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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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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斌

（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 北京 ! $66=>6）

摘 ! 要 ! 本文全面介绍了中国海洋物种多样性的现状，并 分 析 其 受 到 的 人 类 影 响 和 主 要 威 胁。详 细 阐

述了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部门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中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及行动计划，以及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调查研究及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海洋生物

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和进展。同时，在生物多样性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预警系统

与事故处理能力建设、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建设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及

法规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公众参与等若干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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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12%&# 3 4567 8%&
5(,-$#/-! ?<9@9AB @BCBD@ 7E :C<FA9 ;F7GF89<@FBH C@ I9JJ C@ BK9 F:LCMB@ 7E KD:CA CMBF8FBF9@ I9<9 CACJH@9G FA BKF@
LCL9<N 1K9 L7JFMF9@，JCI@，CAG <9ODJCBF7A@ E7<:DJCB9G ;H BK9 +BCB9 -M9CAFM PG:FAF@B<CBF7A E7< L<7B9MBFAO CAG
:CACOFAO :C<FA9 ;F7GF89<@FBH I9<9 FAB<7GDM9GN 1K9 LCL9< CJ@7 @D::C<FQ9G BK9 G989J7L:9AB 7E @MF9ABFEFM FA89@BFR
OCBF7A@ CAG <9@9C<MK9@ 7A :C<FA9 ;F7GF89<@FBH，BK9 M7A@B<DMBF7A 7E :7AFB7<FAO @H@B9: 7A :C<FA9 9M7J7OFMCJ 9A8FR
<7A:9AB，BK9 :CACO9:9AB 7E :C<FA9 ACBD<9 <9@9<89@，CAG BK9 @D@BCFAC;J9 D@9 7E :C<FA9 ;F7GF89<@FBHN -A BK9 ;CR
@F@ 7E BK9 L<9@9AB @FBDCBF7A，C @9<F9@ 7E :CACO9:9AB @B<CB9OF9@ I9<9 LDB E7<IC<G：$）B7 9@BC;JF@K 9C<JH IC<AFAO
@H@B9: CAG B7 9AKCAM9 BK9 MCLCMFBH E7< MCBC@B<7LK9 KCAGJFAO；S）B7 FAB9O<CB9 BK9 :CACO9:9AB 7E ;F7GF89<@FBH FAB7
BK9 <9OF7ACJ 9M7A7:FM CAG @7MFCJ G989J7L:9AB L<7O<C:；3）B7 M77<GFACB9 9EE7<B@ C:7AO FA@BFBDBF7A@ CAG J9OF@JCR
BF7A 7A ;F7GF89<@FBH :CACO9:9AB CAG #）B7 :CACO9 ;F7GF89<@FBH ;C@9G 7A 9M7@H@B9: EDAMBF7A CAG LD;JFM LC<BFMFR
LCBF7AN
9’. :)$*,; :C<FA9 ;F7GF89<@FBH，L<7B9MBF7A，:CACO9:9AB @B<CB9OF9@
5<-2)$’, #**$’,,! .9LC<B:9AB 7E T9A9<CJ -EEFM9，+BCB9 -M9CAFM PG:FAF@B<CBF7A，,9FUFAO! $66=>6

$! !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现状

海洋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海洋生物资源具有现实或潜在的价值，首先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每年为全

球人类提供了 SSV 的动物蛋白，此外，许多海洋 生 物 还 具 有 重 要 的 药 用 及 工 业 价 值。因 此，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实现条件之一［$］。中国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其海洋生物多样

性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S］。

中国海域现已记录物种 S6"S"= 种，隶属于 ## 门。海洋鱼类占世界总数的 $#V ，蔓足类占 S#V ，昆虫占

S6V ，红树植物占 #3V ，海鸟占 S3V ，头足类占 $#V ，造礁珊瑚物种约占印度 W 西太平洋区系总数的 $ X 3。中

国海洋生物中有中国的特有种或世界 珍 稀 物 种，中 国 丰 富 的 海 洋 资 源 不 仅 具 有 世 界 范 围 内 重 要 的 自 然 保 护

价值，还是中国人民长期开发利用的重要自然资源。从基因多样性而言，海洋生物生活习性独特，其基因表达

物具有多种特殊的生理活性物质，目前，从海洋生物中已获取了数以万计的天然化合物，它们具有各种药 物、

保健、食品及工业利用价值［3］。

中国海域拥有四个大海洋生态系统，此外还有独特的海岸生态系统和海岛生态系统。从类型上 分，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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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上升流生态系统和深海生态系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盐 沼

生态系、河口生态系和红树林生态系，它们位于海陆相互作用的复杂地带，生态环境复杂，生物多样性丰富，具

有很高的生物生产力，是许多经济动物的繁殖和栖息地，此外，中国海岸线还是东亚候鸟最重要的迁徙路线之

一。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于中国南海，珊瑚礁以造礁石珊瑚为主，各种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软体动物 及 甲 壳

动物等共同组成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生 态 系 统［!］。海 洋 上 升 流 生 态 系 统 位 于 中 国 东 南 海 域，由 于 底 层 营 养 物

