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批的海洋自然保护区获准
,

即交由国家海洋与大

气局下属的海洋和河口管理处负责实施
。

目前
,

由

该处主管的 个保护区
,

包括 个珊瑚礁及其生态

系统
,

个海洋生物栖息地
,

处沉船区和 个河口

保护区
。

但对于在《海洋保护区法》实施之前建成的

含有海洋部分的国家公园或海洋保护区
,

仍继续分

别由各原主管部门
,

如林务局
、

鱼类与野生动物局
、

国家公园管理局
、

国土局
、

室外娱乐局
、

国防部继续

分管
。

各保护 区设有管理总部
,

一般由 一 人组成
,

设负责人 名
,

其余分管监视监测
、

科研和宣传教育

工作
。

各管理总部承担制定管理计划
、

协调和实施

计划
,

并定期向海洋和河口管理处报告工作
。

执法

工作一般通过合同由当地渔业狩猎部门或海岸警卫

队承担
。

英国仅有 处国家海滨公园
,

与其他 个国家

公园统归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
。

园内设有潘姆伯克

郡国家海滨公园管理局
,

负责整个公园的管理事

务
。

与其他保护区不同的是
,

这个海滨公园西南部

保留着英国西海岸重要油港
,

为防止石油污染和保

护自然环境质量
,

于 年由政府出面成立港 口水

道管理委员会
,

丰席 由交通大臣委派
,

其余 名委

员由各有关方面选派
,

国家海滨公园管理局作为成

员之一参与管理工作
。

加拿大的海洋公园的管理实行环境部负责制
,

该部负责编制管理计划
,

与当地居民和有关部门协

调
,

筹建区和实施计划等管理事务
。

海洋公园和保

护区内的资源也由环境部统管
,

但资源的利用和控

制归各业务部门负责
。

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多黎各是由商业部长提出经

总统批准后
,

负责建区和实施计划
。

印尼虽设有林

业部自然保护局
,

但不经管海洋保护区
,

据报道
,

现

已成立开发
、

监督与环境部
,

有可能对海洋自然保护

区实施管理
。

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没有专门管理机构

实施对 已宣布成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

个别

国家如法属波利尼西亚仅有一个保护区
,

却交由一

所大学副校长负责
,

授予
“

罗宾逊综合保护区
” ,

区 内

设由罗宾逊为主席的管理委员会
,

实施严格管理制

度
,

来访者需经特别许可证方可入内
。

澳大利亚根据 海洋公园法》成立大堡礁海洋公

园管理局
,

直接管理大堡礁海洋公园的各项事务
。

该局是一个人员多
、

部门健全的管理机构
。

设有由

专职主席和 名兼职成员组成的局领导
,

下设 办

处
,

即分设于首都和大堡礁附近的 个办公室 计

划管理处
、

环境影响管理处
、

科研监测处
、

教育情报

处
、

水族馆处和行政管理处
,

人数多达 人 以上
。

除此
,

还设有大堡礁部长委员会
,

由联邦和州政府各

出 名部长组成
,

负责协调联邦和所在州政府间对

大堡礁的政策
。

另设一个独立于部长委员会和管理

局的顾间机构—
大堡礁顾问委员会

,

代表大堡礁

公
、

私方面利益
,

就 公园法》的执行向部长提出建

议
,

向管理局提出海洋公园建设和发展有关间题的

建议
。

美国于 年制定了 《海洋保护
、

研究与自然

保护 区法
,

并于  年和 年进一步修订 澳

大利亚  年制定 《大堡礁海洋公园法 加拿大

年制定了国家海洋公园政策
。

根据这些法律和

政策加强海洋保护区的管理
,

并注意协调沿岸国家

公园与海洋保护区的关系
。

例如加拿大对新建的海

洋公园与原有的滨海公园相接时
,

两者之间以平均

高潮线为界
。

国家公园仍执行 年制定的国家公

园法
,

海洋公园部分执行国家海洋公园政策
。

澳大

利亚 大堡礁海洋公园法 颁布后
,

即依法将大堡礁

划为国家海洋公园
,

成立管理局
,

制定相应的管理条

例
,

进行监视和执法
,

从事科学研究和监测
,

以及对

各个部分进行区划工作
。

有些国家虽未专门立法
,

但也从法律上加以保

护管理
,

如苏丹通过颁布《新渔业法》
,

为海洋公园
、

保护区
、

封闭区的建设与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

许多国家都把法制手段作为海洋自然保护和加

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战略措施
,

已收到显

著效果
。

国际组织也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呼吁各国建

立法制加强管理
,

这 已被多数国家所接受
。

区 划管理 区划是为了保证海洋自然保护区计

划的实施
、

促进发展
、

达到保护 目的的重要管理手段

之一
。

区划是根据包括环境在内的资源分类方法
,

按照保护的目的与需要
、

允许利用的程度和保护区

内设施容纳能力
,

对保护区加以划分区域
,

实施有效

管理
。

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采用类似陆地生物圈

规划的区划方法
,

把海洋公园划分成 个区域
,

即
“

一般利用
”

区和 区
、

国家海洋公园的 区和

区
、

缓冲区
、

科学研究区
、

保护区
。

其中
“

一般利用
”

区 内除不允许进行采矿外
,

一些活动如采集贝壳
、

珊

瑚
、

观赏鱼
,

用杆和线钓金枪鱼
、

传统狩猎和科学研

究等需经特别许可
,

其他活动可在一般利用区内进

行
。

国家海洋公园的
、

和缓冲区管理较严格些
,

有些活动得到特许可以进行
,

少数活动如划船
、

潜

水
、

曳绳钓浮游鱼类允许进行
,

其他活动均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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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而
“

保护区
”

即核心区内除经特许可开展科学研

究外
,

一切活动均予禁止 科学研究区与
“

保护区
”

