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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海洋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海洋生态资源集约节约与可持续利用,文章在

梳理国内现有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模式、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案例成功

经验,提出了基于生态产业化模式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认为,海洋生态产业化需

具备3个必备条件:①实施区域必须具有独特的可供开发的海洋自然生态资源优势;②产业化过程

必须控制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力限度内;③要符合海洋产业发展规律。基于生态产业化模式的海

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①明确1个发展目标: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保

值增值;②奠定好2项工作基础:做好资源调查评价和生态承载力评估;③建立3个支撑保障:顶层

规划、监管机制和引导机制;④创造4项推动力:通过政策、科技、人才和资本市场产生创新发展的

动能;⑤建立5步实现路径:逐步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新模式,最终形成新业态。在推动海

洋生态产业化的进程中,建议将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的监管工作贯穿于生态产业化的全过程,严格

禁止超出生态承载能力的产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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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vealtherealizationmechanismofmarineecosystemproductsvalueandre-

alizetheintensive,economicalandsustainableutilizationofmarineecologicalresources,thisstudy

gainedexperiencefromdomesticandinternationalsuccessfulcases,andpresentedthevaluereali-

zationmechanismofmarineecologicalproductsbasedonthemodeofecologicalindustrialization,

basedonanalyzingtherealizationmodeofdomesticmarineecologicalproductsvalueandthe

problems.Accordingtothestudy,therearethreenecessaryconditionsfortheindustrializ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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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ecology.Firstly,theimplementationareamusthaveuniqueadvantagesofmarinenatural

ecologicalresourcesfordevelopment.Secondly,theindustrializationprocessmustbecontrolled

withinthebearingcapacityofmarineecosystem.Thirdly,theindustrializationprocessmustcon-

formtodevelopmentlawofmarineindustry.Asaresult,therealizationmechanismbasedonthe

modeofecologicalindustrializationmustworkon5aspects.1definedgoalofdevelopment,which

ismaintainingandincreasingthevalueofmarineecologicalresources.2laidgroundwork,

includinginvestigatingmarineresourceandevaluating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3estabished

supportmechanisms,includingimprovingtopdesign,regulatorymechanismandguidancemecha-

nism.And4drivingforcesbypolicies,scienceandtechnology,humanresourcesandcapital

market.5completedrealizationprocesses,includinggraduallyrealizingnewtechnology,newprod-

ucts,newenterprisesandnewmodels,andfinallyformingnewbusinessforms.Intheprocessof

promotingmarineecologicalindustrialization,itwassuggestedthatsupervisionofmarinere-

sourcesprotectionandutilizationshouldbecarriedoutthroughoutthewholeprocessof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andtheindustrializationprocessbeyondthe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should

bestrictlyprohibited.

Keywords:Ecologicalindustrialization,Marineecologicalproducts,Valuerealization

0 引言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海

洋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期,国内对海洋生态价值实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拟在研究当前海洋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

海洋生态产业化成功案例的相关经验,提出以海洋

生态产业化模式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思路。

1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发展模式及存

在的问题

从行业分类角度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

要有3种发展模式。①海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典

型代表为海洋生态渔业,主要指在注重渔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传统海洋渔业升级改造的海洋

生态牧场。海洋牧场作为一种新型海洋渔业生产

方式,是以生态系统为核心,科学利用海洋资源,在
特定海域科学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

渔场[1],最常见的是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2-3]。

②海洋生态服务业模式。典型代表为海洋生态旅

游业,主要是利用海洋特色生态资源开展观赏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参与海上作业以及海洋探秘等旅

游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可给

当地的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可实现社会、经

济、文化和环境效益的统一[4-6]。③海洋生态工业

模式。典型代表为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指通过综合

利用海洋中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如海洋风能、潮汐

能、波浪能、温差能等,转化为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发

展形式。通过选取适宜开发的海洋能,选择适合区

域建设海洋能开发项目,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

的双赢[7-9]。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虽然取得

了一定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①海洋生

态资源情况不明。海洋生态资源数据不精确,海洋

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等均缺乏详细调查,海洋

可再生能源储量缺乏准确评估。②发展结构不均

衡。海洋生态农业和海洋生态服务业发展较为成

熟,而以海洋生物医药业、潮汐能发电等为代表的

海洋生态工业则因技术条件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

高端产品、高端业态较少。③尚未形成可持续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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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率相对较低,多是对资

