方面的重要

意义,最终得出如下结论:①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提高监测的质量与水平;②加强对海洋

环境的动态跟踪与管理;③积极做好海洋环境监测信息的发布工作,完善海洋环境监测预警机制。

关键词:海洋环境监测;CalCOFI计划;风险管理;环境受损补偿;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S9;P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7)11-0079-04

TheImportance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
fromthePerspectiveofEconomyandManagement

WUXiu1,YANGZijiang2,LIULongteng2,WANGLingling1

(1.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2.ChineseAcademyofFisherySciences,Beijing100141,China)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dtheforeignexperienceofmarineenvironmentmonitoring.Bythe

discussionofsignificance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ineconomicandmanagement,it

wasconcludedthat:①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environmentalmonitoringand

improvingthequalityandlevelofmonitoring;②Strengtheningthedynamictrackingandman-

agementofmarineenvironment;③Completingthedisseminationofmarineenvironmentmonito-

ringinformationandimprovingthewarningmechanismofmarineenvironment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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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海洋环境监测是指在相关海域设立固定的监

测站或者监测点,定期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常规性

的监测。同时,对突发性海洋污染事件、海洋赤潮

以及海洋灾害等危害进行必要的应急监测。其目

的就是为了更加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掌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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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水平、效应以及相关的

趋势[1]。

海洋环境监测在海洋环境工程保护等工作中

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1)有利于检验相关的海洋环境政策是否有

效,及其效用的大小,进而为政府机构提供后续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与参考。

(2)政府监督海洋环境政策执行的基本手段,

以期为海洋环境的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3)为海洋经济发展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为

海洋相关产业的开发与发展提供技术服务,以利于

沿海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4)预防赤潮等海洋灾害或者海洋污染事故的

基础性工作,为后续的防灾减灾提供帮助。

2 国外经验———CalCOFI计划

基于海洋渔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许多

国家已经致力于海洋环境与海洋生物资源的基础

探测及资料库建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49年开展

的 CalCOFI(TheCaliforniaCooperativeOceanic

FisheriesInvestigation)计划,其调查内容包括大量

的海洋物理、海洋化学分析,生物方面则从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鱼卵及仔幼鱼都有翔实的调查,按季

调查迄今为止68年间未曾间断。CalCOFI是由美

国国 家 海 洋 渔 业 局 (National MarineFisheries

Service)的西南渔业科学中心(SouthwestFisheries

Science Center)与 加 州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的Scripps海

洋研究所(ScrippsInstituteofOceanography)以及

加州渔猎局(DepartmentofFishandWildlife)共同

执行。CalCOFI计划最初是因为1947年的沙丁鱼

危机而产生的,希望透过海洋观测来找出影响沙丁

鱼资源变动的原因。相较于其他海洋环境观测计

划,CalCOFI计划相当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具有

纯学术性与产业目的,其网络了海洋学家、渔业科

学家、渔业管理者及其产业界专家共同参与。在历

经60多年的积累之后,CalCOFI的资料除了被用

来管理其生物资源外,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被用于探

讨ENSO、PDO等长期气候现象对加州洋流区生态

系统的影响,提供气候变迁相关研究所需的长期资

料序列。

尝试以任何单一年或者有限的数年间的资料

来推算、估计生态系统的变动很有可能会产生谬

误,管理决策与措施也会因为未考虑生态系统内在

的长期变异性而失败。Hsieh等[2]于2006年发布

在《Nature》的突破性研究,便是利用这个独特的仔

幼鱼资料序列来证明渔猎行为会提高系群密度等

变异性,此假说在过去虽然就被提出,但因欠缺长

期观测资料而无法证实,这也证明了CalCOFI长期

累积资料的重要性。

3 海洋环境监测在管理经济上的意义

海洋环境监测除了在水产资源与海洋生态研

究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外,若从管理与经济角度加以

探讨,其重要性主要包括了海洋业生产的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实证研

究,以及发生海洋污染、工业开发时造成损害所衍

生出的补偿参考等,以下分别加以阐述。

3.1 渔业生产风险管理

渔业为高度依赖环境资源的产业,因此环境变

动所产生的资源量变化,对于海洋捕捞业而言,可

视为生产行为的环境风险因子,因此环境风险的变

动将直接造成渔业生产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进而

影响渔业生产量及其产值。就理论而言,风险的意

思是危害发生的概率乘以危害发生所造成的影响

程度,也就是统计学中期望值的概念,因此以管理

手段来降低风险,基本上可以透过两个途径来实

现:一方面是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是降

低风险发生的危害程度。

此外,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在实施各种风险管

理措施之前,必须进行相关的风险辨识(riskidenti-

fication)和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等工作,因此

海洋环境监测可以作为良好的风险辨识与评估的

工具,借由海洋环境变动的观察以了解渔业长期生

产风险对产量及产值的关联性与变动分析,则可视

其为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因此,透过海洋环境监

测及其分析结果,将有助于渔业经营者进行相关的

风险管理,并及时地做出生产行为的调整,使气候

与环境的改变对渔业生产者的影响程度得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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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降低。

