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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阐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并重点关注了国内外海洋生态补偿的

研究进展与实践。通过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发展现状的研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生态补偿

工作提供参考，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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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

一，有着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和发展空间的需

求日益增大，海洋开发的速度逐渐加快，海洋

环境和生态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何合理利用

和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生态系统价值，从

而促进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

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研究与实践中人们逐渐

发现，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协助海洋管理部

门将海洋资源纳入资产化管理，能够将海洋生

态系统的价值体现出来，是协调海洋开发与海

洋环境保护关系，促进海洋资源集约利用和海

洋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寻找

有效的途径建立和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１　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源于１９７６年德国实施的Ｅｎｇｒｉｆｆｓ－

ｒｅｇｅｌｕｎｇ政策，１９８６年美国开始实施湿地保护

Ｎｏ－ｎｅｔ－ｌｏｓｓ政策也体现了生态补偿原则
［１］。Ｒ．

Ｗ．Ｆｉｎｄｌｅｙ所著 《美国环境法简论》中，将生态

补偿制度定义为 “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

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这些补偿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

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２］。在我国，不

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补偿赋予了不同的定义。

在生态学领域，生态补偿被认为是自然生

态系统受到外来影响后自身的一种修复和补偿

机制。例 如，叶 文 虎 等 人 将 自 然 生 态 补 偿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定义为 “自

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

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３］。

在经济学领域，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以经济

手段调节环境保护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关系的一

种制度安排［４］。毛显强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

“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

费 （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

增加）和由此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

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５］。费世民

等人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

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６］。

在法学领域，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一种 “受益

者付费、损益者得到补偿”的利益调整机制。杜

群等人认为生态补偿 “是指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

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

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

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

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

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

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７］。

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其内涵可

以涵盖上述三个领域。如在海洋保护与管理中

实行的增殖放流与建立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

通过人工修复与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方式，

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补偿。而实行海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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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收费和海洋环境污染处罚，则体现了经济

杠杆和法律的强制性效应，其最终目的也是为

了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海洋生态

系统的自我补偿。王淼等人就提出，海洋生态

补偿是指 “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海

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而不是一味地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８］。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洋生态补偿的目

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利用；其手段可以包括市场经济调

节、制度管理、行政处罚和政府补贴；其实现

方式可以包括自然养护与人工修复。

２　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较少，其中，

Ｃｏｗｅｌｌ在探讨南威尔士加的夫海港的资源替代

性问题时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问题［９］。Ｅｌｌｉｏｔｔ

等从理论上对海洋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将生态补偿分为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

境补偿三种类型［１０］。Ｎｕｎｅｓ等调查了意大利威

尼斯渔民改变现有作业方式接受补偿的意愿，

调查发现，渔业公司的渔民接受补偿的意愿高

于个体渔民［１１］。Ｒｈｏｎａｒ和 Ｍｏｕｒａｔｏ以墨西哥圣

埃斯皮瑞图海洋公园为例，研究了渔民放弃捕

鱼接受补偿的意愿及游客的支付意愿，结果表

明，渔民接受补偿的意愿高于游客的支付意愿，

原因可能是当地的渔业资源丰富，没有出现整

体衰退趋势，渔民转产的机会成本较高［１２］。

国内在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方面，刘

文剑提出了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开发、使用补

偿费的核算方法，给出了海洋资源价值补偿的

计算公式［１３］。郑冬梅提出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

态补偿的原则、补偿主体与客体、补偿标准和

补偿途径［１４］。于霖等认为，应该建立和完善海

洋生态税制度，海洋生态税的纳税人应包括三

类：受益于海洋生态资源的纳税人、消耗生态

资源的纳税人和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的纳税

人［１５］。贾欣认为海洋生态补偿量的计量范围应

包括海洋生态保护的直接投入、海洋生态资源

的发展机会成本以及海洋生态损失的价值，同

时作者建立了海洋生态保护投入补偿量、海洋

生态资源发展机会成本补偿量及海洋生态损失

补偿量的计量模型［１６］。

在应用研究方面，韩秋影等人对广西合浦

海草床生态价值和利益受损者实际损失进行了

评估，调查了利益受损渔民接受赔偿的意愿［１７］。

刘霜等人从海洋生态补偿法制化、海洋生态补

偿标准科学化和海洋生态补偿管理规范化等３

个方面探讨了填海造陆用海项目的海洋生态补

偿模式，为我国海域使用管理中建立海洋生态

补偿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１８］。张继伟等人通过

开展海岸带化工园区化学品泄漏事故风险的生

态效应识别与影响预测，提出了根据风险发生

的概率逐年实施补偿的方法［１９］。

３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现状

３１　海洋生态补偿的主要内容

海洋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海

洋生态补偿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４个方面：

① 对海洋环境本身的补偿，即生境补偿和资源

补偿，例如为了恢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

殖和优化渔业资源，建设人工鱼礁、设立海洋

自然保护区等；② 对个人、群体或地区因保护

海洋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例

如对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

废制度、退出海洋捕捞的渔民给予补贴等；

③ 对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建设和海洋倾废等合

法开发利用海洋活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改变征

收相应的费用，例如征收海域使用费、渔业资

源增殖保护费等［２０－２１］；④ 对海洋污染事故、违

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导致海洋生态损害征收

的费用，例如溢油污染事故赔偿等。

３２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

近年来，国家海洋局先后组织多家单位开展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和相关标准的研究，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办法”、“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

