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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的协调发展,文章分析我国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之间

的关系及其面临的主要困境,根据福建省南平市“生态银行”的探索实践及其启示,以红树林生态

系统为例,提出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协同发展的方案设计。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生态修

复存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海洋生态价值实现存在家底绘制、权责主体界定、确权内

容和方法、产权交易的实现方式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借鉴“生态银行”对生态资源资产“分

散化输入、集中式输出”的理念以及打造生态资源权益资本化运作平台的方法,应实现生态修复与

生态价值的和谐统一,偏重于通过生态修复提高生态产品供给侧升级,从而实现生态价值;将红树

林生态修复与高效工厂化海水养殖相结合,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开展“红树林生态银行”资产

运作,实现红树林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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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ec-

ologicalvaluerealization,thispaper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ineecologicalrestora-

tionandvaluerealizationandthemaindifficultiesfacedinChina.Accordingtotheexploration

practiceandenlightenmentof “ecologicalbank”in Nanping City,Fujian Province,took

mangroveecosystemasanexample,thispaperputforwardtheschemedesignofcoordinatedde-

velopmentof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ecologicalvaluerealization.Theresultsshowed

thattherewereproblemsinthepolicy,capitalandtechnologyof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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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ndtherewereproblemsintherealizationofmarineecologicalvalue,suchasthedefini-

tionof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thecontentandmethodsofconfirmingrights,therealization

modeofpropertyrighttransactionandsupervisionmechanism.Basedontheconceptof“decen-

tralizedinputandcentralizedoutput”ofecologicalresourcesassetsby“ecologicalbank”andthe

methodofbuildinganoperationplatformforcapitalizationofecologicalresourcesrightsandin-

terests,harmoniousunityofecologicalrestorationandecologicalvalueshouldberealized,and

theemphasisshouldbeplacedonimprov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throughecologicalresto-

rationandupgradetheproductsupplysidetorealizeecologicalvalue.Themangroveecological

restorationshouldbecombinedwithefficientindustrializedmariculture,toimproveresourceuti-

lizationefficiency,carryoutassetoperationof“mangroveecologicalbank”,andrealizethehar-

moniousunityofmangrov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ecologicalvalue.

Keywords:Ecologicalrestoration,Ecologicalbank,Realizationofecologicalvalue,Mangrove,In-

dustrializedmariculture

0 引言

我国是人口和资源矛盾较为突出的国家,一

些内陆地区的生态承载力早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造成的生态问题早有历史记载。数十年来,我国

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流入加快,开发强度

加大,生态欠账快速积累。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

化的双重压力下,海洋生态退化较明显,海岸线受

到侵蚀,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

状态,局地红树林、海草床、盐沼和珊瑚礁等海洋

生境缺失或退化严重,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被破

坏,海洋物种数量减少,外来生物入侵危害加重,

海洋生物多样性下降,赤潮、绿潮、白潮和金潮等

海洋生态灾害频发,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

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当前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的需求

都很高,即“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需要。我国

生态价值实现的优秀案例不多,而在生态资源已被

过度开发利用的地区,生态修复又面临巨大的资金

需求,与生态价值实现产生矛盾。此外,我国生态

修复本身的系统性不足,同时在政策、资金和技术

等方面的问题也很复杂[1-2]。

在经济稳中求进压力巨大和生态保护修复需

求迫切的双重考验下,唯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以及探索生态修复和生态价值实现协调发

展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坚持陆海统筹,

借鉴陆上经验,结合海洋工作特点,及时总结、学习

和推广陆上经验,对于开展海洋生态修复、实现海

洋生态资源转变为资产和资本以及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面临的主

要困境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强度开发利用,我国

部分地区的海洋、海岸带和海岛亟须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不仅有来源于政绩的压力,而且有来源

于生态价值实现的动力,而生态价值实现的前提

又是生态修复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困境较为

复杂。

1.1 生态产品和生态价值

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阐述

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理念,2010年的《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出现生态产品的概念,党的十八大强调“增

