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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保护地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手段,了解和掌握我国海洋保护地的研究动

态有助于更合理地规划未来发展。文章率先利用万方数据库1990—2020年关于海洋保护地的中

文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文献数量、研究热点、主要期刊、科研机构和学位论文等情况。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海洋保护地文献数量持续增长,《海洋开发与管理》是发文量最多的期刊,中国海洋

大学培养硕博士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均为最多;海洋保护地研究高频词随文献数量的增多而逐渐丰

富,且紧跟国家政策步伐和国际研究动态;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地研究存在研究热度远低于国际同

期水平、保护地科学选划论证方法研究不足以及专业人才储备偏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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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protectedarea (MPA)wasanimportantwayfor marin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management.Itwasofvitalimportancetounderstandthecurrentprogressandre-
searchdynamicofChina'sMPAsresearch,bywhichtherationalnextstepplanningcouldbeset
up.Inthispaper,1990—2020MPAsdatafrom Wanfangdatabasewasfirstutilizedtoanalyzethe

publicationtrend,magazine,institution,researchkey wordsindifferentperiodoftimeand

graduatedissertations.Accordingtotheresults,theamountofpublicationswerekeeprising.
OceanDevelopmentandManagementwasthekeymagazineforMPAspaperpublication.Ocean
UniversityofChinawastheleadinginstitutioningraduatestudentcultivationandpaperpu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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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Thekeywords,whichfollowedthetrendofnationalpolicyandinternationaltrend,wereget-

tingmoreandmoreabundantasthepublicationamountincreased.Atthesametime,MPAsre-

searcheshad3majorproblems:thenumberofresearchonthistopicwasfarlessthaninterna-

tionallevel,moreattentionneededtobemadeinscientificdesignationandthenumberofspecific

talentswasrelativelylow.

Keywords:Marineprotectedarea,Researchdynamic,Bibliometricmethod,Wanfangdatabase

0 引言

海洋保护地(Marineprotectedareas,MPAs)是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有效手段[1],在减少海

洋污染和人类活动影响[2]、提供栖息地[3]以及保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4]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

国海洋保护体系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海洋保护地纳入宏观

的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强调“建立分类科学、布局

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截至2018年,我国已建成各级

海洋保护地271处,其中国家级海洋保护地102处。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保护地体系建设仍面临顶层设

计缺乏、管理和保护能力薄弱以及管理人才和资金

少[5]等诸多挑战。

文献计量法是研究海洋学相关主题进展和

主要发展趋势的有效方法之一[6],该方法通过对

行业中全部相关科研论文进行分析,可较好地掌

握该领域科研发展的基本情况[7]。张忠华等[8]

基于 ESI和 DII数据 库,从 多 个 方 面 对2003—

2012年我国海洋保护领域的文献和专利进行计

量分析,提出我国正逐渐成为海洋保护领域科技

创新的中心国家。然而目前针对我国海洋保护

地最新研究进展的分析仍十分缺乏。2020年不

仅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而且是“生

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执行期的

收官之年。因此,了解和掌握我国海洋保护地的

多年研究动态,有助于为下一步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有益参考。

1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万方数据库。以“海洋保

护区”和“海洋保护地”为主题词,分别检索1990—

2020年数据库中所有相关中文期刊文献和硕博士

学位论文,并批量导出数据,数据检索的时间节点

为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日。将2个主

题词所得结果合并分析,采用Excel软件中的加和、

排序和筛选等功能,分析研究期内的文献数量、科

研机构、主要期刊和研究热点等。时间段的划分基

本按照我国每个“五年计划”的区间。对于机构改

革后单位名称有变动的情况,根据分析需求,将新、

旧名称所得结果进行合并分析。

2 分析结果

2.1 期刊文献

1990—2020年我国海洋保护地相关期刊文献

的数量持续增长,总数达1240篇。其中,20世纪

90年代初仅有20篇,2000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6—2010年有213篇,2016—2020年增至455篇

(图1)。

图1 我国海洋保护地相关期刊文献数量

2.2 科研机构

1990—2020年在海洋保护地领域发表论文最多

的前五家科研机构为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信息

中心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各科研机构的

文献数量、主要作者和研究重点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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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科研机构的文献数量、主要作者和研究重点

