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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新视角下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提升我国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文章

概述基于生态系统的挪威海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计划的主要内容,并重点分析挪威海的海洋环境空

间管理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挪威海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计划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建
立在良好的海洋环境状况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与其栖息地的保护基础之上,以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

来实现海洋产业的价值创造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该管理计划制定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和人

类活动空间管理措施,以实现挪威海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和海洋经济产业的有效管理;挪威海海

洋空间规划的发展可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涉海内容的编制、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海洋产业的

快速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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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practiceofmarinespatialplanningfromthenewperspectiveof
territorialspatialplanninginChinaandimprovethelevelofintegratedmarinemanagement,this

paperoutlinedthemaincontentsofecosystem-basedintegratedmanagementofthemarineenvi-
ronmentoftheNorwegianSea,andemphaticallyanalyzedthespacemanagementmeasuresfor
marineenvironmentintheNorwegianSea.Theresultsshowedthattheintegratedmanagement

planoftheNorwegianSeawasanecosystem-basedmarinespatialplanninginitiative,whichwas

builtonthesolidmarineenvironmentalconditions,theprotectionofmarinebiodiversityandits
habitat,and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marineresources,andthereforeitcouldfinally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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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creationofmarineindustryandthesupplyofecosystemservices;themanagementplan

setoutaseriesof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measures,suchasthedesignationofparticu-

larlyvaluableandvulnerableareasandmarineprotectedareas,andspatialmanagementmeasures

forhumanactivities,withthepurposeofachievingeffectiveprotectionofthemarineenvironment

andeffectivemanagementofmarineeconomicindustriesintheNorwegianSea.Thedevelopment

ofmarinespatialplanninginNorwaycouldprovideimportantreferencesforthecompilationof

sea-relatedcontentsofnationalterritorialspatialplanning,thesustainableutilizationofmarinere-

sourcesandtherapidandhealthy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inChina.

Keywords:Norwegian Sea,Ecosystem,Marine spatial planning,Marineindustry,Marine

protectedarea

0 引言

挪威海是北大西洋的陆缘海,海域面积约为

138.3万km2,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种

群[1]。挪威海最重要的海洋产业为渔业、石油开采

业、海上运输业和旅游业[2],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

潜在影响、鱼类的过度捕捞、急性污染风险、海鸟种

群数量降低以及底栖生物生境破坏等都对该地区

的海洋环境综合管理提出巨大挑战。挪威政府认

为,从长远看来,保护挪威海的生态系统是至关重

要的,以保持其清洁、丰富和多产,而以生态系统为

基础 的 综 合 管 理 计 划 将 成 为 实 现 这 些 目 标 的

基础[2]。

挪威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是专属经济区空间

规划和各地方管辖水资源规划并行。继2006年发

布《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海域海洋环境综合管理

计划》后,挪威政府于2009年制定《挪威海海洋环境

综合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管理计划》)[2-4]。《管理

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

持续利用,为挪威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管理

框架,在保持挪威海显著的环境价值以及维持其生

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前提下,使

之成为 保 证 挪 威 海 海 洋 产 业 安 全 的 重 要 工 具。

2017年挪威政府更新《管理计划》,侧重于对挪威海

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环境压力影响的新认识,包括挪

威海的海鸟种群、冷水珊瑚栖息地、特殊价值与生

态脆弱区内的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及海洋垃圾,

并以此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管理计划》,并提出新的

海洋管理措施[5]。

《管理计划》详细介绍挪威海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和生物栖息地的现状,包括浮游动物、底栖生

物栖息地、重要鱼类资源、重要海鸟种群和重要海

洋哺乳动物,并在《管理计划》区域内选划11个特殊

价值与生态脆弱区,这些区域均易受到污染物积

累、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影响[5]。

《管理计划》阐明挪威海主要海洋产业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压力和影响,基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可持续利用,对挪威海的人类活动风险进行分析

和评估,为不同工业之间实现有效共存提供管理框

架[5]。《管理计划》还对一些情况进行说明:空间管

理立法和管理体制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措施的实施;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海洋垃圾

和微塑料以及海洋污染等新目标和新知识的管

理[5]。本研究对《管理计划》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新视角下的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和实践以及开展海洋综合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1 挪威海海洋环境的主要特征

