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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孕育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为人类提供多种海产食物、净化海洋环境和提

供宜人景观及发展空间等。随着工程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海洋资源和空间的开发利用越来越

多、越来越快，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近 20 年来一些发达

国家通过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MEBM) ，在海洋生态系统的框架下规范和管理开发活动，

特别是在解决区域性海洋管理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值得我们借鉴。概述了海洋生态系统及

其服务功能，回顾了海洋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MEBM 的发展历程，系统阐述了 MEBM 的原则和

措施，剖析了国内外 MEBM 的成功案例，探讨了在中国实施 MEBM 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近年来，

我国依据海洋功能区划来管理海洋开发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建议以此为基础，强化相关生态科学

研究及相应技术和法规支撑，从而为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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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

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环境相

互依托、相互作用的庞大动力学系统，包含着生物过

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地质过程、物理过程等的叠

加过程及其非线性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海洋区别于陆地的主要特点是其物理环境的连

续性、流动性和多变性。在波浪、潮汐和海洋环流的

作用下，海洋不断地经历着水体内部的输运、混合、
扩散、循环等动力过程。海洋中的化学、生物、沉积

等过程的演变皆与物理过程密切相关。从支撑生态

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来看，海洋与陆地明显不同: 陆地

生态系统主要倚赖草本和木本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固

定太阳能; 而海洋生态系统中大型植物所提供的物

质和能量仅占很小的比例，除近岸湿地外，初级生产

主要靠微微型到微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再靠微

型到小型的浮游动物将能量向上传递给庞大而复杂

的海洋食物网。
海洋生物大多有复杂的生活史，如藻类的有性

和无性生殖、水母发育过程中的形态转换、贝类幼虫

的浮游和成体的固着、虾蟹和鱼类周年性的洄游等，

而这些大多源于其对生境的特殊要求; 它们需要在

合适 的 时 候 到 达 合 适 的 地 方，以 完 成 生 存 和 繁

衍［1］。而生物种群繁衍所必须的生境，比如产卵场

和育幼场等，即为关键生境。一旦关键生境受到破

坏，生物的生活史就无法完成，就会导致种群衰退或

灭绝。那些在沿岸水域固着生活的生物群落如海

草、红树林、贝类和珊瑚等缺乏迁移能力，更容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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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退化，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

的生产力下降［2］。
海洋的特殊属性孕育了其特有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主要包括支持、供给、调节和文化等 4 个方

面［3］。海洋依靠浮游植物的高生产力成为地球上

最大的“氧源”和“碳汇”，碳储量为大气的 65 倍、陆
地的 25 倍，是调节温室气体的主要因子［4］; 海洋主

导了全球营养物质循环、水循环、热循环和碳循环，

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调

节作用［4］。海洋周而复始地产出丰富多样的食物，

每年为人类提供约 1． 2 亿 t 的渔业产量和约 20%的

优良动物蛋白质。深海海底以其超常的温度、压力

和化学元素为地球培育并存蓄了巨大的特异基因资

源［5］; 海底还蕴藏了大量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两者

分别与地质历史时期海洋中上层水体及海底特殊生

态系统中的生命活动有关。海洋与陆地张弛互动造

就了美丽宜人的滨海景观，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文

化和审美享受。据保护国际基金会( Conservation In-
ternational) ［6］计算，海洋是全世界最大的净资产，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 23 万亿美元，为陆地的 2． 3 倍。

2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发展历程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 Marine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MEBM) 的基本内涵是: 在充分

了解和尊重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对海

洋开发活动进行全面管理，以保护海洋健康和维持

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MEBM 的目标就是实现海洋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满

足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需要。
由于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不

足，MEBM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有许多

惨痛的教训。以我国为例，数十年来对海洋的持续

过度开发，使近海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受到严重侵害;

缓冲能力受损，生产力降低。建国以来我国已经丧

失了 50%以上的滨海湿地，天然岸线大幅度减少;

过度捕捞截断了食物链，主要经济渔获物产量及生

物多样性降低; 赤潮、绿潮和水母灾害频发，生态系

统失衡。近年来，污染、溢油事故明显增加，沿岸和

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水域面积不断扩大［7］。加之

我国大量海洋与海岸工程构筑在河口、海湾、滩涂和

浅海，多种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相叠加，致使海洋生

态灾害集中呈现［8，9］。总之，经过多年来持续、高强

度、不合理的用海活动，我国近海和滨海湿地的生态

服务功能已显著降低。资源与环境是海洋生态系统

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保护国际基金会的计算

方法，2013 年中国的海洋健康指数( Ocean Health In-
dex，OHI) 仅 58 分，排在世界 220 个国家中的第 161
位［10］，说明中国海洋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