源加以简单利用,产品科技含量较少,未形成规模

化发展态势,更未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链。④产业化

过程缺乏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有效监督。产业发展

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生态资源环境的监管,产业化对

生态资源的影响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无从得知,

难以确保在产业化过程中做到生态优先。⑤发展

保障体制机制不健全。目前海洋生态产业化发展

的顶层设计有所缺失,且各类相关政策和体制机制

的合力聚集度不足。海洋领域的产业、环境、财税、

金融等各项政策的衔接机制不够健全,保障海洋生

态产业化发展的专项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2 国内外海洋生态产业化成功案例

现阶段,海洋生态产品主要集中在海洋生态渔

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新能源产业等方面[1],通过科

学合理的生态产业化先行先试,有效地将生态效益

转化为经济效益。

2.1 广东湛江特呈岛:红树林生态旅游产业模式

特呈岛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湛江市东南部海

域,岛上的红树林群落是最为突出的生态旅游资

源。2004年以来,特呈岛以“文明生态旅游新海岛”

为建设方向,着重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①联合科

研机构开展海洋生态修复。通过与中山大学等

10余个科研机构建立科研合作关系,加强红树林生

态修复、病害防御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有效恢

复了特呈岛红树林生态系统。②生态资源与文化

相结合。以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为契机,在

完善海岛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为前提,以湛江典型的海岛与红树林生态系统

为主要载体,挖掘红树林特色森林景观和海岛景

观,结合海岛渔家文化,形成集游玩、观赏、科研、度

假等娱乐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模式,形成

具有湛江海岛特色的生态旅游产业。先后获得“国

家级海洋公园”“中国特色名村”“广东省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广东生态文明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2.2 珠海桂山:海洋风能生态产业化模式

风能是一种蕴量巨大的可再生清洁能源,海上

风能因其具有流向稳定性好、能量集中度高的特

质,开发利用趋势向好。珠海桂山海上风电场位于

珠江口的伶仃洋水域,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处理3个

问题。①统一规划,统筹海上风电布局。按相关要

求制定了海上风电场布局规划,并严格按照选址原

则进行合理布局,合理安排开发时序,形成了分阶

段的开发方案。②多措并举,协调风电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间的关系。考虑到选址周边分布有中华

白海豚国家自然保护区等特殊海域,提出了兼顾发

电效益和集约用海的优选方案,并采取多种海洋环

境监测和保护措施,尽可能降低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影响。③科技先行,着力破解海上风电技术难关。

针对所在海域常年有台风、盐雾大的特点,研发适

应自然资源条件的海上风电设备和海岛智能电网

技术,成功实现海上风电场与海岛和大陆电网互联

互通。通过该风电场的建设,不仅可解决东澳岛、

桂山岛、大万山岛等3个海岛的用电问题,还能将约

90%的电力回输到珠海陆地电网,又可减少二氧化

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灰渣的排放,生态效

应十分显著。

2.3 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海洋生态综合利

用模式

大堡礁(GreatBarrierReef)是世界最大最长的

珊瑚礁群,被称作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具有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大堡礁海洋生

态公园发展模式形成了对海洋生态资源的综合利

用,建设过程中逐步完善了管理体系。①通过立法

建立了海洋公园的保护和开发管理体系。从1975年

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法案》提出建立、控制、保护和

发展海洋公园,到1982年的《海洋公园法》,再到

2000年出台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水产业条例》,澳大

利亚政府针对大堡礁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自然遗

产保护和开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6]。②通过生态监

管推动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制定《大堡礁分区计

划》对开发活动进行生态监管,允许在特定分区范

围内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生态环保型的水产养殖和

海洋旅游活动,并对这些活动的规模、工具等进行

了严格限制。③建立管理机制协调保护与利用的

关系。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是独立授权的法定

管理机构,同时受昆士兰州政府的支持,并同州政

府其他机构,如昆士兰旅游局、环保部门等协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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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大堡礁保护和利用进行协同管理,保障管理

规范到位。

3 基于生态产业化模式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结合海洋生态产业化发展的情况和相关案例