1.1 海洋环境

《管理计划》区内面积约为112万km2,边界遵

循海洋生态系统自然边界和挪威管辖区域的组合,

从62°N的斯塔德地区延伸至80°N的斯瓦尔巴群

岛西北部的弗拉姆海峡,其中包括巴伦支海西部的

深水区、斯瓦尔巴群岛周边的渔业保护区和扬马延

地区周边的渔业区。温暖的大西洋海水使挪威海

具有生物产量高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突出特点,物

种丰富,拥有大量的鱼类、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底

栖动物种类繁多,在大陆架边缘可见大型冷水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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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群,中大西洋脊的最北端包括许多环境条件非常

独特的区域。根据对挪威海温度的长期追踪时间

序列分析,由于北大西洋洋流强度的大规模变化,

挪威海的温度显著上升,2016年挪威海大西洋水层

的平均温度达史上最高水平[6]。根据对挪威海海洋

酸化情况的监测,自2009年《管理计划》公布以来,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正在导致挪威海海水

酸化,且酸化的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

1.2 海洋生物多样性

挪威海最主要的生物包括浮游动物、海底和底

栖动物、鱼类、海洋哺乳动物以及鸟类。挪威海的

浮游动物以小型甲壳类动物为主,如桡足类、鳍足

类、远洋两栖类和磷虾;2000—2009年整个挪威海

监测区域的浮游动物数量都在下降。在挪威海中

部大陆架和大陆坡上有高度多样化的底栖动物群

落、冷水珊瑚群落和海绵群落,这些生物群落对于

维持海底生物多样性有突出价值;然而海底拖网作

业对冷水珊瑚生境造成破坏,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

对挪威海的冷水珊瑚栖息地和其他钙化生物也可

能产生不利影响。挪威海的鱼类资源主要包括春

天产卵的鲱鱼(Clupeaharengus)、东北大西洋鲭鱼

(Scomberscombrus)和蓝鳕鱼(Micromesistiuspoutas-
sou)3种远洋鱼类,自2009年《管理计划》颁布以来,

最显著的变化为鲭鱼种群数量的增长及其分布范

围的扩大、鲱鱼种群数量的减少以及蓝鳕鱼种群数

量的先减后增;国际鱼类资源保护委员会建议为这

些远洋鱼类制定正式的管理和重建计划,挪威渔业当

局特别针对这些鱼种颁布捕鱼禁令并加强巡查和执

法,以防止非法捕鱼;蓝鲸(Balaenopteramusculus)、

长须鲸(Balaenopteraphysalus)、座头鲸(Megaptera
novaeangliae)和小须鲸(Balaenopteraacutorostrata)

均在《管理计划》区内温暖水域的繁殖区以及靠近

北极锋和边缘冰区的夏季觅食地之间迁徙。挪威海

海岸分布着重要的海豹栖息地,拥有灰海豹(Hali-

choerusgrypus)和普通海豹(Phocavitulina),扬马延

地区北部的冰雪覆盖水域是冠海豹(Cystophoracris-
tata)和竖琴海豹(Pagophilusgroenlandicus)的重要

栖息地。挪威海分布着多种北大西洋海鸟种群,最

典型的海鸟有海鸠(Urialomvia)、海鹦鹉(Frater-

culaarctica)和管鼻藿海燕(Fulmarusglacialis);
然而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有关监测数据,挪威

海的许多海鸟数量都在急剧下降[8]。

2 挪威海的主要人类活动及其环境影响

2.1 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是挪威沿海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和

文化基础。挪威是世界上最大的捕捞和养殖海鲜

出口国之一,其渔业取得成功和持续增长的最重要

原因和先决条件是挪威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以及海域管理政策。然而渔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