过度捕捞和近海生态环境受损并非中国独有的

现象，一些发达国家也曾有同样的经历［11，12］。如美

国东岸切萨皮克湾曾有丰富的鱼蟹贝资源。20 世

纪 70 年代由于排污导致富营养化严重，有害藻华暴

发和低氧区扩大，再加上城市发展破坏湿地等，导致

该湾底栖生物和鱼蟹贝的卵及幼体死亡，成为典型

的海洋死亡区。80 年代以后，经过限制营养盐排放

和实施水质、环境、生态、产卵育幼场和渔业资源修

复计划，鱼蟹贝资源才逐渐恢复［13，14］。切萨皮克湾

的例子说明，要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就需要协调

和管理人类的用海活动。
世纪之交，近海和海岸带环境恶化、资源衰退等

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1992 年的里约热

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CED) 提出要从整

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发活

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借

鉴了陆地“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 概念［15］，MEBM 的概念初步形

成; 但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其管理目标和方

法需要适当调整［16］。1998 年，《澳大利亚海洋政

策》出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海洋环境保

护和管理的国家政策; 其核心是倡导制定区域海洋

规划，在决策过程中贯彻 MEBM［17］。
2002 年的“里约 + 10”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

议 ( WSSD) 进一步推动了区域性和国家级的海洋

规划和海洋保护区管理。MEBM 逐渐被世界各国普

遍接受［18］。如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于 2004 年提交

给政府的国家海洋政策报告《21 世纪海洋蓝图》以

及美国政府随后公布的《美国海洋行动计划》都高

度重视 MEBM，将其作为 21 世纪美国海洋管理的基

本方针［19］。2012 年的“里约 + 20”峰会再次做出了

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并在大会决议《我们希望

的未来》中强调: 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的渔

业和水产养殖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民生至关重要。
过度捕捞是导致过去 50 年中全球海洋渔业资

源持续衰退的最主要人类活动［20］。为了应对过度

捕捞和关键生境破坏这一棘手问题，基于生态系统

的渔业管理 ( Ecosystem-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EBFM) 就成为世界各国最先采纳的一种 MEBM; 其

基本理念是从针对单种和多种资源的管理走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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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整体化、科学化的渔业资源保

护和管理［21］。
虽然渔业管理是所有 MEBM 皆包含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仅有渔业管理还无法实现 MEBM 的目

标。渤海曾是中国对虾最重要的产卵场和最大的渔

场，捕获量曾高达 39 000 t /a［22］，但过度捕捞、加之

大规 模 开 发 滨 海 湿 地 导 致 渔 业 关 键 生 境 破

坏［9，13，23］，使对虾渔汛在 1980s 迅速下降、1990s 基

本消失，对虾幼体补充量严重下降［24］。从 1984 年

开始，辽宁、天津、河北等省市开始投入巨资进行渤

海对虾增殖放流、构筑人工渔礁，每年投放数十亿尾

虾苗。但对虾亲体和补充量仍持续下降，放流回捕

率始终不到 3%［25］; 在渔获量相对较高的 2012 年仅

有 4 000 t 左右［26］。渔业资源破坏容易，恢复起来

却十分困难。我国连续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近

30 年来，大多数放流鱼种的资源量尚不足历史最高

值的 1%［27］。可见，只有在增殖放流的同时采取控

制捕捞压力、恢复渔业关键生境、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等 MEBM 综合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渔业资源衰