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但目前生态产品的概念尚

无明确定义。现阶段主要有2种观点:①不包括经

人类劳动的自然要素,而仅包括能给人类提供支撑

服务的纯生态系统服务,即纯自然要素的空间、空

气、水、森林和气候等;②包括经人类劳动的自然要

素,如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和调节气候等。本研

究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生态价值包括产品价值、

调节价值、文化价值和生命支持价值。



第12期 徐淑升,等:“生态银行”对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的启示 69   

1.2 海洋生态修复面临的主要困境

1.2.1 政策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①海洋生态修复监督制

度不健全,对污染者和破坏者的问责不够严格,修

复行为的责任主体有时不明确,监督工作更注重海

域资源的有偿使用而对海洋生态资源考虑不足;

②生态调查和价值评估体系建设不成熟。

1.2.2 资金问题

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目前我国海洋生态修

复项目仍以财政拨款为主,企业自筹、生态损害责

任方赔偿和其他资金筹集方式的占比很小;②尚未

设立海洋生态修复基金,导致生态修复资金投入的

长期性和针对性不足,不能满足小规模和探索性的

生态修复需求;③开发者实施海洋生态修复的内生

动力不足,将生态修复成本转化为外部成本的途径

没有被切断。

1.2.3 技术不成熟

主要表现在9个方面。①生态修复规划相对欠

缺,且与其他规划的衔接不足。例如:与城乡建设

规划的协调不足,未在砂质岸线内严格限制建设永

久性建筑,导致海岸建筑易受生态灾害影响,并给

后期生态修复造成很大困难。②部分生态修复项

目没有考虑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而是重工程、

重机械和重短期效果。③存在技术难点。例如:针

对珊瑚礁生态修复,如何保证珊瑚礁的长期存活率

以及如何寻找和培育耐高温或耐低温的珊瑚种类

等关键技术仍未突破。④成本降低和大规模推广

有难度,如互花米草的整治修复成本仍太高。⑤海

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修复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边建设边修复”的施工方式较少。⑥生态修复相

关领域的跨学科技术融合以及陆海统筹不足,如控

制陆源污染和工厂化水产养殖与海洋生态修复的

融合技术。⑦部分生态修复的目标过高且不够科

学,如部分地区的红树林生态修复。⑧对景观和生

态的区别认识不清,一些生态修复工程没有考虑在

缺乏人工后期维护经费情况下的生态结构稳定性。

⑨生态修复与生产生活对空间资源的争夺矛盾突

出。例如: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最佳地点早已被开发

为养殖塘,退塘还林的难度较大。

1.3 海洋生态价值实现面临的主要困境

1.3.1 家底不清

对全民所有的海洋生态资源掌握不够全面和

深入。例如:对盐沼、海草床、牡蛎礁、珊瑚礁、海藻

场、砂质海岸和红树林等生态系统的分布、数量、种

类、受损情况和威胁因素等信息掌握不足。

1.3.2 权责主体界定不明

我国海洋自然资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但谁来

行使所有权、谁来将所有权变现以及谁来对侵犯所

有权行为进行追责仍不够明确,主要表现在3个方

面。①尚未明确各类海洋生态资源的用途、权利、

责任和收益公平分配机制;②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

分不够细,尚未明确海洋生态资源所有权的划分、

代理和利益分配;③尚未明确当海洋生态资源产权

受到侵犯时的追责机制。

1.3.3 确权内容和方法不完善

我国已针对国有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

国有森林资源、国有草原资源和海域海岛资源6类

自然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提出不同要求[3]。但这

6类自然资源并未明确包含海草床、珊瑚礁和海藻

场等海洋生态资源,而目前旅游业和渔业等经济活

动正在直接使用这些资源产生收益,背后的生态价

值权益并未充分体现,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海洋生态资源涉及岛(无人岛、礁和珊瑚礁

