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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苗丽娟，杨新梅 ，关春江，索安宁，林　霞，张建民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目前，资金匮乏一直是多数海洋特别保护区难以开展有效管理的制约因

素之一。文章在借鉴国内外保护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如何在

保证保护区资源和生境质量不发生明显退化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我创收潜力，科学、合

理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价值，以有效解决其经费短缺的难题；同时，为更好地度量和评价海

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探讨构建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

其指标选择的原则与筛选方法展开述评；最后提出有助于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相应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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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生效的 《海洋特别

保护区管理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海洋特别

保护区是根据区域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

物与非生物资源的特殊性，以及海洋开发利用

对区域的特殊需要而划定的海洋区域；进而根

据其区域的特殊性，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和开

发方式，以保证科学、合理、永续地利用该区

域的各种海洋资源……

以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与海洋资源永续利

用为宗旨建设成立的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

分为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

护区、海洋资源保护区与海洋公园等类型，

其开发方式和保护措施不同于海洋自然保护

区，主要是针对海洋资源密度高、开发利用

强度大、生态敏感、脆弱等区域，依法划出

一定范围予以特殊保护与管理，通过采取动

态监测评价与规划管理等综合协调手段，科

学保护、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各类海洋资源，

以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统一协调，切实有

效维护海洋权益，保证最佳的开发利用秩序

和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

１　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与解决的有效途径

　　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始建于２００２年，目前

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诸如缺乏

专门的建设与管理相关法规、缺少动态监测与

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关键技术支持及管理与运行

经费不足等问题，尤其是资金匮乏，是多数海

洋特别保护区现今都面临的主要问题，国家与

地方财政每年投入的经费十分有限，使得海洋

特别保护区管理难以落到实处，影响其管理体

系的正常运行［１－２］。综合国内外保护区建设经

验，目前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证海洋特别

保护区资源和生态环境质量不发生明显退化的

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价值，

即通过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与生态养殖，适当经

营港口航运等途径，积极鼓励自我创收，不仅

能有效解决海洋特别保护区经费短缺的难题，

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环境保护与区

域经济发展的矛盾，统一协调生境保护和地区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海洋经济

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的 “双赢”效果。

 基金项目：海洋特别保护区保护利用调控技术及应用示范 （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１）；海岸带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技术研究与示范

（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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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

全球性趋势，是保护区获取经济来源的首选模

式，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曾用消

减经费的办法鼓励国家公园自我创收解决部分

经费，并对创收比例有一定的控制［３］。我国引

入生态旅游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内外专

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如，

世界保护联盟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Ｕ

ｎｉｏｎ）认为，生态旅游是前往那些相对未受干扰

的自然区域、对环境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的

负面影响较小，给当地人提供收益和参与机

会［４］；于玲等认为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原理和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以享受大自然和了

解研究自然景观、野生生物等为目的的旅游，

以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资源与环境为宗旨，同

时不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使游客得

到生态学知识，使社区受益的旅游活动［５］。我

国现今已有海南亚龙湾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山东成山角海洋生态保护区等开展了生态旅游，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海洋特别保护区除了开展生态旅游外，

还可适度发展生态养殖，生态养殖是通过采用

生态技术措施，改善水质和生态环境，按照特

定的养殖模式进行增、养殖，投放无公害饲料，

也不施肥、洒药，最终生产出无公害绿色食品

或生态食品等有机食品。

另外，目前我国已建的海洋特别保护区内

的港口航运资源利用多是小型渔港或客、货专

用码头，其开发利用应在不影响保护区主导生

态功能的前提下，适当经营港口航运，避免港

口运营排放的污水、垃圾等，污染、损害保护

区的海域环境质量与主要保护对象。

２　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科学、可操作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加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动态监管，积极推动

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具有

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指标组成的系列。这些指标

既有直接从原始数据而来的基本指标，用以反

映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又有

对基本指标的抽象和总结，用以说明保护区功

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性质。正确选择

评价指标是构建评价体系的关键，为此，在吸

取他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建立

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

２１１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要能较客观地反

映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特

征、状况及发展趋势，每个指标概念明确，内

涵科学，统计与测算方法规范，能使评价结果

真实客观；同时指标涉及面广，并非越多越好，

还应考虑指标的量化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

可靠性，应尽量利用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使

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与可操作性。

２１２　全面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原则

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海洋特

别保护区各功能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保持指

标体系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即指标具有较强的

综合性，既能简化指标体系，又能全面集中地

反映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特

征和状况；同时指标选取应强调典型性、代表

性与独立性，避免选入意义相近、内容重复或

可由其他指标组合而来的导出性指标，使指标

体系简洁适用。

２１３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资源可

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既有定性的分析因素，也有

定量的评价因素，故选取评价指标时应把定性

的经验性分析量化，以定量分析为主，但对于

在目前认识水平下难以量化且意义重大的因素，

可以用定性指标来描述，以减少人为任意性。

２１４　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原则

评价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

既要有反映目前现状的指标，也要有反映保护

区资源可持续利用动态变化趋势的指标。但指

标体系应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

以便衡量一定时期内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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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评价指标的筛选方法

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主要以统计数据为

基础，同时广泛收集书籍、期刊、论文、研

究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关于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与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常用的指标，进行筛

