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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海洋耦合系统具有的多维性、动态性和未知性特点,提出海洋功能区划中的不确定

性;以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引入适应性管理,并提出制定规则、制定区划、执行

和监测、评估结果以及反馈和调整等关键步骤;与现有海洋功能区划范式相比,适应性管理具有学

习性、实时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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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multidimensional,dynamicandunknowncharacteristicsofmarineeco-

systems,thispaperproposedtheuncertaintyofmarinefunctionalzoning.Basedontherelevant

theoreticalstudies,thepaperintroducedadaptivemanagementinmarinefunctionalzoningandput

forwardthekeystepsincludingformulatingrules,makingzoning,implementingandmonitoring,

assessingresults,feedback,adjustmentandsoon.Comparingwiththeexistingparadigmofmarine

functionalzoning,adaptive managementhasthecharacteristicsoflearning,real-timeand

openness,whichdeservesfurtherstudyand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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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管理的基础。海

洋功能区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部大法共同

确定的一项基本制度[1]。我国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是

自上而下的过程,下级必须体现上级要求,逐级细

化落实。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于1989年提出并开始研究

制定,最初是以自然属性为主,兼顾社会属性,主要



第12期 莫微,等:海洋功能区划中的不确定性与适应性管理 99   

用于揭示海洋资源环境自然分异规律。但近年由

于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开发需求变大,海洋功

能区划原有的自然区划属性渐渐弱化,而着眼于当

前的经济发展需要[2-3]。

2 海洋功能区划中的不确定性

现代科学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研究都揭示出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现实世界

的本质属性,它渗透在人类的思想、行动之中,根源

于客观事物或过程自身和认识主体及认识主体与

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中[4]。

海洋功能区划针对的管理对象是海洋生态系

统与人类对海洋的利用开发行为,这一耦合系统本

身极其复杂。表现为:①多维性。海洋环境复杂,

在垂直切面上,从海面到海底海水有不同的层次,

在水平切面上,潮间带至深海间存在着多个区,有

不同的海水环境和海底形态。②动态性。由于海

水是联通的整体,某处海域的变化往往受到本地、

区域甚至全球尺度海洋事件的影响,如洋流和季风

等。特别是近海和海岸带,由于陆海相互作用以及

人类活动的干扰其生态系统的发育和演替更为复

杂[5]。③未知性。目前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较少,在人类活动较少的远海,这种未知性更加明

显。综上所述,这些特性导致海洋管理存在着大量

的不确定因素。

目前我国的海洋管理系统并不能很好地应对

这种不确定性。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将海洋耦合

系统看成可简单预测、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统,把海

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当做遵循线性因果关系的确

定性问题来对待处理,采用根据现状、精英式和指

标控制式的区划手段,而对不确定性认识贫乏。这

种管理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①由于对海洋生态系

统认知匮乏,不合理开发的后果在短期内无法显

现,可能会造成海洋生态系统无法挽回的严重损

失。②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法预知,海洋功能区

划却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可能在短期内

遭遇频繁修改[6]。

国外的海洋空间规划的主流研究已经把不确

定性纳入研究范畴。认为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了解并不全面,盲目地使用导致无效管理[7],甚至会