对捕捞鱼群和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渔业

甚至可能是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最大的人类活动。

在渔业管理方面的挑战是确保以维持鱼类资源并

减少对海底和生物影响的方式进行捕捞,通过调整

产量以保持生态系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自然相

互作用关系。挪威海洋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取

决于鱼类捕捞量、捕捞方式和营养水平,商业捕捞

可能导致鱼类的大小和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对特定

年龄的选择性捕捞会改变其基因构成,底拖网捕捞

会对底栖生物群落产生不良影响[9-10]。自1999年

以来,冷水珊瑚栖息地已禁止使用海底拖网捕捞,

封闭的冷水珊瑚生境已划为海洋保护区。

2.2 石油开采业

挪威的石油开采活动已有50余年的历史,从产

值、国家收入、出口价值和投资等方面衡量,石油开

采业是目前挪威最大的工业。挪威海已有16个油

气田投入生产,3个油气田正在开发,其中有7个油

气田自2009年投产。对挪威海石油开采活动的进

一步投资将刺激与石油有关的供应工业和整个挪

威经济的发展。石油开采业通过化工、石油和其他

天然物质的排放对海洋和大气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包括放射性物质、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

二氧化碳排放,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对气候变化

和海洋酸化造成重要影响[11-12]。海底海床的物理

干扰和地震勘探的水下噪声对鱼类和海洋哺乳动

物均可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挪威的石油开采业受

到严格管制,以避免或尽量减少生态环境损害,但
目前未能确定其对大气环境的直接影响。

2.3 海上运输业

挪威是世界第五大航运国家,挪威政府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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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之一是使更多的货物通过海上运输,使航

运成为比公路运输更环保和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东北航道的通航与俄罗斯西北部、挪威海和巴伦支

海石油开采活动的扩张都有可能提高挪威海的航

运密度并改变其交通模式。航运可通过非法污染

物排放、外来生物传播和水下噪音等对大气和海洋

环境产生影响[11,13]。海上运输有发生碰撞的危险,

可能导致严重的石油或化学污染。海上运输的气

体排放物包括发动机产生的温室气体和酸化物质

以及货物(石油和石油产品)挥发性物质的逸散排

放,然而并未发现石油、污水或有机锡化合物的作

业排放对挪威海的海水质量造成显著影响。尽管

《管理计划》区内的海上运输量在总体上有适度增

长,油轮运输量也有相当大的增长,但由于新技术

的迅速发展和应用,预计未来有害气体排放量将得

到有效控制。自2009年以来,挪威政府采取多项预

防措施,如采用分道通航制和船只监察系统,极大

地改善挪威海的海上安全。

2.4 旅游业

挪威海沿岸可开展钓鱼、品尝海鲜和观赏海洋

生物等多种户外活动,挪威海的旅游业建立在良好

的自然环境基础上,这意味着保持海洋环境价值对

沿海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海钓在游客中

很受欢迎,在过去的20年里,大量旅游企业在沿海

地区发展起来,以满足休闲渔业发展的需求[14]。挪

威政府正在为旅游业制定新的政策指导方针,旨在

维持旅游业的价值,并使海洋渔业资源保持在可持

续开发利用的水平。有关旅游企业的立法修正案

和新规已经起草,挪威海旅游业的发展将更加专业

并更加具有合法性。

2.5 行业冲突

人类活动在《管理计划》区内可能涉及不同行

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石油开采业和渔业之

间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海上运输业与石油开采业、

海上运输业与渔业之间。目前广泛开展的渔业活

动加上新增的石油开采活动和日益增加的海上运

输量,使行业间的密切协调成为《管理计划》的重点

任务。

自50余年前挪威海大陆架上开始石油和天然

气的勘探和开采活动以来,挪威政府一直强调其与

其他产业尤其是渔业共存的重要性,这为挪威保护

宝贵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奠

定良好基础。地震勘探贯穿于石油开采活动的早

期勘探到生产的所有阶段,主要被用于油藏监测。

在地震勘探中,声脉冲可能直接(生理上)或间接

(行为上)影响海洋生物。例如:对鱼卵和幼虫的直

接伤害是局部的(仅限于离噪声源数米远的地方),

如果鱼类在迁移到产卵地或在产卵期间暴露在地

震噪声中,可能影响其产卵的成功率。为避免这种

影响,挪威政府对在鱼类重要产卵区和洄游区进行

地震勘探活动的时间进行限制,并为此成立由挪威

石油理事会、渔业理事会和污染管制局的代表组成

的指导小组,负责审查地震勘探活动对鱼类和海洋

哺乳动物造成的噪声干扰和其他负面影响并提出

建议。

3 挪威海的海洋环境空间管理措施

2009年《管理计划》为挪威海的管理制定长期

目标。2017年挪威政府对《管理计划》进行修订,主

要内容包括说明2009年《管理计划》的措施情况,评

估保持这些措施和引入新措施的必要性,并综合提

出关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空间、海洋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开发利用、知识基础、信息和经验交流以及