等)、水(清洁海水)、林(红树林和沿海防护林等)、

草(海草和海藻等)、养殖(围塘、渔排和海洋牧场

等)、矿(海砂和油气等)、生物和海域空间8种要素,

目前仅考虑海域和海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确权应

涵盖8种要素的类型、数量、质量、边界和面积等内

容。而我国海洋生态资源产权制度还处于起步阶

段,确权难度较大。

1.3.4 产权交易的实现方式亟须探索

目前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评估和定价方法主

要有2种方式:①由政府端发起的人为规定的生态

资源有偿使用和收费标准,其缺点在于由于计算过

程容易忽略影响市场交易的细节,易造成市场的不

认可;②由市场端发起并以政府组织“招拍挂”等方

式成交的定价方法,其缺点在于由于基础价不确定

和市场竞争不充分,易造成成交价偏低,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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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的真实价值。

缺乏统一的海洋生态资源交易信息平台。各

地海洋生态资源交易平台建设正处在探索阶段,各

类海洋生态资源交易市场分散设立,造成重复浪费

和信息碎片化,缺乏统一的“货架”展示待交易的海

洋生态资源,如红树林碳汇交易仍处于起步阶段。

1.3.5 监管机制不健全

未区别对待生态资源和资产监管。生态资源

监管以约束手段使公共资源处于良好状态,而生态

资产监管以市场经营手段实现可交易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当前二者尚未厘清,导致

产权无法在分配生态收益和成本方面发挥应有的

作用。

未区别对待公益性和经营性生态资源资产。

正如陆上林业未明确区分“生态林”和“经济林”,其

结果或不利于生态资源保护,或不利于生态资源资

产增值。例如:沿海渔民过去自种的红树林成林

后,因后来的红树林保护政策严格,导致渔民无法

开发利 用 自 种 的 红 树 林,从 而 打 击 其 种 林 的 积

极性[4-5]。

2 福建省南平市“生态银行”的探索实践

为加快推动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福

建省南平市于2017年年底启动“生态银行”试点,并

在森林、水、文化和矿产等资源方面形成较成熟的

运作模式。其中,顺昌县的“森林生态银行”和光泽

县的“水生态银行”已分别入选自然资源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第一批和第二批典型案例[6]。

“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集中

式输出”的思路和“存贷融”的经营方式,打造南平

市生态资源权益资本化运作平台,使其成为绿色产

业和分散零碎的生态资源资产之间的资源、信息和

信用三重平台。“生态银行”实现生态价值包括6个

步骤。①摸清资源家底,绘制“基础地图”。②保护

和修复生态资源,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供应能力。

③搭建运营平台,高效优化生态资源要素配置。

④引入社会资本,全力打造生态全产业链,提升供

给侧质量。例如:光泽县引入对生态环境和水质有

高标准要求的现代渔业产业园和山泉水加工项目,

发展高端鳗鱼养殖,实现“卖好水”;引进体育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建设3个库钓基地和5条溪流垂钓

精品线路,积极开展垂钓、越野赛事和生态旅游等

活动,实现“卖水美”;引入知名企业,积极发展对水源

和水质要求较高的中药材和白酒等产业,年产生态农

产品超过4000t,中草药种植面积达1600hm2,成立

酿酒企业5家,帮助当地居民增收,实现“用好水”。

⑤做好生态价值宣传。⑥创新制度集成,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如建立生态巡查联合执法机制和开展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3 “生态银行”对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的

启示

  为解决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面临的困境,

必须解决2对矛盾,即生态价值实现和生态修复之

间的矛盾以及生态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2对矛盾常交织在一起且难以解决,而“生态银

行”对完善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提供启示。

3.1 海洋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

以政府有限的资源,是先实现生态价值再开展

生态修复,还是先开展生态修复再实现生态价值,

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此中央和地方

的侧重点也不完全一致。例如:为修复受损的红树

林、盐沼和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

性以及促进生态减灾功能协调增效,中央实施海洋

生态修复工程并取得较好效果,但工程并未深入考

虑生态价值实现,导致社会资本参与不足;一些地

方政府在开展生态修复时考虑的是经济发展需求,

即生态修复后因人居环境改善而带来的土地增值

收入、土地拍卖收入、旅游收入和生态农产品收入

的短期增值,而不是区域性和整体性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的提升。南平市“生态银行”的典型案例生动