科研机构 文献数量/篇 主要作者 研究重点

中国海洋大学 69
余静、刘惠荣、

崔凤

海洋功能区划、

海岛、法律

国家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
23

刘长 安、马 明

辉、廖国祥

滨海湿地、风险

评估

自然资源部第

一海洋研究所
19

夏涛、陈尚、王

宗灵

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

国家海洋信息

中心
18

桂静、公衍芬、

姜丽
公海

自然资源部第

二海洋研究所
16

曾江 宁、陈 全

震、高爱根

南麂列岛、生态

红线、遥感

2.3 主要期刊

发表海洋保护地相关论文最多的期刊是《海洋

开发与管理》,发文量高达112篇。发文量较高的包

括《海洋与渔业》(45篇)、《海洋环境科学》(27篇)、

《生态学报》(27篇)和《生物多样性》(17篇)等。上

述5家期刊发表的文献数量占文献总数的18.4%。

2.4 高频词

研究期内不同年份文献的高频词如表2所示。

表2 海洋保护地文献高频词

年份 高频词

1990—1995 -

1996—2000 -

2001—2005 生物多样性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2006—2010
管理、国家公园、渔业、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海

洋经济、保护区建设

2011—2015

渔业、管理、环境保护、南极、海洋资源、海洋经

济、海洋公园、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文明

2016—2020

南极、管理、南海、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环境、生

物多样性、海洋公园、全球海洋、公海、国家公园、

海洋生态红线、海洋生态文明、评估、海洋保护地

由表2可以看出:①1990—2000年由于文献数

量过少,无法提炼高频词,该阶段超过50%的文献内

容为介绍其他国家的海洋保护地;②2001—2005年

高频词增多,且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③2006—2010年海洋保护地文献数量有较大

增加,该阶段主要关注海洋保护地管理,包括其他

国家的管理经验以及我国的管理、国家公园和渔业

等;④2011—2015年高频词进一步多样化,但渔业、

管理、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和生物多样性等仍是研

究热点,且南极成为新的高频词;⑤2016—2020年

我国海洋保护地呈现由小到大和由内向外的国际

化发展趋势[9],为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国家管辖

范围外海域和我国南海海域等相关研究受到更多

关注,对海洋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和生态系统价值等

的评估也是新的研究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

发布,“海洋保护地”首次出现在高频词中,而此前

研究都以“海洋保护区”为关键词。目前海洋保护

地通常作为统称,而海洋保护区则专指某特定保

护区。

2.5 学位论文

硕博士教育是重要的人才储备方式[10],而学位

论文是评价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11]。

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地科研力量薄弱[5],分析硕博士

学位论文的发表情况可体现海洋保护地科研人才

的储备情况。

1990—2020年我国培养硕博士数量最多的前

五所 高 校 为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10 名)、厦 门 大 学

(6名)、辽宁师范大学(4名)、上海海洋大学(3名)

和中山大学(2名),涉及的学科主要为环境科学、法

律和地球科学等;共发表硕博士学位论文51篇,其

中包括硕士论文47篇、博士论文3篇和博士后论文

1篇(表3)。

表3 学位论文数量和关键词

年份 论文数量/篇 关键词

1990—1995 0 -

1996—2000 1 保护区选划

2001—2005 2 可持续发展

2006—2010 12 海洋捕捞、可持续发展

2011—2015 26
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生物多样性、

环境保护

2016—2020 10 公海保护区、法律制度、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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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海洋保护地研究热度偏低

在万方数据库以“海洋”为主题词搜索1990—

2020年全部期刊论文的数量为170713篇,而关于

海洋保护地的仅有1240篇,占比仅为0.73%。与

Sciencedirect数据库做粗略对比,同期以“marine”

为主题词搜索的reviewarticle和researcharticle
共有374525篇,而搜索“marineprotectedareas”的论

文数量为58690篇,占比为15.7%。2016—2020年

这一比例在上述数据库均有增长趋势,分别增长至

0.96%(万方)以及18.7%(Sciencedirect)。由此可

见,虽然我国海洋保护地研究热度有上升趋势,但

仍远低于国际同期水平。

3.2 保护地选划论证方法研究偏少

建立科学合理的保护地体系是我国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根据对关键词的分

析,目前我国对于科学选划保护地的研究还很少,

海洋保护地选划论证方法研究主要停留在整理调

查资料和定性分析,缺乏与生境、栖息地和物种分

布等数据相结合的研究以及保护效果模拟与预测

等[1],与海洋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系统保护规

划是保护地选划最有效的方法之一[12],能够以最小

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弥补保护地网

络空缺、优化现有保护网络体系以及根据物种濒危

程度和分布范围等特征确定优先保护次序。该方

法已在厦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研究中得到

应用[13]。

3.3 海洋保护地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根据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业学科分析,目前我

国尚无专门针对海洋保护地的专业。我国开设“野

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的高校约有10所,

多数为林业类和农业类高校,仅海南大学具备一定

的海洋学研究背景。由此可见,我国海洋保护地的

专业人才储备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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