质上升，常常形成主要渔场区，其生物多样性高于邻近海域。深海生态系统分布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槽 或

深海盆中，主要有一些微生物和构造特别的动物。

由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日益加剧，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各种威胁，主要包括以 下

方面：过度捕捞、生境丧失、环境污染、生态入侵和海水养殖单一化。这些活动重则使海洋生境彻底丧失，轻则

使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干扰。许多珍稀海洋生物被毒死或受到伤害，有的则导致其基因突变或因被

排挤而消失。

"# # 中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 #$ 保护政策及行动计划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中 国 率 先 签 署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并 编 制 了 执 行 该 公

约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之一，中 国 坚 决 履 行 开 发 利 用 和 养

护管辖海域及公海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 "$ 世纪议程》中特别强调“ 在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提高沿海居民的生活水准”［%］。

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关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法规，主要有《 海洋环境 保 护 法》、《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渔业法》、《 自然保护区条例》、《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等。此外，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的

具体方面，还制定了《 红树林生态系保护管理办法》等。

中国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编 制 了 多 个 行 动 计 划，有 的 已 开 始 逐 步 实 施。如《 中 国 海 洋 "$ 世 纪 议

程》中专有一章为“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可持 续 利 用 ”，还 编 制 了《 中 国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行 动 计 划 》、《 中

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等等。

!" !$ 科学调查研究与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中国政府重视海洋生物资 源 的 调 查 研 究。半 个 世 纪 以 来，中 国 进 行 了 多 次 大 规 模 的 海 洋 综 合 调 查，如

“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 $&)*）”，“ 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 ( $&’%）”，“ 全国海岛资源调查

（$&’& ( $&&+）”和“ 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区综 合 科 学 调 查（$&’’ 至 今）”等。通 过 这 些 调 查 工 作，陆 续 发 现 了

许多海洋新物种和新记录。

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生物绝大多数类别都进行过分类学研究，对藻类、甲壳类、贝类和鱼类等领域的研究

尤为全面和深入，涵盖了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特别是许多海洋经济生物，例如对虾、海带及多

种经济鱼类的研究尤其详尽。$&&* 年组织全国海 洋 生 物 学 家 对 中 国 海 洋 生 物 物 种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出 版 了

《 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一书。

中国的一些海洋科研机构已经建立了若干个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台站，如对大连湾、胶州湾、厦门附近等海

域都进行了定期的海域生态监测。以国家海洋局为组织单位的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正在筹建之中，该

网络将在中国管辖海域有代表性的海区，选择一些典型生态系统设立监测点，常年定期监测这些海域的生态

系统状况，包括物种组成及分布变化、生物量、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等多项海洋生态学指标。目前，中 国 北 方

海洋生态监测站已经在渤海之滨的河北昌黎海域建立起来。从而为全面了解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及趋势，

进一步制定并实施管理措施奠定基础。

!" %$ 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管理

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洋自 然 保 护 区 体 系，目 前 由 国 家 海 洋 局 及 其 涉 海 部 门 建 设 并 管 理 的 海 洋

自然保护区已有 )* 多处，其中国家级 保 护 区 有 $’ 处。这 些 自 然 保 护 区 涵 盖 了 中 国 海 洋 主 要 的 典 型 生 态 类

型，保护了许多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

中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已经具备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体制，从自然保护区的规划、论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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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到机构建设、人员培训、科研教育都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工作中，也相应制定了各种

技术规范和标准，包括保护对象、类型及分级等都有严格的管理技术标准。

中国各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在资金短缺、装备落后等不利条件下，坚持以自然保护为宗旨，深入开展了各项

管理工作。这些保护区在完善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体制、强化保护区的监察执法等方面进行了扎实有效的 工

作，同时，在保护区规划发展、科研监测、宣传教育、国际合作等方面中也完成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 #$ 海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进展

中国已经将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 可 持 续 利 用 作 为 海 洋 开 发 的 基 本 政 策 之 一，尤 其 是 海 洋 水 产 资 源 方

面。中国制定了《 渔业法》并组建了海洋渔政海监执法队伍，对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的捕捞、养殖及生产

加工进行法制管理，控制捕捞强度及时期，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此外还建立了养殖优化模式和

示范区。例如，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开展了“ 海湾养殖容量评价及海水养殖影响研究”，通过调查研究

特定海湾的环境、养殖品种、方式、数量等，建立海水养殖容量优化模式，并对其进行精确评估。

在中国沿海许多地方，建立了“ 科技兴海”示 范 区，大 力 推 广 海 水 生 态 养 殖 技 术，通 过 符 合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物质及能量循环流动的养殖方式，减少饲料投放以防止海水富营养化，保存生物多样性且减少病害发生。一

些海洋自然保护区也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了相应的生态养殖工程或生态旅游活动，一方面保护了区域生物多