退的趋势。
为了长久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MEBM 必须

平衡各种活动、功能和价值。如近海和海岸带的许

多服务功能在空间上相互重叠，其既是鱼虾贝藻和

鸟类的育幼场和关键生境、生物多样性极高，又拥有

沙滩、港湾、岛屿等自然景观; 既具有保护堤岸和净

化水质的功能，也能为工业或城市发展提供空间。
因此，近海和海岸带资源开发往往与生态系统管理

形成尖锐矛盾。为了缓解这一矛盾，近 10 年来世界

各国纷纷制定以管理人类用海活动为目的的海洋空

间规划( Marine Spatial Planning，MSP) ; 它已成为实

施 MEBM 的有效途径［1，28，29］。中国也于 2002 年发

布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成为世界上较早开展海

洋规划管理的国家; 该规划在 2012 年修编，进一步

强化了海洋保护区管理等内容［30］。

3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原则与措施

MEBM 是以科学认知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

动态特征为基本依据，综合规划和管理可能影响海

洋生态系统健康的人类活动，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

的完整性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概言之，

MEBM 就是以海洋生态学为基础的对人类用海活动

的综合管理。这里，“用海活动”指各种海洋资源的

开发和海洋空间的利用。从短期来看，资源开发与

保护是一对矛盾; 但从长远着想，两者又是统一的，

因为未来的资源开发必须依赖于当下的保护。科学

和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得

到提升，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保护生态的能力得以增

强。要运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综合考虑

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要素，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管理措施，这是 MEBM 一体化管理的基本

要求。
3． 1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原则

MEBM 在核心理念上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

因而尊重生态系统自然演化规律、了解和利用生态

系统的缓冲力和可塑性( 即生态容量) ，帮助人类合

理开发利用各种海洋资源，就成为管理的核心内容。
为了实施 MEBM，必须以多学科研究成果为基础，建

立一套综合的管理目标、指标体系和效果评估方法。
为此，MEBM 需要遵循一系列原则［21，31］，包括:

①管理目标是实现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②管理核心是保持海洋生态系

统自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包括生物多样性［32］、
生产力和重要物种等; ③海洋生态系统的精髓是各

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的复杂性，它体现在生

态、经济和社会等不同层面，需要管理者综合考虑;

④所采取的规划和管理措施必须包含空间和时间维

度，从而对各类活动和过程进行尽可能准确的定位;

⑤需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性，认识其演化

的必然性，并进行适应性管理;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

应围绕人类开发和生态系统的利用价值两方面内

容;⑦人类及其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应被纳入管理框架之内;⑧应对生态问题治标不

如治本，MEBM 就是要标本兼治。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考虑，MEBM 应尊重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关联性、时序性等特点，承认生态系统

整体功能大于其各个组分之和。这也是一体化综合

考量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MEBM
的关键在于平衡，即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有效平衡

海洋开发与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开

发活动之间的关系。所谓科学认知，则是要认清不

同海区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 不同［33］，

从而使保护和开发的目标明确，有主线、有侧重; 生

态价值和生态敏感性高、生态意义重要的海区和滨

海湿地必须优先或严格保护，其他海区则需要合理

规划、根据需要按计划开发。
MEBM 特别强调整体和联系，即海洋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以及海洋生态要素之间和海陆之间的联

系［11］。世界粮农组织( FAO) 于 1995 年颁布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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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渔业行动准则》( Code of Conduct for Ｒesponsi-
ble Fisheries) 充分体现了 MEBM 的整体化和科学化

管理思维: “在开发渔业资源的同时需要保护水生

生态系统”，“对渔业资源的管理不应局限于对目标

物种的保护，还应包括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与该物种

有关的或相互依存的物种”，“生态系统中所有渔业

关键生境，如湿地、红树林、珊瑚礁、泻湖、育幼场和

产卵场，都应该受到保护”。基于这些准则，许多国

家的渔业管理已经从单种、多种渔业资源管理走向

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
MEBM 强调综合，即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

会因素，并综合管理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人类活动。
大海洋生态系( LME) 和海岸带综合管理( ICZM) 等

管理范式都是 MEBM 在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具

体体现; 两者都以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维护为

目标，提倡整体化、科学化的管理［34］; 前者重视长

期、大尺度的管理，后者更强调管理体制、机制的综

合［35］。人类的福祉依托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

于生态系统健康。要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首先需要承认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承认其内在

的和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承认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
MEBM 目的在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完整性，包括生物多样性、支持、调节、净化、文化

审美功能以及生产力( 所谓“食物生产”) 等。这些

服务功能都与特定的区域或水体相关联，因此，区域

性管理方法就成为 MEBM 的基本方法［36］，而 MSP
则是实施 MEBM 的重要环节和有力工具［26］。
3． 2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措施———海洋空间

规划

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IOC ) 的定

义，MSP 是公平合理地划分和分配人类海洋开发活

动的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生态、经
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7］。