的成功经验,本研究认为,可以采用生态产业化模

式建立海洋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

3.1 海洋生态产业化的必要条件

海洋生态产业是基于海洋生态资源形成的具

有经济效益并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绿色产业。海

洋生态产业化是在符合生态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依

托特色海洋生态资源建立起海洋生态产业的过程,

通过节约集约利用海洋生态资源,将生态效益转化

为经济效益,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

海洋生态产业化需要:①具备一优势,即实施

区域必须具有独特的可供开发的海洋自然生态资

源优势;②控制一限度,即产业化过程必须控制在

海洋生态系统承载力限度内;③符合一规律,即符

合海洋产业发展规律。

3.2 海洋生态产业化实现机制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结合国内实际发展情

况,要建立海洋生态产业化实现机制,需要做好5项

工作:明确1个发展目标,奠定2项工作基础,建立

3个支撑保障,创造4项发展动力,打造5步实现

路径。

一个实现为目标: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保值增

值。以实现海洋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为始终目标,在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适度发展海洋生态产

业,将生态效益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效益,逐步实

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

双评并举做基础:资源调查评价+生态承载力

评估。该两项评价是支撑国家开展顶层设计的基

础。①开展资源调查评价。在海洋资源调查的基

础上,开展海洋生态资源调查与评价,摸清可以用

于产业化的资源类型、数量、空间分布及其生态特

色情况。②进行生态承载力评估。对可以用于产

业化的生态资源开展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在识别

海洋生态资源潜力较大的区域、科学评估资源量、

潜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生

态环境承载力,全面预测生态产业化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生态环境风险点,提出科学合理的产业化方案。

三制保障做支撑:统筹规划+监管机制+引导

机制。海洋生态产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国

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以生态为先,不盲目追求经

济效益,保障海洋生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①做好

统筹规划。在开展资源调查评价和生态承载力评

估的基础上,统筹规划海洋生态产业发展方向和空

间布局,建立海洋生态产品项目库和推进计划表,

选取优质、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先行开展示范,在不

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有序推进海洋生态产业

化进程。②完善生态监管机制。生态监管机制的

建立是实现生态优先的基础,将生态监管贯穿于产

业化发展全过程,防止产业发展重新走上以资源换

经济效益的老路,并可有效防止以生态产业化的名

义滥用海洋生态资源。③形成政策引导机制。引

导科研院所建立生态产业化研究领域,引导海洋经

济创新示范城市建立生态产业化成果转化平台,引

导市场资本投入到海洋生态产业化的项目建设,充

分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引导当地政府和居民支持生

态产业化项目建设。

四轮驱动为动力:政策+科技+人才+市场。

海洋生态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创新是其发展的唯一

动能,政策保障则是激发动能并维持其可持续发展

的根基,科技、人才、市场是推动力,形成“一建三

引,四轮驱动”。①建策。出台海洋生态产业发展

政策,完善从国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

度,有效整合各级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合力,加大生

态产业化引导和扶持力度,在财政、税收、用地(海)

等方面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帮助产业走出发展的

“瓶颈期”。②引智。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设立专

项开展相关研究,形成创新性成果,推动海洋生态

产业从要素驱动向科技驱动、创新驱动转变。③引

才。以项目为依托,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搭建海

洋生态产业化人才体系,推动海洋生态产业化发

展。④引资。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

支持资本市场积极参与海洋生态产业化,加大对海

洋生态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尤其是科技含量高、

创新性强的生态产业,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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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引导金融服务海洋生态产业化健康

发展。

五新培育为路径: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
新模式+新业态。海洋生态产业化需要逐步实现

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培育发

展过程。①新技术、新思路。在海洋资源保护利用

的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和思路创

新,形成开发海洋生态资源的新技术和新思路。

②新产品、新服务。通过新技术对各类海洋资源进

行综合利用,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形成3类产

品输出:生态物质产品、服务产品、文化产品,将生

态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③新市场、新企业。将新

产品推向市场,实现生态资源的初期经济价值,形

成新的市场,并建立新型生态企业。④新融合、新

模式。融合发展核心企业的上下游,充分延伸海洋

生态产业上下游产品链条和价值链条,丰富生态产

品,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模式。⑤新领域、

新业态。在避免同质化发展的前提下,促进海洋生

态产业集聚,形成新的发展领域;从依靠海洋自然

资源要素、投资拉动向依靠发展高附加值海洋生态

产业、海洋循环经济转变,鼓励形成海洋生态产业

新业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结语

通过对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模式的分析,并结合

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本研究认为可以采用生态产

业化模式实现海洋生态产品的价值,但应是在生态

优先的基础上,通过挖掘特色的海洋生态资源,并

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保障海洋生态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绿色发展。

在推动发展海洋生态产业化的过程中,建议以

生态承载力为上限,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主体的制度

改革为先导,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将

海洋生态资源保护利用的监管工作贯穿于生态产

业化的全过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严

格禁止超出生态承载能力的产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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