样性，另一方面又缓解了保护区自身的资金紧张，达 到“ 以 区 养 区”的 目 的。例 如，海 南 三 亚 国 家 级 珊 瑚 礁 自

然保护区将珊瑚礁的保护管理与当地 亚 龙 湾 开 展 适 度 的 海 底 旅 游 活 动 结 合 起 来，建 立 了 珊 瑚 生 态 保 护 与 发

展综合管理示范区，借助旅游公司的一部分人力和资金力量参与到海洋资源保护工作中，查处珊瑚被破坏事

件，既保护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又使当地旅游资源得以持续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家海洋局正在筹建一批海洋特别保护区，这些特别保护区是根据当地海域 的

生态环境、生物与非生物资源以及开 发 利 用 等 的 特 殊 性 和 突 出 的 自 然 与 社 会 价 值 而 规 划 的。对 于 这 些 保 护

区，将实施特定的保护与开发措施，强调开发利用要与自然保护协调一致，并保证生物资源得到科学、合理、永

续地利用，以充分发挥海洋空间、资源和环境的最佳综合效益［!］。

"# #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对策

当前，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持续利用，许多部门及学者都制定或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技术方法［$］。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项措施中，建设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一项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式。在分析研究当前自然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特提出若干亟待实施的管理措

施。

%" &$ 加强预警系统与事故处理能力建设

多数自然保护区地处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地带，面临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的双重压力，一旦突发生态环 境

破坏事件，如处理不及时或不得当，势必对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例如今年夏季，我

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由于准备不足，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内的珍稀动物麋鹿险些被大水冲

走。类似的危险还存在于大火对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潜在威胁，突发环境污染对湿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

等。

虽然当前各个自然保护区基本上都 制 定 了 较 完 备 的 管 理 计 划，还 应 在 此 基 础 上 制 定 对 各 种 突 发 自 然 灾

害或人为破坏事件的预警方案，并加强事故应急处理的能力建设。因此，各保护区都应尽快分析评估各自 生

态环境面临的可能灾害，并研究相应的对策办法，建立灾害预警系统，制定紧急事故应急处理计划 等。当 前，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制定重大海上 污 染 事 故 应 急 计 划，以 及 对 引 进 海 洋 动 植 物 新 种 进 行 充 分 论 证 等 提 到

议事日程。

%" !$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自然保护区及野生生物虽然在空间 布 局 及 分 布 上 具 有 相 对 的 独 立 性，但 是 随 着 生 物 多 样 性 及 自 然 保 护

事业的发展，其保护管理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特别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原则之一的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规划的制定，更应把自然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列入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之中，因此，生物

多样性保护管理应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通过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生态环境效益指标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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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方式，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中体现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对区域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行统一的调查、规 划

及管理；另一方面要把自然保护的某些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区域发展战略中去，例如以生态旅游、生态种植（ 养

殖）等生态产业带动社区，特别是偏远地 区 的 发 展。其 最 终 目 的 是 把 自 然 保 护 区 建 设 成 为 一 个 自 然、社 会 和

经济真正协调发展的实体，避免因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经济开发而导致其成为生态孤岛。在海洋自然保护区

管理方面，浙江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已实行了与当地乡政府“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

体制，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统筹决策，协调发展。

!" !# 建立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及法规之间的协调机制

当前，我国已经颁布了若干针对或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中也有若干个部门在依 照

本部门的职能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 务。而 这 些 法 规 及 部 门 职 责 之 间 不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某 些 交 叉 冲 突，如 林

业、环保、农业等部门依据《 森林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都对陆生野生生物及自

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行使各自职责，还有海洋、环保、农业等 部 门 依 据《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法》、《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条例》、《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对海洋生物及自然保护区 的 保 护 管 理 行 使 各 自 职 责，这 些 部 门 职 责 及 法

规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往往形成某些事情一哄而上、多方插手，而有些事情则无人管理的局面。

根据上述情况，需要建立一种管理机构及法规之间的协调机制，借鉴国外的作法，在某一区域部门之间可

以通过签署明确界定各自管理职责的协定，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依据协定承担本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管理的职责。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中，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跨海域、跨部门海洋环保工作 加

强协调的必要性，将逐步建立海洋环保区域合作组织，共同担负责任。

!" $# 强调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与公众参与

近几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或以流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概念，它根据物种在生态 系

统及流域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行为对该生态系统的影响管理自然环境及野生生物。该理论摒弃了以往

自然保护分散的、针对单一物种的管理模式，提出建立一种综合的、彼此关联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强调

对同一生态系统或全流域的资源进行统一规划调控和开发利用，合理布局生产力，对生态环境及资源进行分

配和约束管理，把责任落实到资源开发者和各级政府。这样就避免了同处于同一生态系统和流域中不同地域

和不同的资源开发管理者从本区域或部门利益出发，而对整体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将人类本身也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 性，

特别是将社区传统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如狩猎、捕鱼等，也视为保护管理的对象，统一实行符合生态学理 论

的管理。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广西几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发动当地中小学生利用节假日

在岸滩上参加种植红树林幼苗活动，既促进了红树林生态系的恢复，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因此，促

进公众参与不仅使生物多样性资源得到科学而有效的保护，也保证了社区居民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利益，最

终实现自然与人类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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