术导则”、“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等取得

阶段性成果。沿海各地海洋主管部门也积极开展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工作，如天津、山东、

浙江、福建、海南等省在各自出台的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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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明确规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遵循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等原则，强调各

方面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２０１０年６

月，山东省出台了 《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

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首个海洋

生态方面的补偿和赔偿办法。

同时，国家及地方就稳步推进海洋生态补

偿机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为了改善海

洋生态环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复实施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拟安排各类治理建设项

目２６５个 （不含自然保护区项目），计划总投资

约２６９亿元。截至２００５年底，《渤海碧海行动计

划》共完成各类项目１６６个，完成投资１７５亿

元，分别占总数的６２．６％和６５％
［８］。沿海省市

中，山东省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针对海洋工程累计

征收生态补偿费达７７５０万元，专项用于海洋与

渔业生态环境的整治、修复、保护和管理；河

北省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用于北戴河海滩治理，通过

人工养滩、人工岬头等手段，恢复治理沙滩

０．３１８ｋｍ２，重建了长达５．４ｋｍ 的海岸线
［２２］；

江苏省２０１２年推动连云港３０万ｔ航道项目启用

生态补偿金２０００万元用于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

建设，龙源海上风电工程落实生态补偿资金

１６００万元，全省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７３３０万

元，放流重要水生生物苗种１５．２亿尾；天津市

于２００９年启动实施了人工鱼礁项目，计划持续

１０年，每年投放人工鱼礁２０００座，最终将在

天津近岸海域形成南北各一处鱼礁群，面积约

１７ｋｍ２；广东、福建等省采取由项目开发主体

实施珊瑚礁异地迁植、红树林种植等方式，对

工程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补偿。

３３　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

要体现在：

（１）海洋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海洋生态补偿

的法律。现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均以陆地资源为

主要对象，专门针对海洋资源生态补偿的规定

较少。目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海洋生态补

偿的政策、法规，其约束力和权威性有限，且

海洋生态补偿的内容、范围等缺乏明确的界定，

可操作性较弱，难以大范围推广实施。

（２）海洋生态补偿存在的利益交叉问题难

以协调。尽管海洋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的，但

海洋污染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另外海洋还要承

受源自陆地的污染，这些污染特征会让海洋生

态处于各种污染的交织中，难以区分污染者和

责任主体［２３］。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

济发展的同时，对海洋环境保护不够重视，采

取行政干预等手段干扰海洋生态补偿执法，或

者是将征收上来的生态补偿金挪为他用，这都

阻碍了海洋生态补偿作用的发挥。

（３）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不稳定。稳

定的资金来源是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能够畅通运

行的关键。目前，国际上的生态补偿主要通过

政府财政补贴、征收生态税和借助基金支持等

方式进行。欧美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生态税收、

绿色环保税收等多种特定税收来筹集资金保护

生态环境［２４］。而我国一般以政府的转移支付、

财政补贴等行政手段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

我国没有专门的生态税和环保税，海洋资源的

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并没有被列入到现行的资源

税费征收范围内。而且，政府的财政补贴等行

政手段难以保证其连续性，导致对生态环境的

补偿与修复也难以长期延续，如上述的 《渤海

碧海行动计划》实施近半，就由于资金投入出

现问题而难以为继。

４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发展的建议

通过对海洋生态补偿理论以及我国海洋生态

补偿工作发展现状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的海洋

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完善。

４１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政策法律体系

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出台以海洋生态补偿为

目标的法律，将海洋生态补偿作为一项制度予

以确立。海洋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确立，能够

更好地促进海洋环境保护的持续、稳定发展。

将海洋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主体与客体、补

偿内容、范围以及标准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

来，这对于推动海洋环境保护，实现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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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４２　明确责任主体，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管

理体制

　　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

原则，海洋开发活动在占用和利用海域空间、

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容量过程中，开发主体应

该履行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的补偿与

修复责任。实行陆海统筹、污染溯源，明确责

任主体。应从国家层面建立海洋生态补偿的综

合管理机构，理顺部门间、行业间的利益关系，

明确各相关部门的权责，完善监督管理体系。

４３　保障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

在国家实行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逐步完善

生态税制度，对环境破坏者或资源使用者严格

征收税或费，并将所得税费用于生态修复的支

出或对生态建设者的付出予以补偿。建立统一

的生态补偿基金，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投

入，实现生态补偿的稳定支出。加大对污染海

洋环境和违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处罚力度，

并建立健全监督审计体系，保障所得资金能够

悉数用于海洋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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