类

似
,

仅传统的狩猎或捕鱼经特别许可可以进行
,

其他

活动一律不允许进行
。

其区划的目的是促进人类对

海洋公园的享受和利用与海洋公园的生态保护相一

致
。

加拿大的海洋公园的区划管理与澳大利亚有许

多相似之处
,

但考虑较周到
,

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
,

宽严相宜
。

加拿大对海洋公园的区划将公园划分成

以下几类

自然保护区 采取严格措施
,

保护保护区内独

特
、

稀有或濒危的资源
,

以及具典型特征的海洋资

源
。

严格控制或禁止进入和利用
,

区 内不允许采捕资

源和建筑人工设施
。

自然环境区 允许设置教育和简单娱乐设施
,

采

捕资源控制到最低限度
,

以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和

自然风景可供欣赏
。

一般保护区 允许的范围比 自然环境区较宽
,

可

设里教育
、

户外娱乐设施
,

按渔业管理计划可开展捕

捞活动
。

一般使用区 只要符合海洋公园的保护 目的和

管理规定及渔业管理计划
,

渔业活动
、

航海和船舶作

业
、

教育娱乐活动均可进行
。

公园服务区 近岸
、

海滨和岛屿设有基础设施
、

提供旅游服务的区域
。

暂时限制区 出于对特殊 自然资源保护需要
,

对

自然环境区
、

一般保护区和一般使用区采取在一段

时间内限制或禁止进入或利用的措施
,

避免因不适

当的开发利用而造成对 自然资源的损害
。

垂直保护区 自然环境区
、

一般保护区和一般使

用区的海底未加限制的区域
,

当自然或文化资源可

能受到危害时
,

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加强管理
。

科学研究管理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活

动及其成果
,

是保护区对资源与环境保护和管理的

荃础
,

而提供开展 自然保护科研场所是保护区建区

内容之一
。

海洋自然保护 区是开展海洋生物学
、

环境

科学及海洋学其他方面研究的重要基地
。

国外一些

海洋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部门都愿意与科研机构和高

校合作
,

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
,

以

及人类活动对海洋资源
、

环境
、

生态系统的影响
,

环

境影响评价
,

社会影响评价等
。

目的在于更多地了解

海洋环境和资源状况
,

向有关部门通报信息
,

提供公

众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自觉性
,

进而提高保护区的

保护管理水平
。

对科研的管理
,

保护区管理当局负责

管理和协调委托的科研课题 与高校
、

研究所或私人

顾问签订合同 评价科研许可证的申请
、

公众环境报

告
、

环境影响报告书 制订环境监测规划 建立海洋

自然保护数据库 提供科研基地
,

组织
、

协调和管理

区内的科研活动
。

此外
,

国外海洋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越来越重视

对保护内容和管理上一些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

美国 已制定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计划
,

准备开展长期

研究活动
,

针对一些已划定的海洋公园或保护区面

临
“

涉禽种群减少
、

水产资源衰退
、

生物物种减少
、

水

质下降
”

