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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不仅具有调节气候袁净化水质袁保持水源袁保护海
岸袁提供生物栖息场所袁保护生态多样性等生态尧环境功能袁
而且还具有提供丰富的动植物产品和工业原料袁 提供城乡
居民游憩场所袁提供野外科学研究场所等重要的社会尧经济
功能遥因此袁湿地被人们称为野 炭库冶尧野 地球之肾冶和野 天然物
种库冶遥笔者将从生态经济学角度袁运用生态经济系统原理袁
对如何保护湿地袁保持湿地地区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遥作
一分析论述遥
1 生态经济系统基本原理与湿地生态经济系统

生态经济系统基本原理包括结构原理尧功能原理尧平衡
与效益原理及调控原理遥这些基本原理袁对湿地生态经济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1.1 结构原理 生态经济系统结构是指生态经济系统内

的人口尧环境尧资源尧资金尧科技等要素在空间或时间性上袁
以社会需求为动力袁通过投入产出链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所
构成的有序尧主体尧网络的关系遥 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原理
包括结构成分尧结构关系尧结构特征尧结构设计尧结构评价及
结构演替[1]遥

湿地生态经济系统有其特殊的结构遥其中袁湿地是多种
生物栖息生存之地袁许多生物在湿地中共同生存袁构成了湿
地地区特有的生物链遥这就决定了在湿地开发尧利用的过程
中袁各种资源尧资金尧科技的使用袁必须遵循湿地特有的特
点袁必须保护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袁以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
稳定遥

以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例遥 红树林是热带海洋潮间
带木本植物群落袁由于温暖洋流的影响袁有的可分布到亚热
带袁有的受潮汐的影响袁也可分布于河口海岸和水陆交叠的
地方遥红树林湿地被认为是海岸带生态关键区遥它是维持生
物多样性和有特别价值的生物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区遥 红树
林的树干和树枝是许多介壳动物的栖身场地曰 树冠是热带
海鸟的领地袁是鸟类栖息尧觅食和繁殖的场所曰树林下的浅
滩是鱼尧虾尧蟹尧贝类和藻类的乐园遥 此外袁红树林还能够对
流经的水体中的有机物和污染物进行过滤袁 这会大大减少
有毒物质通过食物链向其他海洋生物及人类的传递程度曰
在防浪护堤方面袁红树林的固沙促淤功能十分显著遥但是一
些地区为了当地的发展袁无视或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海洋尧
近海地区生态环境的功能和作用袁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袁
破坏了红树林生态系统遥 在过去的近 50年中袁由于城市建
设用地尧扩大滩涂进行农业种植养殖袁一些地方的居民砍伐

红树林植物袁开挖海滩袁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减少了近 70 %袁
面积由 5万 hm2下降到 1.4万 hm2遥世界红树林面积也呈下
降形势[2]遥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破坏袁使人们受到的野 报复冶院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席科学家麦克尼利在描述 2004年底印
度洋海啸对海岸的影响时说院野 当海啸来到热带自然海岸
时袁它首先遇到的是抵挡它的珊瑚礁袁随后的红树林会进一
步减缓海啸的速度袁 这时即使海啸能够穿越珊瑚礁和红树
林袁它的能量也已大大减弱了遥 冶他认为袁造成这次印度洋海
啸巨大破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袁 就是受灾国家为了修
建沿海公路尧海边度假村和养殖场袁毁掉了大量海岸上的有
助于约束海洋的天然屏障要要要珊瑚礁和红树林遥

由此可见袁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袁对于湿地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遥 遵循生态经济系统的结
构原理袁对于促进湿地地区生态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袁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遥
1.2 功能原理 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统一的遥 结
构是功能的基础袁功能是结构的表现遥社会物质再生产是在
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的袁是物流尧能流尧信息流和价值流的
交换和融合过程遥 因此袁物质循环尧能量转化尧信息传递尧价
值增值是生态经济系统特有的四大功能遥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保护生物遗传多样性尧过滤污染物
和净化水体尧调蓄水量和调节气候尧防浪促淤和平衡淡水水
盐等生态功能曰为人类直接或间接提供肉尧鱼尧蔬菜等食物
来源尧 为人类从事工农业生产和人类居住提供充分的土地
资源尧为人类多种工农业生产提供原料尧能源材料等多种经
济功能曰以及提供人类生产聚居场所尧提供生态旅游娱乐场
所等社会功能遥
1.3 平衡与效益原理 生态经济功能的优劣袁是由生态经
济系统的结构合理与否决定的曰 而生态经济系统功能的优
劣袁又集中体现在其生态经济平衡与否和效益的高低上遥所
以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与效益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功能表

现遥生态经济系统效益的原理包括效益的内涵尧效益的表示
方法尧效益的评价尧效益的指标体系及提高效益的途径遥

据调查袁我国的泥炭储量约 50亿 t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
的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储量达到 19亿 t袁占全国储量的 38 %遥
若尔盖泥炭分布面积达 5 000多 km2袁 泥炭最深处达 38 m袁
平均深度达 10多 m袁是我国最集中的泥炭分布区遥但是袁在
对若尔盖湿地泥炭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袁 生态经济平衡没有
受到应有的重视袁人口增长过快袁人类活动加剧袁沼泽周边
山坡上的针叶林遭到滥砍乱伐袁森林面积急剧下降袁森林涵
养沼泽功能减弱袁造成了沼泽退化遥 20世纪 70年代袁若尔盖
兴起了疏干沼泽尧扩大牧场运动袁时间持续长达 3年袁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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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数万条袁许多泥炭地被排干袁泥炭资源滥采乱挖袁导
致的沟蚀尧侵蚀现象十分严重袁大量的碳被释放到大气中[3]遥
这样袁一方面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袁另
一方面袁沼泽的生产效益大大受损遥这不仅不利用对若尔盖
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袁也不利用该地区的经济长久发展袁而
这些恰恰都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遥
1.4 调控原理 研究生态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运用一定的