目前，很多国家都通过 MSP 来兼顾生态保护和

海洋经济发展，协调复杂多样、利益相互冲突的用海

活动。MSP 既是一种战略性、前瞻性的规划，也是

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适应性管理过程; 它包含了

监督和监测、效果评价和信息反馈等主要管理环节

( 图 1) 。目前，有多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

可以用来评价 MSP 的效果。如保护国际基金会推

荐的海洋健康指数［38］，从食物供给、捕捞渔业、天然

产物、碳储存、安全岸线、景观名胜、人民生计、休闲

旅游、生物多样性和清洁的水等 10 个方面来评估海

洋生产力; 针对切萨皮克湾研发的海湾健康指标

( Bay Health Index) ［39］利用叶绿素等 3 项水质指标

和 3 项生物学指标来反映海湾的生态状况; NOAA
的综合生态系统评估 ( Integrated Ecosystem Assess-
ments) ［40］则是一种综合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数据进行生态系统评估的方法。这些指标体系通过

评估海洋生态系统的现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帮助

我们制定更高效、合理、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对

MSP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MSP 作为一种管理工具，

可以使 MEBM 更具计划性和程序性。生态系统( 包

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 ) 本身在不断变

化，管理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但这种调整和

改进决不能偏离生态系统健康这一核心，决不能单

纯以人类开发活动的需要为目的。

图 1 海洋空间规划的要素［41］

Fig． 1 Key elements for marine spatial plamming［41］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试

行相当于 MSP 的规划，之后欧盟、加拿大、美国、中

国等也相继推行了规划管理［28］。《保护波罗的海区

域海洋环境公约》( Helsinki Convention，1974 ) 是世

界上第一个成功实施的 MSP，在基于生态系统的、
由多方参与和协调的区域性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堪称

典范，涉及波罗的海周边及流域的所有国家。在

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国际 MSP 研

讨会之后，MSP 作为 MEBM 的有力措施，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和迅速推广［29］。德国、荷兰、英

国、爱尔兰等国在 MSP 框架下设立了很多海洋保护

区，根据保护强度的不同分别作出了禁止捕捞、禁止

扰动( 海洋生物) 以及禁止损害和改变栖息地等规

定，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了海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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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 2002 年开始实施《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并于 2012 年进行了修编。随着《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的实施，用海行业之间的冲突得到缓解，海洋生

态环境得到更好保护。新《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还

做出了“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建立覆

盖全部管辖海域的动态监管体系”等新的管理规

定，在区划实施的保障措施方面有所加强。不过，限

于生态学基础研究不足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尚存需要改进之处，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1) 限于所掌握的基础数据不足、科学认识不

够充分，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对生态敏感区和海洋保

护区的划定并不完全科学合理，对海洋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和重要水产种质资源产卵场、索饵场、越冬

场及洄游通道的划分不够明确，因而有可能影响渔

业资源保护的效果。
( 2) 海洋的问题有很多来自陆地。调查发现，

陆源污染占我国沿海污染物( 特别是氮磷) 输入总

量的 70%［42］。因为《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无法解决

陆源污染等问题，所以国内学术界一直有制定“海

岸带和海洋( 综合) 功能区划”的呼声［43］。
( 3) MSP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用海活

动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虽然原则上提出要保护生态，但方案更多考虑

的是如何缓解不同用海方式之间的矛盾［43］; 在海洋

开发活动与生态保护相冲突的时候，对于如何保护

生态敏感区却考虑不足［44］。
此外，《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还缺少作为制定规

划或者反映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和服务功能受损程度

的一系列量化指标，在建立数据和信息公开、公众监

督机制等方面尚显不足。
3． 3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案例分析

( 1) 澳大利亚大堡礁分区保护

大堡礁海洋公园由海洋、岛屿和珊瑚礁组成，面

积为 344 400 km2，因其旅游业收入丰厚，净生态价

值估计为 180 ～ 400 亿美元。从 1981 年开始由大堡

礁海洋公园管理处 ( GBＲMPA) 按照分区管理模式

统一 管 理; 按 功 能 分 为 多 用 途 区 域 ( multiple-use
zones) 和红线区 ( no-take zones) 。为了减少旅游业

对礁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2004 年根据珊瑚礁生

态状况和分布进行了重新分区，把重要物种的产卵

场和育幼场等都划为保护区; 从对单个礁盘的管理

转变为对包含 70 个生物区系的大范围的海洋风景

的管理［45］。在重新划定分区方案过程中，组成相对

独立的科学指导委员会和社会经济文化指导委员

会，利益相关部门和公众也广泛参与。
取得的效果: 为保护礁区生物多样性，实施了代

表性区域保护计划 ( ＲAP) ，保护区面积显著增加;