进一步发展《管理计划》系统等一系列措施。本研

究主要阐述海洋环境保护(特殊价值与生态脆弱区

以及海洋保护区)和人类活动空间这2项核心管理

措施。

3.1 特殊价值与生态脆弱区

《管理计划》区内的一些特定区域因在自然环

境和资源方面的特点而具有特殊价值。根据预定

的标准对其进行挑选,其中最主要的2个标准为该

区域是否对于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以及是否具有

丰富的生物生产力,次要标准包括非生物学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重要性以及科学价值等。针对每个

区域的物种、栖息地和生产力特点,对不同环境压

力的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估。基于此,将一些地区指

定为特殊价值与生态脆弱区,虽不会对其开展商业

活动造成直接影响,但须经过谨慎评估。

《管理计划》在挪威海划定11个特殊价值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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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脆弱区,这些地区至少符合上述2个主要标准之

一,即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生产力的重要性,并同

时满足多个次要标准,如高度集中的个体(物种)、

独特性、未受干扰的地区或经济重要性。所选区域

的种类多样,主要包括6个类型。

(1)大型冷水珊瑚礁群区,即雷曼群岛、弗鲁安

群岛与苏拉冷水珊瑚礁以及艾弗里根礁。该区域

位于挪威海中部大陆架,生物空间结构复杂,可为

多种生物种群提供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丰富,鱼类

密度高,因而被提议列入挪威国家海洋保护计划。

(2)鲱鱼和鳕鱼的重要产卵场,即摩尔海岸、哈

腾海岸、思科琳娜海岸和韦斯特峡湾。该区域同样

位于挪威海中部大陆架,是鲱鱼和蓝鳕鱼产卵和繁

殖的重要区域,也可为各种鱼类觅食和越冬提供场

所,同时可支持沿岸多种海鸟生活。

(3)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重要繁殖区,即扬

马延地区和西冰区。北大西洋洋流与东格陵兰洋

流在该区域交汇,拥有丰富的浮游动物、鱼类、海鸟

和海洋哺乳动物资源。西冰区是在扬马延地区以

北形成的漂移冰区域,是冠海豹和竖琴海豹的核心

繁殖区。然而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冬季冰区

的面积一直在减少,冠海豹幼崽的出生数量也明显

下降。

(4)大陆架边缘地区,即挪威海浅层大陆架以

及岸滩与深水区之间的过渡带,从斯塔德一直延伸

到斯瓦尔巴特群岛西北部。该区域蕴藏丰富的生

物资源,有大量浮游动物和鱼群,是深海鱼类的重

要产卵地以及海鸟、长须鲸和蓝鲸的重要觅食区,

也为海绵和冷水珊瑚礁群落提供非常适宜的生长

条件。

(5)北极锋,即大西洋和北极水域交汇的狭长

地带,一直延伸到挪威海。该区域生物产量高,物

种丰富多样,是蓝鲸、长须鲸和小须鲸等多种鲸类

的重要觅食区。因气候变化的影响,北极锋的位置

和地理范围是动态变化的。

(6)海岸带地区,即从基线向外延伸至距基线

12nmile的区域。该区域孕育丰富的鸟类生命,整

个海岸线上都有大量繁殖和越冬的海鸟。大量海

豹、海豚和虎鲸等海洋哺乳动物在此栖息和觅食。

3.2 海洋保护区

基于科学评估选划11个特殊价值与生态脆弱

区是《管理计划》的重要特点,对于挪威海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人类活

动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进一步阻止

生物多样性损失、加强对代表性海洋环境的重点保

护以及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问题,挪威

政府 基 于 《东 北 大 西 洋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公 约》

(OSPAR)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在划定特殊

价值与生态脆弱区外,又构建了挪威海海洋保护区

网络。

为响应CBD关于有效管理海洋与海岸带的倡

议,挪威政府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并于

2004年确定挪威海的36个亟须重点保护的海洋保

护区。目前挪威海已成功设立10个海洋保护区,其

中根据挪威《自然多样性法》设立4个海洋保护区以

保护其海洋生物多样性,根据挪威《海洋资源法》设

立6个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其冷水珊瑚礁免受渔业活

动的破坏。挪威政府将进一步拟定挪威海海洋保

护区工作计划,并持续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

3.3 人类活动空间

石油开采活动的扩张、捕鱼活动的增多以及海

上运输量的增长是挪威海海洋工业的主要发展趋

势。现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建立新型海洋产业

的潜力将增加对人类活动空间管理的需求,使在环

境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更具挑战性

的任务。

自2009年《管理计划》实施以来,挪威海的渔业

活动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鲱

鱼业。由于鲱鱼种群迁移模式和分布的改变,渔业

活动模式相应改变,表现为作业范围扩大和作业区

域改变。渔业和海上运输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