为生态系统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贫乏的认

知在人类活动频繁的海岸带和深水区更存在着鸿

沟,使得人们在规划深水区的时候,更容易做出错

误的选择[8]。所以,为了应对海洋中的巨大不确定

性,海洋空间规划本身不该是一次性规划,而应是

持续的、随时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反复过程[9]。

3 海洋功能区划中的适应性管理

3.1 适应性管理

适应性管理是面向不确定性的管理方式。适

应性管理也称为适应性资源管理,是加拿大学者

C.S.Holling和C.J.Walters于20世纪60年代末

提出的,旨在克服静态评价和环境管理的局限,通

过对全体的管理,促进其学习和自身提高而增强有

效适应不确定性的方式[10]。适应性管理是一种不

同于传统方式管理模式,主要面向对象具有不确定

性的自然系统,是基于学习决策的一种资源管理框

架,通过实施可操作性的计划,从中获得新知,进而

不断改进管理政策的系统化过程。适应性管理基

于2个前提:①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的理解是不完全

的;②管理行为的生物物理响应具有很高的不确定

性[11]。目前适应性管理已经在生物、生态、经济等

多个领域中得到研究与应用。

适应性管理非常适合用于管理海洋耦合系统,

如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是国际闻名的旅

游景点和昆士兰州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最先开展

海洋区划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当地管理部门发现

由于陆源污染物和旅游的影响,大堡礁的生态系统

正变得更加敏感脆弱。2003年开始,当地启动了相

关科研项目,并在2004年划定了新的区划网络。

2004年7月1日法律通过大堡礁海洋公园的禁采

区从5%提升至33%,同时,开展了10年期的多部

门合作的社区尺度的项目———珊瑚水质保护计划,

来控制营养物和沉积物的流入。在认识到干扰和

变化是大堡礁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部分的

情况下,当地管理部门采取适应性管理来积极应对

未来不可预见事件带来的风险[12-13]。

3.2 开展适应性管理的前提

(1)必须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意识到人类对于

海洋的认识有限,要进行对于现状的描绘和前景的



10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规划需要非常慎重。而海域与陆地相比,由于海水

联通、探索活动少等特点,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所以比起陆域而言,海洋的适应性管理对象更加复

杂和难以预测。

(2)明确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也不是平均的。

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具有生态价值的是沿海

的海岸带,同时海岸带也承载着海水养殖、休闲、交

通等多种功能。而随着水深的加深,人类的开发探

索活动减少。如果要对深水区进行开发利用,需要

更加谨慎,并进行充分的研究[8]。

而对海洋的不理解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如美

国和加拿大一些地区曾经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盛

产鳕鱼。当地人并不了解鳕鱼内部复杂的亚群分

布和迁徙模式,对鳕鱼进行长达数年的过度捕捞,

认为鳕鱼不会灭绝。但如今很多亚群已经灭绝,即

便现在已经全面停止捕捞,鳕鱼种群也无法恢复[7]。

这将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以及长远的难

以计算的生态损失。

3.3 适应性管理的步骤

海洋功能区划的适应性管理的步骤包括问题

界定、制定区划、执行、监测、评估、反馈与调整等,

这些步骤不断循环重复(图1)[14]。

图1 适应性管理的步骤

其中:S表示本轮的开始,I表示下一轮的开始。

对于海洋功能区划而言,其中的关键性步骤为:
(1)制定规则(A)。制定适应性管理的规则,规

则应该包括不确定问题识别方法、适应性调整机

制、评价指标体系等。规则是开展适应性管理的

基础。

(2)制定区划(B)。区划的制定应基于海洋的

自然属性,同时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区划参与者应

该包括管理者,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利益相关者,参

与者应该在区划管理目标、重点监测因子等内容上

达成共识。

(3)执行和监测(C)。监测是适应性管理的核

心环节,监测内容包括关键指标和区划实施效果。

(4)评估结果(D)。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监

测结果,将监测结果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总结监

测结果是否符合预期,评估管理的有效性。

(5)反馈和调整(E)。这是适应性管理的重要

步骤。评估的结果增加了管理者对于海洋耦合系

统的认知,降低了管理的不确定性。总结经验后重

新开始。

3.4 和现有海洋功能区划范式的比较

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海洋功能区划

批准实施2年后可进行局部修改。如果涉及多个海

域和功能区,则应该重新修编。这种修改模式看似

能维护海洋功能区划的权威性,但编制范式缺少弹

性[15]。更重要的是,这种范式寄希望于一开始就能

勾绘出正确的理想蓝图,只有在现实和区划之间出

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才能进行修改。修改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被动行为。

而适应性管理的海洋功能区划不同在于:①把

区划看做循环的、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不存在一

成不变的目标和蓝图,而在适应性管理中认识和学

习。②不存在固定的时间表,而是通过实时监测与

评估决定何时该进行调整。③秉持开放式的管理

态度,愿意接受任何意外情况并增加公众参与的途

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公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和政

策的理解,更能有利于资源争端的解决,更好的保

证区划的公平和公正。

4 结语

在我国的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往往忽视了海

洋功能区划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海洋功能区划面临

与现实脱节,也与未来发展不合的尴尬处境。

适应性管理则能很好地面对这些问题,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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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把管理与决策本身看做是动态的、不断学习的

过程,区划不存在逻辑上的终点。这与现有的海洋

功能区划系统自上而下,严格限制修改的逻辑大不

相同。

适应性管理运用在海洋功能区划中有许多优

点:认识到区划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认识深

入和时间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重视监测环节,能

够将变化和新动向及时反映到区划方案中;注重公

众参与,能够更好地做出理性决策。

适应性管理的产生源于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

面对复杂的管理对象时,适应性管理能够更好地预

测未来、抵御风险。本研究对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引

入适应性管理进行了初步探索,更为深入的认知需

要在以后的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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