政策手段来调控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尧能流尧价值流尧信息
流袁以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目标袁生态经济系统调控原理
包括调控目的尧调控途径袁调控切入点和控制对策[7]遥

湿地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袁 有赖于正确的调控手段和
控制政策袁而法律法规又是进行调控尧管理的主要手段遥 目
前袁我国关于湿地保护与开发的法规与政策的概况如下院目
前我国尚无一部关于湿地保护的专门立法 [4]遥 我国在 1992
年 7月加入叶 湿地公约曳遥但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袁明确出
现野 湿地冶概念并将湿地纳入该法管理范围的袁仅有叶 海洋环
境保护法曳渊 1999年冤尧叶 农业法曳渊 2002年冤尧叶 自然保护区条
例曳渊 1994年冤尧叶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曳渊 1995年冤尧叶 林
业事业费管理办法曳渊 1997年冤尧叶 林业工作管理办法曳渊 2000
年冤及叶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曳渊 2002年冤遥同时袁叶 环
境保护法曳尧叶 水污染防治法曳尧叶 防洪法曳尧叶 草原法曳尧叶 河道管
理条例曳等众多法律法规当中袁已有许多与湿地资源保护与
管理有关的内容遥 同时袁在许多地方法律法规中袁也都已出
现直接涉及野 湿地冶概念及其保护与管理的有关内容遥 特别
是 2003年黑龙江省已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叶 黑龙江省湿
地保护条例曳遥 此外袁还有叶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曳尧
叶 辽宁省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曳尧叶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
护条例曳尧叶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资源区划条例曳等遥
2 我国在利用和开发湿地的过程中存在的管理缺陷

2.1 湿地开发利用管理不善 多年来袁 因湿地资源管理体
制不顺尧保护区管理权力有限尧社会群体尧个人自然保护意
识不强及无国家或地方得力法规可循等原因袁 我国湿地资
源管理袁特别是保护区湿地资源管理方面 袁不注重自然规
律袁不注重科学规划袁盲目开发利用湿地资源袁造成湿地及
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遥其中袁突出表现是过度或违
法开垦尧捕捞尧放牧尧打草袁盲目发展旅游袁水资源利用不合
理袁以及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即实施工程等情况遥
2.2 湿地行政管理体制混乱 目前我国针对湿地资源管

理袁采取的仍是按资源类型进行部门分类管理的体制遥因此
目前可以参与湿地管理的部门包括林业尧环保尧农业尧土地尧
海洋尧渔业尧水利尧航运用城建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遥 这种

野 多头管理冶袁 造成了湿地资源得不到统一管理而致使湿地
开发大于保护袁湿地遭到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结果遥这种管理
体制不顺的直接后果袁 就是不利于将湿地资源及其生态系
统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综合管理袁 以使湿地资源得到合
理尧有效的利用和保护遥
2.3 湿地管理法制建设不完善 目前我国湿地资源管理

的核心问题袁 是法制化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利于湿地资源
有效管理的问题遥由于湿地管理法制化建设不完善袁导致湿
地资源管理有法难依的现象普遍发生遥 据资料显示和部分
湿地保护区管理人员反映袁 我国湿地资源需要通过加强法
制予以管理的问题上袁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院现行法规
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袁 是湿地管理有法难依的一个主要
表现曰湿地保护区管理机构职权不到位袁是导致保护区湿地
管理有法难依的重要原因曰 湿地保护区工作经费不足或经
费投放渠道不畅袁 不但是保护区湿地管理有法难依的一个
重要原因袁而且是严重影响保护区发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完善的政策和法制体系是有效保护湿地的关键遥因此袁

加强湿地立法袁 完善湿地法律体系尧 加强对湿地的宏观调
控尧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湿地尧保护湿地生态系统袁是湿地地
区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尧 实现湿地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遥
3 湿地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黄河宁夏段自南向北流程 397 km袁 在河套灌区形成了
5.73万 hm2天然水面和 0.33万 hm2沟道流水水面遥 这些水
域水质好袁无污染袁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淡水鱼类繁衍及生长
要求遥近年来袁宁夏回族自治区把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作为
渔业发展的核心袁作为提高水产品竞争能力尧扩大水产品外
销市场的重要手段遥按照野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冶的要求袁以
建设无公害水产品养殖基地尧 推行无公害生产技术规范为
手段袁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遥在全区重点养殖场点建立
了饲料尧渔药等渔业投入品使用监管制度袁水域环境监测制
度袁生产日志制度袁从制度上和源头上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安
全遥 目前袁全区生态渔业养殖面积达到 0.45万 hm2袁占全区
养殖水面的 26.8 %遥 而无公害水产品养殖面积已达到 0.43
万 hm2袁其中 0.16万 hm2通过无公害产地认定袁野 灵汉冶草鱼
已经通过野 绿色食品冶认证袁在周边大中城市实现了专营专
卖袁品牌效应进一步显现袁带动全区无公害绿色水产养殖由
点到面逐步推开遥野 上农下渔冶尧野 以渔改碱冶等生态渔业养殖
技术模式袁实现了野 以渔养水冶生态养殖袁促进了湿地资源保
护与渔业经济协调发展遥
4 结语

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遥 加强对湿地生态系
统的立法保护袁是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遥综
上所述袁在湿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袁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袁还
要遵循生态规律遥只有这样袁才能实现湿地地区生态和经济
的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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