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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对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解读,明确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即以沿

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平衡、以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辟空间

以及以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促进海洋文化的进步,同时明确生态优先和激

励约束并举的建设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根据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的总体精神,针对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突出问题和需求,提出构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制度体系的初步设想: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制度应包含产业发

展制度、生态环境资源发展制度和海洋文化发展制度,尤其是生态环境资源发展制度中应包括预

防性制度、管控型制度和救济性制度;各项制度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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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interpretationofthenationalpolicyon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themaincontentsof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MEC),

thatis,theeconomicdevelopmentofcoastalareastomaintainthebalanceofmarineecologicalen-

vironment,whichwillopenupnewspaceforeconomicdevelopment,whichtogetherwillpromote

theprogressofmarinecultureandclarifytheprincipleofconstructionofecologicalpriorityand

incentiveandrestraint.Onthebasisoftheabove,combinedwiththelaws,regulationsand

policies,accordingtotheoverallspiritofthereformofecologicalcivilizationsystem,aimingatthe

outstandingproblemsandneeds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resources,thispaperputfor-

wardthetentativeplantoconstructthesystemofMECconstructioninChina,whichincluded:

consideringthematerialcivilizationandspiritualcivilization,theincorporationofthesystemo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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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ialdevelopment,thesystemofecologicalenvironmentresourcesdevelopmentandthesystem

ofmarineculturedevelopment.Especially,preventivesystem,controlsystemandreliefsystem

shouldcomplementeachother,andjointlypromotethedevelopmentofChinasMEC.

Keywords: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ormofecologicalcivilizationregime,Ecologicaland

environmentalprotection,Ecosystem-basedMarineManagement

1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依据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应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

内涵和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尤其应符

合我国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确定和

理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有助于构建更具有

针对性的制度保障体系。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

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

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

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以及持续繁荣为宗旨

的文化伦理形态[1]。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方案》)明确

了生态文明中和谐发展的具体内容,主要把生态文

明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

资源空间管控3个方面。其中,经济发展强调“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强调“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和“以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源空间管

控强调自然生态的有价性、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

和产权制度建立的必要性[2]。

上述政策解读表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是以生态优先的原则谋发展,激励约束并举。本研

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

体系。

2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海洋生态文明是人类遵

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

成果的总和,其重点在于处理人与海洋、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就是要本

着生态优先、激励约束并举的原则,以沿海地区经

济的发展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平衡,以海洋生态环境

的平衡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辟空间,最终建立人

海和谐、陆海和谐、社会和谐的地区文明。

2.1 以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维护海洋生态环境

平衡

以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平

衡,并不是传统的先开发后治理或是用发展获得的

经济利益被动地解决生态环境的各种问题,而是边

发展边治理,甚至是先保护后发展。2012年国家海

洋局公布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作为全国海洋资

源环境空间管控的直接指导性文件,其指导思想就

是坚持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最终实现“规划用

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3]。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仅限于沿海地

区对海洋资源的直接利用,而是本着陆海统筹的思

想以及尊重生态环境系统性和连通性的原则,包括

所有对海洋生态环境要素完整和功能完整产生影

响的涉海产业。陆地生态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不

可割裂看待。

2.2 以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开辟空间

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包括海洋环境得到改

善、生态系统功能得到保全、生态系统结构得到维

持、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生态服务价值得到提升

等含义的综合状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所利用的

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空间资源等都是海洋生

态环境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环境提供的

生态服务正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源泉。只

有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服务可分为供给性服务、支持性服务、调

节性服务和文化娱乐性服务4个类型,彼此相辅相

成。其中,供给性服务和支持性服务的质量取决于

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的完整程度;保全生态系统功

能、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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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丰

度和质量,尤其丰富的水产资源是沿海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点之一;功能和结构完整的生态系统具备

更加坚实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可为沿海经济发展提

供切实保障。调节性服务是指生态系统净化生态

环境、控制有害生物入侵从而应对气候变化、降低

灾害风险等,为沿海地区生产生活提供安全保障,

发挥防灾减灾的作用。调节性服务包含的生态环

境净化以至生态景观改善等功能正是文化娱乐性

服务升级的根源,海洋旅游业正在整个沿海地区经

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依赖人文价值创造

经济价值的作用不可替代,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应尤其针对具有重大生态服务价值

和对外界刺激十分敏感的生态脆弱区开展严格的

生态保护和修复,通过综合利用法律手段、行政手

段和经济手段,集约节约利用生物资源、矿产资源

和空间资源,对资源的开发方式、开发边界和开发

总量给予严格管控,实现资源丰度、结构和质量的

良性转变。

2.3 生态优先和激励约束并举

具体来说,就是对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各类活

动方式方法给予必要的激励,包括通过构建海洋生态

保护市场和环境治理市场的经济激励,也包括有关政

策性激励,刺激相关产业和企业主动实施产业结构转

型和设备改造;同时对危害海洋生态环境的各类活动

方式方法给予必要的约束,包括行政干预和司法保

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通过强制手段予以制止。

通过激励和约束并举,在沿海地区确立绿色经济、循

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示范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并设

置产业负面清单;由示范地区分享和推广成功经验,

进而构建沿海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此外,还应强调以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生

态环境的平衡促进海洋文化的进步,以物质文明实现

精神文明,最终构建全面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3 构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

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实施方案》[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有物质文明