展现生态价值实现的途径,为生态修复注入强大信

心和动力。

3.2 海洋生态产品供给和需求

以政府有限的资源,是提高海洋生态产品的供

给,还是刺激海洋生态产品的需求,这又是“左右为

难”的选择题。市场需求将从数量高和质量低的普

通产品消费,逐渐过渡到数量低和质量高的生态产

品消费,最终过渡到数量高和质量高的高水平消

费,但该过程相对缓慢。南平市“生态银行”结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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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发挥体制优势,从生态

产品和服务供给侧升级的角度出发,走通“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其优质生态产品供不应求,

为海洋生态产品供给侧升级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4 基于“生态银行”理念的海洋生态修复

和价值实现的方案设计

  根据南平市“生态银行”的启示,以红树林生态

修复为例,设计红树林受损地区生态修复和价值实

现的方案,以期“好湾好水出好鱼”,达到海洋生态

修复和价值实现的和谐统一。

4.1 红树林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我国曾是红树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权责

不清、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等原因,红树林生态系

统逐渐被生产者破坏,却未实现生产者的预期价

值。20世纪60-70年代围海造田,红树林被农民

开发成水田,但开发的水田盐度过大,水稻不能正

常生长;80-90年代围塘养殖,盐水田又被渔民开

发成鱼虾塘,但单位产量不高;90年代养殖高位池

的兴起使开发强度扩散至红树林陆缘区域,池塘密

集养殖又使高浓度养殖污水直接排入红树林海域,

养殖废水中的氧化亚氮等气体的温室效应是二氧

化碳的数倍,甚至抵消红树林生态修复产生的固碳

效益;21世纪以来房地产开发商围海造地,永久性

地改变红树林的生长环境,但由于没有红树林的保

护,一些海景房遭受风暴潮和海岸侵蚀的威胁。

4.2 红树林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

4.2.1 政策利弊

红树林生长的滩涂在自然资源确权政策方面

有一定的基础,2010年的《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

办法》是稳定渔民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的重要制

度[7]。然而在红树林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方面的政

策措施仍不足,现行的植树造林、设立保护区和退

塘还林还湿等政策都面临问题。

在植树造林方面,目前存在宜林面积小的问

题,因此不得不选择在历史上没有天然生长红树林

的地区种植红树林,导致修复成本高、生态风险大

和经济压力大。为完成红树林种植任务,一些地方

甚至在原本生长海草和盐沼的地区改种红树林,使

海洋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在设立保护区方面,大规模开展红树林生态修

复会对沿海水产养殖业造成冲击,一些地方的红树

林保护区质量不高,在设立红树林保护区时周边已

遍布虾塘。有学者提出借鉴我国香港米埔保护区

模式,但争议较大。米埔保护区于1995年被列为

“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长期以来严格执行“未

经许可,禁止进入”的规定,采用退塘还林、严格保

护和传统生态基围养虾等方法取得很好的效果,但

其水产品产量却不能满足香港市民的需求;水产品

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其产量难以大规模下降,因

此米埔保护区模式不符合水产品需求旺盛的实际

情况。

在退塘还林还湿方面,退塘还林还湿是在历史

上天然生长红树林并已被开辟为养殖塘的地区,采

用工程手段改造并重新种植红树林的方式,其优势

在于生态风险小和生态修复作用显著,通常是地方

开展生态修复的首选方式,同时是地方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的工作内容之一,已取得一定的成

效。然而大规模开展退塘还林还湿仍存在困难:退

塘还林还湿资金包括退塘赔偿款、平塘工程费、运

输垃圾费和还林还湿费用等,须由地方财政出资,

导致地方经济压力较大;为推进退塘还林还湿工作

的开展,地方须动员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行政成

本高;一些养殖塘业主因不满意补助金额或出于各

种原因难以沟通而不愿意签订退塘协议,已签订退

塘协议的养殖塘业主在虾价回涨后又不同意填塘。

总之,退塘还林还湿尚未充分激发当地渔民的内生

动力。

4.2.2 技术利弊

现代水产养殖技术能够提高单位面积水产品

的产量和质量,工业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海洋牧场

技术、苗种技术和藻类控制养殖水质技术等近年来

在我国高速发展,国产设备企业不断兴起,设备和

技术成本不断下降,为节约滩涂空间资源创造条

件。然而这些单项技术都有其优缺点,以工业化循

环水养殖技术为例,该技术包括过滤系统、消毒系

统、动水和增氧系统、增温系统、废水处理系统、水

质监测系统以及鱼(虾)池等,其优点包括节地节

水、不受环境和气候影响、安全可控、养殖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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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减少饲料浪费以及能够选择不同品种和规格