的问题开展研究
,

以确定水管理和水环境对

河 口生态的影响
,

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样措施扭转港

湾河 口和红树林 区涉禽与鱼类种群数量下降的趋

势
。

国会还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更多的环境研究
,

更广

泛的咨询
,

更密切注视经济影响的研究
。

加拿大的海洋公园建设也提出自然现象
、

公众

稿求
、

旅游利用和影响的研究
,

提出在公园内增加研

究设施
,

开展对海洋过程了解和海洋区域欣赏等方

面的研究
。

此外
,

环境部还鼓励根据加章大社会的最

佳利益 经济
、

环境
、

社会
,

促进和发展渔业资源管

理利用的研究
,

以及提高海洋公园管理水平的研究
。

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科研处曾提出过 个

重点科研课题列入年度研究计划
。

这些课题包括 棘

海星截顶
、

拖网影响
、

礁下捕鱼的影响
、

礁底生物监

测
、

水质评价
、

人类资源利用的监测
、

社会影响评价
、

管理水平的提高及海洋学研究项目等
。

宣传教育 海洋自然保护区建成后
,

在管理措

施上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公众宜传建设保护区的

意义
,

增强公众海洋自然保护的意识 加强海洋自然

保护知识的普及并在学校设里海洋自然保护教育课

程
,

促使公众自觉参与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

国外一些

管理较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

其宜传教育比较成功

也收到较好的效果
。

英国自 ” 年开始
,

将海岸区划成 个区域
,

逐步建成海岸保护区
。

尽管保护区的职员不多
,

但使

得  ! 千米长的海岸得到较好的保护
。

他们在谈

到海岸保护经验时指出
,

除了保护区职员的努力工

作外
,

采取了诸如宣传教育等非强制性措施起了很

大的作用
。

英国的潘姆伯克郡国家海滨公园
,

为了搞好宜

传工作
,

设了一个有 名职员的资料中心
,

出版了

种出版物
,

其中有一份名叫 从海滨到海滨 的报

纸
,

共有 版
,

免费赠送
,

发行量达 巧万份
,

还编印

如公园开发
、

规划和管理一类的文件资料免费赠阅
,

海洋开发与管理



并通过录像
、

展览等方式广泛宜传
。

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内设有教育情

报处
,

旨在提高公众对大堡礁海洋公园的了解
、

欣赏

和支持
,

还通过出版资料宣传海洋自然保护
,

向公众

提供教育和情报资料服务
。

加拿大环境部为保护海洋公园的资源
,

制定宣

传计划
,

提供各种情报资料
、

信息和海洋公园的发展

计划
,

宣传和介绍海洋公园 区域的历史和考古资源
、

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等
。

他们认为开展这样的宜传活动
,

可以使游览者

有机会认识海洋公园
,

了解
、

欣赏和享用海洋公园

进一步了解和欣赏海洋公园的自然和文化价值
,

认

识人类对海洋环境的依赖和相互关系
。

还向教育机

构
、

社会团体提供资料
,

宜传海洋公园发展规划等
,

并组织这些机构
、

团体甚至个人进园开展宣传活

动
。

这样做可以调动和发挥公众与机构团体参与海

洋自然资源保护的自觉性
。

一些国家也提倡海洋 自然保护工作从娃娃抓

起
。

前苏联和 日本等国从小学开始
,

就对学生进行自

然知识教育
。

美国不仅在大学设置了自然保护和海

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专业课程或兴办专门学校
,

还

通过报纸
、

电视
、

电影
、

幻灯
、

广告
、

书画
、

报告会
、

展

览会
、

研讨会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在学生的笔记本

上
,

文具贺卡上
,

甚至衣帽 恤等用品上印上重点保

护动物图像与保护海洋自然的诗句
,

还谱写了许多

保护海洋自然生态的歌曲
