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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更加合理地保护和开发海洋，

使海洋资源能科学有效地利用，促进海洋生态可

持续发展，我国积极改善海岸带环境，切实以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推动

陆海一体化、促进陆海统筹发展。部分国家在

海洋生态修复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为我国

提供一定借鉴。

国外海洋生态修复管理实践

海洋生态资源是自然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对海岸带的保护修复，在制度

体系、支撑体系、资金来源和行动计划等方面均

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实践。

建立专门的海洋管理及保护修复部门。在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海洋生态评估、修

复和保护的实施主体，能依法制定自然资源损害

评估和修复的实施规则。在加拿大，由海洋渔业

部牵头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由海洋事务委员会负

责协调推进与海洋有关的政策措施。英国则成立

了协调海洋管理的皇家地产管理委员会和海洋科

学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协调各部门的海域使用

管理和海洋科技发展工作，并由海洋管理办公室

负责与相关机构进行对接。德国的海洋管理则分

区域开展，离岸 12 海里内海域由沿海各州政府实

施管理，12 海里以外到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由

联邦政府执行机构负责。韩国设立了海洋环境科

和海洋保护科，前者负责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规划

及相关法令制度的实施等，后者负责海洋生态保

护对策的制定实施及海洋保护宣传等事项。马来

西亚管理海洋的主要方式是建立海洋公园和成立

相应的海洋公园局 [1]。

政策与法律协同合作，保障海岸带生态保护

效益。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联邦法律来保护自

然资源和处理对自然资源的损害。例如，1977 年

《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明确了自然资源损害后的

评估与修复；1980 年《超级基金法》创建了修复

基金；1988 年《国家海洋禁猎法案》修正案赋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国家海洋保护区

的检查监督资源及相关权力。英国主要通过《海

洋法草案》《英国海洋法》规定了可持续管理

涉海活动和保护海洋环境与资源的管理措施。

日本主要通过《环境基本法》《自然环境保护法》

《海洋基本法》等，专门治理环境污染、修复

与保护海洋生态。马来西亚主要以《渔业法》为

依据设立和管理海洋公园，其他相关法律主要以

《1974 年环境质量法案》及后续配套签发的环境

质量法令等。

完善生态补偿体系，多重保障生态修复资金

来源。美国法律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生态补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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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因

地制宜在受偿主体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补偿，甚至

通过竞标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美国

的《超级基金法》和《1990 年油污法》也保障了

生态修复资金的专门来源。加拿大环境保护部门

专门设立联邦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用于修复生态

环境损害，包括用于修复生态环境项目、改进生

态环境修复技术和生态环境教育宣传事业。基金

来源主要包括按照联邦环境立法规定的由女王或

总督代表对环境污染责任人提起公诉获胜之后的

罚金、由联邦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或由调解方式

让责任人承担的损害赔偿金、接受来自国内外个

人和其他基金的捐赠等。英国主要的生态修复资

金来源于海洋生态补偿，即国际上所说的“生态

或环境服务付费”。马来西亚建立环境基金委员会，

环境基金包括政府专项资金、捐赠资金、税收等。

海洋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实施有针对性的

海岸带修复保护计划。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于 1992 年实施损害评估及修复计划，主要由州、

部落和联邦机构组成的团队联合开展工作，并吸

引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当海岸带损害事故发生

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与其他责任方

一起确定事故发生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及其损失，

并聘请专家确定受影响的程度，同时通过征求公

众意见确定修复的最佳方法、数量和位置。加拿

大主要通过实施海洋行动计划和海洋环境质量计

划，实现跨部门联合治理。英国在海岸带系统管

理方面，主要通过发布《沿海指南》和《全面保

护英国海洋生物计划》，完善区划管理政策，从

而保护海岸带水域环境、生物资源及海岸带土地

资源。日本的环境生态保护主体目前呈现“三元

式”的结构形式 [2]，即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一

体，通过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协作的方式，

形成污染防治及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立体化环保模

式。马来西亚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强调利益相关者

参与，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印度尼西

亚主要通过区域合作，寻求东南亚范围内国家的

帮助，以应对环境灾害，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速度的加快，海岸带

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中央海域使用金返还、“蓝

色海湾”行动计划和海岸带综合保护修复工程

等，持续加大了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但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制度体系仍在构建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

行业修复标准不明，缺乏相应的顶层设计。

我国目前没有评价生态系统受损情况的行业标准

与参照，生态环境受损和修复程度难以量化评估。

另外，生态修复一般针对局部地区的典型生态系

统，尚未出台具有战略引领作用的海陆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相关专项规划 [3]。

生态修复项目难以规范化持续进行。生态修

复项目着重强调短期效果。在项目验收结束后，

实现长期有效、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效果还需要

管理部门的支持和相应资金的支撑。

生态修复主体不清，修复资金来源单一。我

国生态修复费用主要来自政府补贴或是环境公益

诉讼基金 [4]，尚不能完全满足修复缺口。部分企

业在破坏生态环境后，没有统筹修复项目资金的

能力。项目实施中有关责任主体常仅作为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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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者参与。

相关启示

明确海岸带生态修复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

和修复范畴。多个国家已建立有关生态修复的专

门法规，从立法层面明确海岸带生态修复的责任

主体、实施主体和修复范畴。我国正在逐步建立

海洋生态修复法规体系，生态环境受损后，相关

责任主体除被追究法律责任外，还需要按规定修

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设立专门基金保障海岸带生态修复的资金来

源。国外政府通常设置相应的专业基金管理机构，

并运用法律确保相关基金正常运营。我国生态修

复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支持，但社会资本参

与不足，亟待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扩大生态保护修

复资金的投入渠道。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并提供

3 种参与模式：自主投资模式、与政府合作模式

和公益参与模式。社会资本参与虽能填补部分生

态修复资金需求，但生态修复相关资金需求巨大，

还需要寻找其他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重视陆海统筹，以及陆海空间规划的协调。

部分国家已实现陆海统筹，其陆海主管部门由同

一部法律进行限制与管理。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

仍存在陆海二元分割情况，涉及行业部门、行政

辖区等的分割。海岸带是既有别于一般陆地生态

系统，又不同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特生态系

统。过去，在我国管理实践中，海岸带向陆一侧

区域适用陆地的法律制度和规划，如土地管理法、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等；向海一侧区域则适

用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

功能区划等。此外，我国缺乏有效的跨辖区统筹

协调机制 [5]。

强调公众参与，集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力量。

国际大型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多成立了专门的工

作机构或研究联盟，由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社

区居民代表、公共团体、相关科研工作者等共同

组成，提高生态修复的合力，最大程度地维护生

态修复效果。海岸带涉及丰富的人类活动，施行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计划时，要提高公众的生态

保护意识，让利益相关者和志愿者充分参与其中，

成为政府生态治理的重要补充。

［本文支撑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陆海统筹背景下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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