选。在筛选过程中，通过采用频度统计法、

相关性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等

进行，以满足科学性和系统全面性的要求。

其中频度统计法是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保护区

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的论

文、报告等进行频度统计，初步挑出一些使

用频度较高的指标；相关性分析是对指标进

行统计分析，明确指标间的相关程度，并结

合一定的取舍标准和专家意见对相关性显著

或意义相近的指标进行筛选，保留相对独立

性的指标；理论分析法是对海洋特别保护区

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内涵、特征进行综合

分析，选取重要的、能充分体现资源可持续

利用方面的特征、状况及发展趋势的综合评

价指标；而专家咨询法则是在建立指标体系

的整个过程中，适时适当地征询有关专家意

见，对指标进行适当调整、修改与重组［６］。

２３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基于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资源利用现状，

本文主要针对生态旅游、生态养殖及港口航运

这３类主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

价，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

重要评价指标，同时，还考虑了评价指标体系

的可操作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等。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本文试图建

立一套具有科学性、综合性、典型性、可操作

性及政策相关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通过

检索、查询、分析和总结大量相关书籍、期刊、

论文及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初步获得近３０个

指标；然后，依据指标筛选步骤 （图１），结合

海洋特别保护区评价对象的特点，征询长期从

事海洋保护区研究工作的学者与从事管护工作

的管理人员等专家意见后，对重复指标或相近

指标进行筛选与调整，最后确定得到使用频率

较高、内涵丰富且能体现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

可持续利用特征、状况等相对独立的指标评价

体系，即包括３个评价项和１６个评价因子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

图１　综合评价指标筛选程序

其中，３个评价项：① 生态旅游资源评价，

着重从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发展潜力、社会经济

效益及保护区有效管理等方面去考察，主要包

括适游期、日旅游资源容量［７］、游客日接待能

力指数、年接待游客量、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

旅游收入用于保护区建设的比例及旅游服务设

施的完善度７个评价因子；② 生态养殖资源评

价，主要基于养殖资源利用对保护区生态环境

的影响、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及经济效益等方

面的评估分析，包括养殖密度、有机食品合格

率、可养面积利用率、养殖年产量及养殖利润

年均增长率５个评价因子；③ 港口航运资源评

价，主要从保护区港口资源条件与经济、社会

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包括２００吨级以上

泊位数量、港口吞吐量、吸纳社会就业人数及

对区域经济ＧＤＰ的贡献率４个评价因子。

３　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

理对策

　　海洋特别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强调的是

一种持久性的开发利用，其是海洋特别保护区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为此，海洋特

别保护区管理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

导，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资源可持续利

用研究，提高对各类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

能力，追求保护区生态、资源、经济与社会的

持久、协调发展，不对后代子孙的生存和发展

构成威胁。具体管理对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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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加强保护管理，合理规划开发容量，维

护生态系统健康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健康是海洋

特别保护区管理的首要任务。在区内进行资源

开发综合利用，保护区管理机构应依据 《海洋

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采用先进、健康、实用

的开发技术，有效监管、调控各种海洋资源开

发活动的强度，通过适度、适当开发以减少其

对保护区生态环境与保护目标的影响与损害。

海洋特别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应以维护海

洋生态系统健康为基本前提，科学确定游客容

量，合理控制游客流量，禁止超过允许容量接

纳游客和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区域开展游览活动；

发展生态养殖应注重与保护目标相协调，科学

定位养殖品种，大力推广健康的养殖技术，合

理控制养殖规模、密度，按养殖容量从事海水

养殖业，合理投饵、施肥，养殖用药应符合国

家和地方有关农药、兽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

准，防止养殖自身污染，确保海洋生物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港口航运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以建

设生态型港口的理念，严格控制港口与船舶溢

油污染，通过绿色经营、环保运作，努力打造

清洁生产与达标排放的环境友好型港口码头。

３２　应用先进科技管理手段，增强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技术支撑

　　为进一步提高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的科技含

量与成效，使保护区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现代

化，实现其预期的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目标，应

充分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建立动态监视监测体系，

从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状况信息模拟计算到资源

可持续利用综合分析、评价以及保护区可持续发

展全面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为海洋特别

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动态

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不断提升海洋特别

保护区的监管能力与水平。

３３　建立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大力开展宣

传教育

　　为了全面提高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人员的

素质，应重视保护区的人才引进和培养，逐步

提高其技术管理人员的比重，建立教育、培训

管理体系。同时还应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

体及国内外重要的生境保护纪念日，建设宣教

中心、标本馆及设置标志牌、宣传廊等设施，

采用通俗易懂的宣教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宣

教活动，一方面使周边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区

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关系，提高参与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让游客了解生态、环境方

面的科普知识，从而有效增强其环保意识与责

任感，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从而有效促进海洋

特别保护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４　结语束

本研究借鉴了有关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理

论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前人的研

究成果与经验，综合考虑了海洋特别保护区生

态旅游、生态养殖及港口航运资源的属性特征、

利用现状及开发潜力等因素，构建了海洋特别

保护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

其可操作性仍需大量实例进行验证，评价指标

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际应用中进一步修改、充

实与完善，以便为海洋特别保护区可持续、健

康发展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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