也要有精神文明,其核心制度应包含海洋生态文明

产业发展制度、生态环境资源发展制度(包括预防

性制度、管控性制度和救济性制度)和海洋文化发

展制度,都应坚持生态优先和激励约束并举的原则。

3.1 产业发展制度

从法律层面,制定海洋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

低碳经济的专项法律法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再生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已

有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完善,将分散在环保、能源、

气候和生产方面的相关条款有机统一,规范发展海

洋经济的技术细节,理清相关责任,保证违法成本

高于违法收益。

从经济层面,构建海洋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

低碳经济的市场激励制度,继续实行有差别的绿色

信贷政策,倾向生态健康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对

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循环技术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企

业给予资金补贴;构建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市场,

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淘汰高碳排放和超标排污的企

业;构建具备高新科技资源信息整合和共享、高新

技术扩散和转化以及产业孵化能力的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区域涉海产业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并

针对涉海产业的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和成果转化制

定政策和管理办法;创新投融资激励机制。

3.2 生态环境资源发展制度

构建符合生态基本规律、环境要素整体演化规

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类制度体

系,处理好人与海的关系、海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

关系、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以及世代间的关

系[5]。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应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实施

后达到的效果,而不是以这个原则直接指导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在实践中一定要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优

先级的问题[6]。生态优先是由生态文明中生态系统

的有价性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共同决定的,而“保

护”只是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发展的层面之一,应“在

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因此,生态优先的原则

应体现在3个方面:①不被开发或未经开发的海洋

生态环境功能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

效预防;②已有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活动得到有效

管控,生态环境未出现恶化;③已出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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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损害得到有效的救济和修复。因此,构建海洋

生态文明中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制度体系按

性质应分为预防性制度、管控性制度和救济性制度。

(1)预防性制度应包括:①海洋事业有关规划

制度(如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海

域污染防治规划等),通过规划对可能产生的海洋

生态环境资源损害予以预防。②用海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安全评价和风险评估制度,对即将建设的

项目可能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风险予以

规避。③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审计制度,对开发和利

用生态环境资源的台账进行审计,查摆问题。④海

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和公众通过有关部门对

海洋环境信息的公开,了解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发展

现状,对责任单位进行实时监督。⑤海洋自然保护

区制度,将对生态损害十分敏感或有重大生态服务

价值的海岛或海岸带典型生态功能区域纳入严格

保护的范畴。

(2)管控性制度应包括:①海洋生态环境资源

权属制度,是管控性制度中的基础制度,主要包括

海域和海岛确权登记制度以及海域自然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等;尤其明确有关资源的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和监管等权利的归属和权责,适度扩大使

用权的出租、抵押和担保等。②海洋生态环境资源

许可制度,如海上污染排放许可制度和海洋资源开

发许可制度等,对可能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

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对象、用途、时限、范围和方

式给予管控。③海洋环境标准制度,如海域水质标

准和海上工程污染标准等,通过硬性的标准规范倒

逼沿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海上工程技术的提升。

④海洋生态总量控制制度,如入海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和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等,

与环境标准配合作用,使沿海生产活动压力不超过

生态环境资源系统的承载能力。

(3)救济性制度应包括:①海洋生态补偿制度,

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质是考虑生态服务价值、生态保

护成本和因生态保护而损失的机会成本等方面,对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包括损

益性补偿(针对破坏行为)和增益性补偿(针对保护

行为)[7];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关键在于明

确海洋生态补偿的范围、主体、对象以及具体标准

和方式等,通过建设海洋生态补偿示范区开展先行

先试。②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

指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受污染和破坏,与案件

诉讼请求没有法定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对

污染和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者以及违法或不履行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的诉

讼[8],分为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海洋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扩展到生态破坏公益诉讼,应充分确认索

赔主体和赔偿范围,并设立相关制度以保证损害评

估鉴定机构的独立性。③海洋生态修复制度,目前

我国在海洋生态修复方面缺少具有实践操作意义

的具体指导,由于不同地区海域、海岛和海岸带的

重点生态系统特点不同,应因地制宜建立地区级的

海洋生态修复规范,这些规范应充分建立在海域、

海岛和海岸带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

3.3 海洋文化发展制度

产业发展制度和生态环境资源发展制度为建设

海洋生态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最终会使沿海

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生活思维发生变化。然而公

众建立海洋生态意识是十分缓慢的过程,需要海洋生

态文明宣传和教育来培养,并通过媒体舆论进行有效

引导。因此,海洋文化发展制度应包括海洋生态文明

教育制度、宣传制度和舆论引导制度等。

具体而言,教育部门应把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及

其保护方面的知识融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地

方政府应充分动员高校院所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利

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和高校“海洋科

学开放日”等重要时机,通过展览和讲座等各种形

式,将面向公众的海洋知识科普活动变为常态化工

作;宣传媒体应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事件予

以坚决曝光,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带来的居民生活

质量的提高进行跟踪报道,对沿海绿色、循环和低

碳产业等进行充分宣传,对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给

予大力倡导,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引导公众树立海洋

生态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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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的伟大战略

布局要求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而作为生态文

明支柱的海洋生态文明是实现“五位一体”伟大战

略布局的关键之一。要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规范、有序、平稳和高效,需要有系统严格的制度框

架保障。本研究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框架体

系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建议,而细节建设仍需更多

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提出的4大类、20项重大工程

项目指出当前工作的重点和突破点,建设海洋生态

文明,惠及当代,造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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