3.2 生态经济价值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为近10余年间

国际社会重视的研究课题,过去发展出包括市场价

值评估法、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法、效益转移法等不

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价值的评估。一般而言,所

评估的自然资源或者生态服务如果有相应的市场,

则可以直接采取市场评估法,经由市场直接消费行

为来计算自然资源的价值;倘若所评估对象属于非

市场物品,则需要以替代市场价值评估方法或假设

市场评估方法进行经济价值的评估。此外,如果受

限于人力、物力以及预算等的限制,则可以选用效

益转移法等方式进行评估。

然而近年来生态服务的评估在联合国相关计

划(例如 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MEA
或者TheEconomyofEcosystemandBiodiversity,

TEEB)的支持与推动下,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

及分类更为明确,以利于相关研究的发展,因此评

估方式与技术也不断地改良推进,除了前述的各种

市场价评估、假设市场评估等方法,也有研究采用

环境资料加以换算其市场价值,以此作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3]。举例来说,海洋生态系统

服务中的调节服务,已有研究采用海中叶绿素的浓

度作为固碳量的评估指标,经由公式换算推估后,

可由叶绿素浓度得出单位面积海域中的固碳量,再

经由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作为生态系统服

务单位面积固碳量的价格,进而推估得出特定海域

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调节服务的潜在固碳价值。

3.3 环境受损补偿之参考

海域污染或者海岸开发等行为对于海洋环境

具有极大的影响,首要冲击就是渔业生产、渔民收

益以及权益相关者的利益。国内海岸工程开发或

者海域污染发生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进行相关补偿金额

的计算,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估算

模型。

理论上,其大致的估算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进行评估,包括了出事海域的渔业经验管理

损失、入渔权人往返渔场作业增加的经营成本、渔

猎净收益之损失、渔业资源及生态修复所需经费、

出事海域投资成本、出事海域投资效益损失及入渔

费收入损失、平均净收益以及该海域的生产力等指

标。基于上述的大致评估指标可以得知,长期的渔

业资料收集与建立,有助于真实地反映渔业的活动

情形,结合周边水域生产力与生态资料可以作为补

偿金额计算的重要数据来源。

除此之外,国际商船搁浅或者污染事件发生

时,倘若进行国际诉讼与补偿谈判,权益受害者(如

渔民、渔业权人等)须举证损害事实,所以需要有完

整且具有相当公信力的佐证资料,才能真实地反映

受到的补偿金额的多寡。因此,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对于补偿资料收集与补偿金额估算具有相当重要

的参考价值。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及相关产业的持续快速发

展,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关心与爱护海洋环

境,积极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作为负责任经济大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

掌握海洋环境动态是水产资源研究的基础,对

于渔业的经营与管理、生态经济研究与环境受损补

偿上也具重要意义,因此海洋环境监测需要长期有

规律地积极推动,努力使其获得的环境数据将来不

仅能继续用于水产资源研究,而且能用于跨领域研

究者在多方面的研究,促使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

要性更加彰显,成果更加完善。

4.1 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提高监测的质

量与水平

海洋环境监测是实施相关海域水质考核的基

础,监测的科学规范以及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关系

到考核的科学性与严谨性[4]。新时期我国海洋环境

监测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沿海地区社会

与经济的发展迫切的需要相应的海洋环境监测有

较大幅度的发展。有鉴于此,海洋环境监测也应当

本着“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理念,

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监测的质量

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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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对海洋环境的动态跟踪与管理

近年来,我国海洋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迅猛,

给海洋环境的保护工作带来了保障发展与保护环

境的双重压力。面对日益加重的海洋资源环境监

测和日益频发的海洋生态灾害,加强现有海洋站的

能力建设,将其从单一的观察预报,全面提升为观

测预报、海洋监测和海岛监测等多项功能,并不断

加强对海洋环境的动态跟踪与管理工作。要严格

执行现有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列为海域使用论证的重要内容和海域使用

权证颁发的重要依据;要做好相关重大用海项目的

跟踪与监测,动态跟踪与收集海洋工程对相关海域

海洋环境的影响,做好定期的海水质量监测,及时

掌握涉海工程海洋环境与周边养殖业的影响;做好

定期的海洋环境事故报告工作,让权益相关者及时

了解到实时的海洋环境变化,做好相应的防灾减灾

工作。

4.3 积极做好海洋环境监测信息的发布工作,完

善海洋环境监测预警机制

加大对海洋开发活动的规划与监管力度,海洋

开发过程中要提高防范海洋灾害的对应标志标准,

进一步完善海洋观测预报体系,合理规划海洋台站

布局,重点加强风暴潮、海浪、赤潮和海平面上升等

海洋灾害的观测、预报和预警工作,加强对海水中

二氧化碳和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和河口海水倒灌

等,以及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要素的监视监测工作,

全面掌握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5]。积极发展

各类海洋生态环境预警预报服务,不断扩宽相关预

警服务的领域,扩宽服务用户范围,改进服务的方

式与水平,不断使海洋生态环境预警预报更加贴近

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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