,

向全国广播
。

通过大量的宜传教育活动
,

使海洋 自然保护成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

增加了人们保护海洋 自然的责

任感
。

例如英国就有很多基金会一类的团体组织
,

自

愿筹款开展海洋 自然保护工作
。

仅英国皇家自然保

护学会
,

就有 多个地方性或专业性基金会
,

从事

各类 自然保护活动
,

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视自然保

护为己任
,

每年用于包括海岸
、

海滨公园等 自然保护

的经费多达 万英镑
。

加强国际合作

海洋 自然保护及保护区建设的国际合作活动
,

包括双边
、

多边合作近年十分活跃
。

主要基于以下几

点共识
。

认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不受国界限制
,

如污染

会随海水和大气影响邻国甚至更远地区
,

而海洋生

物物种的灭绝会损害整个人类生物圈
。

国际合作有助于促进各国自然保护
、

保护区

建设和科研活动的发展
,

对各方都有利
。

 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合作得到外援
,

发展自然

保护事业和保护区建设
。

 有助于 自然保护及保护区建设人才的培训
,

提高专业水平
。

因此
,

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热心于推动各

国合作开展自然保护和发展保护区建设
,

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倡开展国际性合作
,

政府间进行多学

科综合研究
,

并开列项目
,

如不同的土地利用和管理

方法对温带和地中海森林景观的生态影响 人类活

动对三角洲
、

沿海地区的价值和资源的影响 自然区

及其遗产物质的保护等
,

供合作各方选择
。

地 中海沿岸各国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上进行

多方合作
,

各国批准建立保护自然资源的特殊保护

区合作网的协定
。

国际上还有一些专业研究机构
,

专事组织和协

调各有关国家开展合作研究
、

情报交流
、

推动各国的

保护区建设发展
。

例如仅珊瑚礁的研究组织至少有

个
,

它们是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珊瑚礁生

态工作组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

域海洋计划有珊瑚和珊瑚礁地区处
、

国际珊瑚礁研

究学会
、

国际生物海洋学协会珊瑚礁委员会
、

太平洋

科学协会珊瑚礁委员会
、

南太平洋珊瑚礁工作委员

会和珊瑚礁特别工作委员会等
。

又如南太平洋一些国家召开会议
,

签署了南太

平洋协议
,

建议建立海洋保护区
,

共同保护日益受到

灭绝威胁的海龟资源
。

“

人与生物圈规划
”

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

规划
,

其中包括了合作开展研究岛屿
、

海滨等区域的

自然保护和海洋保护区建设
。

提出国际合作的 目标

和行动
。

目标包括建立国际保护 区网
、

管理
、

现场保

护
、

研究
、

监测
、

地方合作
、

环境教育
、

培训和情报交

流等
。

提出的第 巧 项行动建议说
,

为了发掘生物圈

保护 区的研究潜力
,

应鼓励各国政府建立双边的或

多边的合作
,

涉及的内容包括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受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

 生态特征相似或生态问题类同的生物圈保

护区的比较研究

新技术 如遥感和模拟 在各项研究中的应

用

南一北
、

南一南
、

北一北连锁研究和各项教

育的发展与扩大
。

国际间的合作交流 目前相当活跃
,

而且还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
。

口

海洋开发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