明显变化,主要在于货船会定期通过或非常靠近有

渔船或固定渔具的渔场,此外夏季沿海地区的渔船

数量比2009年增多。

挪威海的海上交通密度较低,交通量也没有明

显变化,2012—2015年总航程提高10%。分道通航

制下的交通分离与推荐路线相结合的方式,对挪威

海的交通流产生显著影响,并帮助其建立固定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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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模式。分道通航制改变船只航线,使其远离渔业

活动频繁地区或现有石油开采设施,沿岸的新航道

系统也使海上交通更易监测和预测。水产养殖业

正在发展并占据越来越多的沿海地区,如果近岸区

域被能源或水产养殖设施等占用,这些区域可能会

关闭航运或改变航道,可能对海上交通产生负面影

响,因此未来须更好地协调和改进沿海地区的空间

规划。

在2009年《管理计划》所确立的框架内,对石油

和天然气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每个生产许可证下

的活动水平取决于其工作方案的要求和勘探活动

的结果。随着勘探区域的扩张,石油和天然气的生

产区域正在向挪威海延伸。石油开采业与其他产

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产业之间的空间重叠

造成的,尤其是渔业,而《管理计划》区内的海上交

通大部分与石油开采活动相关。预计到2025年,挪

威海的石油开采活动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地震勘

探是石油开采活动的重要基础,但可能对渔业产生

负面影响,并与活动范围受限和捕捞季节较短的季

节性渔业存在利益冲突,进而影响渔业收入。近年

来挪威政府已采取若干措施,以减少地震勘探和渔

业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2013年挪威渔业和海

岸事务部与石油和能源部联合发布指导文件,以促

进各方之间的进一步沟通。此外,通过在地震勘探

船上培训渔业专家等方式,使各方之间进行更好的

对话,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4 结语

《管理计划》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空间规划,

建立在良好的海洋环境状况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

和栖息地保护的基础之上,以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以及保障海洋产业发展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为目的。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30年海洋经济报告》中指出,通过传统与新兴海

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海洋具有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巨大潜力;到2030年,海洋的密集开发利用将使

海洋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增加1倍[15]。为发挥

海洋的巨大潜力,须确保负责任和可持续地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挪威的海洋政策通过以生态系统为

基础的综合管理制度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

续 开 发 利 用,并 不 断 缓 解 北 极 海 洋 生 态 安 全

危机[16]。

挪威海海洋空间规划的发展对于我国开展海

洋环境综合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实现

“多规合一”和推进“陆海统筹”是我国建设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必然要求,可解决我国海洋空间规划

类型众多、层级模糊、职责交叉重复以及与陆域规

划内容重叠或冲突等问题,为后续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中的涉海内容提供指导。借鉴《管理计划》的创

新举措,可促进我国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资源

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管理,实现对海洋保护区的物种

及其栖息地的重点保护,确保海洋经济活动不会威

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有效推动我国海洋经

济相关产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协调各类海洋开发

利用活动,实现海洋渔业、油气开采、海上运输、滨

海旅游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主要海上经济活动的

安全、可靠、有效和长远发展。此外,应强化海洋空

间规划的基础理论研究,梳理国土空间体系中涉海

空间规划编制的相关技术方法,建立透明的信息交

换体制机制,增进行政部门、研究部门和商业部门

的协作,从而构建我国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的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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