等,但存在前期成本过高、工艺复杂、能耗高以及对

技术和养殖品种要求高等缺点,因此我国的工业化

循环水养殖通常不能选择附加值较低的鱼虾类品

种,而只能选择鲽鲆类、对虾类和蟹类等附加值较

高的品种[8-11],如要满足大众需求就必须加以绿色

补贴。海洋生态修复资金如用于该项补贴,即能够

满足当前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的需求,促进社会资

本投入生态修复。此外,目前红树林生态修复技术

相对成 熟,近 年 来 我 国 红 树 林 面 积 有 一 定 的 增

长[12-13],为现代水产养殖技术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技

术的融合奠定基础。

4.2.3 基于“生态银行”理念的红树林生态修复

和价值实现的方案设计

基于“生态银行”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为达到红

树林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的协调发展目标,本研究

提出方案设计构想,具体包括6个步骤。

(1)选择方案试点地区A(历史上曾是红树林,

后因围塘养殖红树林被破坏),成立红树林生态资

源资产运营机构(相当于成立“红树林生态银行”),

采用收购和入股等形式,将分散经营的养殖资源打

包整合,根据确权情况和部分生态产品的公有属

性,让“公家”较多承担初始投资风险和生态收益,

制定合理的经济收益分配制度,奠定“红树林生态

银行”的“公私合作”基础;成立生态修复基金(相当

于为“红树林生态银行”注资),综合管理各类生态

修复项目的财政拨款,并主动公开和接受监督,奠

定“红树林生态银行”的“存贷融”基础;建立长效机

制(相当于制定“红树林生态银行”管理章程),制定

责任清晰和激励约束并举的制度,加强上级监察和

群众监督,开展对地方政府和经营机构领导干部的

生态资源考核和离任审计,提高当地渔民的生态保

护意识和技术水平,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奠定“红树

林生态银行”的管理基础。

(2)以生态修复基金为“杠杆”进行融资,吸引

社会资本投资,发展现代水产养殖,分阶段改造养

殖塘。将部分养殖塘改为清洁高效的循环水或半

循环水养殖工厂,增大养殖密度,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稳定整个地区的养殖产量和渔民收入;减少养

殖海域面积和污水排放量,使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3)在工厂周围将旧养殖塘改造为生态养殖

塘,提高水产品的品质和价格以及生物多样性。例

如:将高密度和高污染的养殖塘养殖改为传统基围

养殖,根据虾的生长规律,夏季让成年虾在河口海

湾自行繁殖,秋季放水晒塘,涨潮打开水闸进虾苗

或虾,基围中间保留植物,让植物落叶腐烂成为虾

的天然食物,让候鸟吃掉渔民不要的小鱼小虾。生

态虾养殖不仅升级生态产品供给侧,而且使渔民收

入稳中有进,进一步提高生态价值。

(4)实施退塘还林,建设红树生态林,其资金来

源是红树林生态资源资产运营机构和生态修复基

金(相当于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至此,地方不

仅提升生态减灾、固碳、渔业种苗栖息地、旅游和生

态补偿资金等收入,而且降低防灾减灾和生态修复

资金等支出。

(5)基于红树林生态管理,打造“好湾好水”的

实力和形象,引入对生态环境和水质有高标准要求

的高端苗种,将初始建立的循环水或半循环水养殖

工厂改为高端水产养殖工厂,发展红树果实加工等

深加工产业,逐渐脱离政府对生态修复基金的支

持。至此,地方彻底完成生态产品升级,实现将“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同时用“金山银山”守护

“绿水青山”。

(6)在试点地区A的红树林生态资源资产运营

机构部分投资和生态修复基金的支持下,在地区B
实施新一轮的红树林生态修复和价值实现方案,形

成良性循环模式,使“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逐渐

成为自我循环升级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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