“红线区”由公园面积的 4． 5% 扩大到 33%，受保护

栖息地的密度进一步增加。
经验: MEBM 需要有特定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目

标; 需要兼顾生态系统动态和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开展科学的适应性管理; 需要决策过程

公开透明; 需要各类用海部门协商。以科学为基础、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治支持，对改善大堡礁的管

理都十分重要。GBＲMPA 的经验证明，全面分区管

理是推行 MEBM 的有效措施［45，46］。
( 2) 美国大沼泽全面修复计划

大沼泽( Everglades) 位于佛罗里达州南端，面积

4 660 km2。由于 20 世纪早期的垦荒和农业发展导

致淡水大量消耗，大沼泽地的面积逐渐萎缩、物种大

量消失。美国联邦政府和佛罗里达州政府在 2000
年启动了针对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全面修复计划

( Comprehensive Everglades Ｒestoration Plan，CEＲP) ，

包括约 50 项工程项目，将持续数十年。项目目标是

遏制生态系统退化趋势，重建沼泽水系，改善沼泽水

质和控制洪涝灾害［47］。项目采用了跨营养级的系

统模拟模型( ATLSS) 和基于人文景观概念的沼泽地

综合动态模型等工具，预测修复效果及其对各类野

生动物的影响，并以此指导修复工作。同时还成立

了跨政府部门的南佛罗里达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取得的效果: 生态修复计划虽然进展缓慢、花费

巨大，但也取得了一些明显效果［48］。截止到 2010
年，修复了基西米河( Kissimmee) 沿岸 1 200 hm2 洪

泛区; 重建了大沼泽水系，河流和沟渠得以疏通，湿

地植被得到恢复; 虽然沼泽水质并没有得到全面恢

复，但水中磷等营养盐的含量得到了控制。
经验: 以科学知识和理论指导生态修复工作，政

府给予强大政策和资金支持，综合考虑生态、生物和

人文因素，应用水资源管理生态模型作为指导等是

保证大沼泽修复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
( 3)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 ICM) ［49］

1994—1998 年，由全球环境基金( GEF) 、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和国际海事组织 ( IMO) 资

助，福建省厦门市实施了“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

与管理厦门示范计划”，进行了 ICM 实践和探索，有

效地保护了厦门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了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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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厦门市建立了科学的海岸

带综合管理体制与机制，使地方性海洋法律框架得

以完善、海洋执法得到强化。
取得的效果: 厦门海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公众和管理部门的海洋与环境意识得到提高;

海域综合执法逐步走向制度化; 海域使用证制度和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逐步规范; 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
经验: 加强公众意识是成功的基础，提高决策者

的认识是成功的关键; 强化立法与执法是成功的保

障，完善体制与机制是成功的条件; 科技是 ICM 的

灵魂，可持续发展是 ICM 的动力。

4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需要科技
和政策支撑

上述案例表明，海洋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 而

管理、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需要强大的科技和

政策 支 持。EBM 的 理 念 在 国 际 上 推 广 了 几 十

年［15］，在世界各地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也取得了大

量经验。但是，生态学与管理脱节的现象仍普遍存

在。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等一些

最普通的标志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学标准并没有在

环境规划和管理中得到体现。海洋管理较陆地起步

晚，加之海洋连续性、流动性、复杂性等特殊性质，因

而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从各国已经开展的 MEBM
来看，只有极少数把目标定位在生态系统复杂性的

维护上，而针对生态系统过程的时空尺度的考量就

更少［18］。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各种海洋生态系

统还缺乏科学认知，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体系

和方法。
与此同时，政策上的倾向性也使 MEBM 充满了

变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摇摆和妥协，可能使 MSP
划定的保护区逐渐让位给开发区; 而执法不力则可

能让 MEBM 和 MSP 都丧失意义。科学和技术、立法

和规划、监督和执行是 MEBM 的 3 个最基本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让 MEBM 前功尽弃。
4． 1 科技支撑

MEBM 植根于我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了解。它

要求我们从科学上认识和把握海洋生态系统及其变

动规律，并以此提出一系列量化指标，作为管理的基

础。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只能从关键

环节入手，了解和掌握其中的重要物种、重要过程、
重要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 MEBM 体系。为此，

我们需要解决一些科学和技术问题，其中包括:

( 1) 基本科学、信息和技术支持

①高精度的全国海洋与海岸资源与环境 ( 地

理) 信息系统( GIS) ———岸线、海岸带和近海全息测

绘，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水深、地貌等信息;②高精度

和高频率的海洋生态环境连续观测技术，以及全国

海洋生态系统( 生物、物理和化学) 连续综合观测、
监测和研究———监测生态系统的变化及沿海开发活

动对生态系统健康和服务功能的影响; ③有关学术

和管理部门共享的、实时更新的生态系统监测数

据库。
( 2) 海洋生态系统的划分和管理依据

①重要海洋生物的生活史和关键生境及生态敏

感区的时空定位;②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及海洋保

护区的合理界定;③先进的海洋保护区和 MSP 规划

技术。
( 3) 海洋管理目标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①表征生态系统演化的指标体系———用以区分

其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②海洋资源和生态可

持续发展的量化目标或指标体系; ③协调与平衡海

洋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方法———用以指导合理、
有序、持续地开发海洋资源; ④辅助 MEBM 的生态、
经济和管理学综合决策模型和预测模型。

科技在 MEBM 中发挥核心作用，为其提供分

区、规划和监督管理方法，提供明确、量化、可操作的

生态学标准作为管理的依据，是构筑整个 MEBM 框

架的基础。同时，为了使 MEBM 更为合理和切实可

行，还需要建立科研和管理者共享的信息交流平台

与合作机制，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共同协商来

解决规划、管理和监督方面的问题。另外，保证自然

系统和社会系统互利共赢也是 MEBM 的管理原则。
鉴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必要以社会、经
济和生态系统综合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探索均衡

性的管理手段。
4． 2 政策法规支撑

MEBM 立 足 于 科 学，但 成 就 于 管 理。因 此，

MEBM 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离不开高效的监

督和执行。
目前，我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 2 万亿人

民币。海洋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贡

献十分显著。除此之外，海洋在自然资源、生态效

益、防灾减灾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意义深远，值得高

度重视。从国家层面上来说，综合考虑海洋已知和

潜在的服务功能，保障当代和未来人民的福祉，以此

制定长远的和前瞻性的国家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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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 MEBM 的政策基础和前提条件。
由于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处于不断变化

中，人类的用海活动与社会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变化，

而现有的海洋生态学知识还不足以支持我们制定长

期有效、一步到位的 MEBM 模式，因此，有必要在海

洋资源开发中采 取 预 防 性 措 施 ( precautionary ap-
proach) ，进行动态的适应性管理。所谓预防性措

施，就是基于谨慎原则，当计划项目有可能造成巨大

生态影响时，就要暂缓实施该项目［19］; 具体做法包

括制定捕捞限额来保护渔业资源［50］ 等。事实上，

MEBM 始终强调长期、适应性地不断调整管理模式。
当然，作为管理工作基础的政策环境和管理体制必

须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这样才能满足 MEBM 的动

态性和适应性要求，并且保证 MEBM 的适应性调整

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适应性管理的重要环节

是在工作中学习，不断调整管理目标和手段; 所以，

需要对管理绩效进行长期连续的监测和评价，并学

习国内外管理经验，把最新、最可靠的科技手段应用

在海洋管理中。因此，制定灵活而又切合实际的管

理措施，对 MEBM 十分重要。
国际上对 MEBM 效果评估开展较少，也缺乏指

导方针和经验［51］; 而对于已经实施 MEBM 的区域

主管部门来说，实施效果评估无疑增加了管理工作

量和成本。尽管如此，对现有 MEBM 或 MSP 管理效

果进行监督和评估，是 MEBM 必不可少的内容，是

不断改进管理方法、进行适应性管理的前提。事实

上，MEBM 效果评估既可以是不定时的、以点带面的

抽查式的评估，也可以是定期的、系统的、有计划分

步骤的评估，其目的都是针对 MEBM 的指标、目标、
程序或整体功能的评估。两者都会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来揭示规划、管理、监督等环节的问题，也都会帮

助改进管理工作。因此，从政策、法规和措施上强化

和引导 MEBM 管理效果评估，建立适当的学习和改

进机制，是 MEBM 达到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

5 结 语

当前中国海洋资源开发的需求迫切，管理工作

形势严峻而复杂。要充分发挥《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的作用，急需尽早开展必要的科学研究，根据我

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特征制定出一系列量化

指标，将其作为制定规划或者评估生态系统健康水

平和服务功能受损程度的依据。需转变管理体制，

由各 管 理 部 门、学 术 界 和 利 益 相 关 方 协 商 制 定

MSP、并严格依据 MSP 进行海洋综合开发和保护。

在规划及其实施过程中，需要协调所有涉海行业的

利益，包括环保、旅游、渔业、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只

有这样才能把海洋管理上升到生态系统的水平。
近期宜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对全国近海和浅海进

行分区管理，划定生态“红线区”来保护主要渔业生

物栖息地、水产原种栖息地和生态敏感区，使之成为

严格保护、任何开发活动都不可触碰、不可逾越的界

限。基于谨慎原则，在全面的 MEBM 规划和办法出

台之前，要让生态“红线区”的保护范围尽可能大一

些，以免因不恰当的开发活动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也是“预防性措施”的具体体现。需要加快修正

现有涉海法规中“重开发、轻保护”的内容，让生态

系统保护的原则得到全面体现; 并且制定实施细则，

便于执行、考核和监督。
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科学的海洋管理有 2 个至

关重要的条件: 一是让公众参与“区划”全过程，包

括规划、立法和监督等; 二是确定表征海洋生态系统

健康的指标和明确的管理目标，体现多用途、政策

性、价值观和科学性等特点。这是开展适应性管理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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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for Marine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Liu Hui1，Su Jilan2

( 1． Yellow Sea Fisheries Ｒ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China; 2． Laboratory of Ocean Dynamic Processes and Satellite，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SOA，Hangzhou 310012，China)

Abstract: The ocean entails mankind a vast reserve of ecosystem services，providing rich seafood，clean envi-
ronment，pleasant scenery，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so forth． In recent years，advance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es have enabled exploitation of the ocean on a large scale and at a faster pace，resulting in deleterious
impacts on the ocean and coastal ecosystems; which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China’s case．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a number of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Marine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 MEBM) ，by supervising
and governing development activ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rine ecosystems，which has obtained promising re-
sults，especially in coping with regional governance issues． China can learn much from these benefici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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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aling with its marine ecosystem problems encountered today． In this paper，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marine ecosystems are summarized，and ecosystem problems encountered globally and nationally in marine de-
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MEBM are briefly reviewed． Next，the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for MEBM are
elucidated in details，successful MEBM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and the necessity and precondi-
tion for implementing MEBM in China are discussed． China’s progress，together with its drawbacks，in recent
years in governing oce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ational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is then discussed． Finally，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we propese to enhance ecological science studies，
invest in eco-friendly technologies，and strengthen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support of MEBM．

Key words: Marine ecosystem; Mar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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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知识平台及其知识分享网络平台

2014 年 1 月 22 日，绿色增长知识平台( Green Growth Knowledge Platform，GGKP) 发布一个顶尖的知识分

享网络平台。GGKP 是由全球不同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共同主办，旨在促进绿色增长和绿色经济等相关领域

发展，目的是为了满足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日益增长的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信息的需求。和 GGKP 一样，知

识分享网络平台拥有一个包括 600 多项技术和政策资源的可搜索的电子图书馆，以及显示 193 个国家的数

据和政策的界面，从而填补了传统的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空白。
绿色增长知识平台是一家由国际组织和专家组成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和展开查明并填补绿

色增长理论与实践方面主要知识空白。通过鼓励广泛合作和世界级研究，GGKP 为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提

供必要的政策指南、最佳实践、工具和数据，支持向绿色经济的转型。GGKP 由 4 家国际组织共同成立于

2012 年 1 月，这 4 个组织为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 GGGI)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NEP) 和世界银行。该合作伙伴组织已经扩展到包括一个大型的、不同的活跃在当地、国家、地区和国际

层面的绿色增长和绿色经济领域的领先机构和组织。
截至 2014 年 1 月，GGKP 已经与 29 个知识合作伙伴签署了合作协议，包括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智库

等。总部设在日内瓦的 GGKP 还获得了瑞士政府 3 年 160 万瑞士法郎( 约 170 万美元) 的承诺。
GGKP 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促进优先主题的合作和协作研究，包括绿色增长指标和测量、贸易和竞

争力以及绿色科技和创新。

( 王勤花 摘编)

原文题目: New Web Platform Launched to Accelerate Green Economy Transition
来源: http:∥www． greengrowthknowledge． org /news /ggkp-launches-office-geneva-and-new-web-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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