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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保护地是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海洋保护体系中具有重要

作用。近年来,我国积极深化海洋保护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海洋保护工作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阶段,对我国海洋保护地的科学选划和合理布局提出迫切需求。文章系统分析当前我国海洋保护

地在选划布局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主要包括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对海洋生态系统连

通性考虑不足、选划依据滞后于海洋保护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以及缺乏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明确的量

化指标以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在建设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和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新形势下,介绍国际海洋保护地选划布局的主流方法即系统保护规

划,并对其技术路线进行解读;对采用该方法促进我国海洋保护地的科学选划与管理提出6项建

议,即明确保护目标和保护对象、筛选保护空缺和优先保护区域、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加强海

洋保护地的完整性和连通性、加强海洋保护地选划的多方参与和论证以及开展适应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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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protectedareas(MPAs)areessentialtoolstoprotectmarineecosystemsandre-

sourcesandareplayinganimportantroleinChina'smarineconservationactions.Recently,China

hasproposedanational-levelmarineconservationrevolution,whichhasposedurgentdeman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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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theexistingMPAplanningsystemtowardamoresystematicandscience-basedone.This

study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challengesinChina'sMPAplanning,includingthelackofna-

tional-levelsystematicplanning,insufficientconsiderationofconnectivityintheplanning,out-of-

dateplanningguidelines,andthelackofevaluatingmethodsandmetricstosupportthetrade-offa-

nalysisbetweenconservationandexploitation.AsChinapromotesawell-organized,systematically-

planned,adequately-enforced,andeffectively-managedprotectedareassystemwithnationalparksas

themainbackbone,thetheoryandmethodsofsystematicconservationplanningwereelaborated,

whichhadbeenwidelyusedininternationalMPApractices.Furthermore,6recommendationsfor

itsapplicationinChinawereprovidedtoaddressthechallengesinMPAplanningandmanage-

ment,including1)clarifyingconservationobjectivesandfeatures,2)identifyingconservationgaps

andpriorities,3)strikingabalancebetweenconservationandexploitation,4)improvingtheade-

quacyandconnectivityofMPAs,5)encouragingstakeholderengagementthroughouttheMPA

planningprocess,and6)implementingadaptivemanagement.

Keywords:Marineprotectedareas,Systematicconservationplanning,Marineecosystem,Species

distribution,Protectioncost

0 引言

海洋保护地又称海洋保护区(marineprotected

areas,MPAs),是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

重要措施,在我国海洋保护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1]。

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与建设,我国已形成以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标、以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

特别保护区为主要手段的海洋保护体系。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已建成海洋保护地271处,主要

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海洋

公园)2个类型以及国家级和地方级2个级别[2],总

面积达12.5万km2,在维系海洋生态系统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

深化我国海洋保护体系的改革和完善。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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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海洋保护地纳入宏

观的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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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保护工作已进入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我国海洋保护体系的发

展创造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新时代我国海洋保护地建设仍面临

诸多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在实现“分类科

学、布局合理”的过程中,缺少具有广泛性和可操作

性以及科学系统的选划标准和流程。Leslie[3]提出

海洋保护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科学系统的海洋

保护地选划方法上。因此,整合优化海洋保护地和

构建海洋保护地选划布局体系,是我国进一步发展

海洋保护事业的重要路径。

1 我国海洋保护地选划布局的现状和挑战

我国首个海洋保护地(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

始建于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颁布并实施后,我国海洋保护地建设进入快速

增长期,但主要采取“抢救式保护”原则,即抢救性

地保护珍稀濒危的海洋生物和重要的海洋生态系

统[4]。2015年后,我国海洋保护地的增长开始减

速。总体来说,我国海洋保护地建设已取得明显成

效,海洋保护地的数量和面积均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相关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也逐步完善。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保护地在空间布局和选划

体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严重制约海洋保护成效

的进一步提升。

1.1 国家层面

我国海洋保护地缺乏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和

系统规划,尤其缺乏用于选划的量化指标。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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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海洋保护地的选划规划主要采用自下而上

的模式。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为例,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研究制定本行

政区域毗邻海域内海洋保护地的选划建设,经国家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后,最后由国务院审批。而

与此相对的,自上而下的海洋保护地顶层设计仅涉

及海洋保护地的定性申报条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选划论证技术导则,并未对海洋保护地的空间布

局和整体目标做出科学、具体和可定量评估的规划

方案。以海洋自然保护地为例,其申报条件主要包

括典型的自然地理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

海岸和岛屿,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以

及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需要予以特殊保

护的其他自然区域[5]。然而这些选划标准在执行层

面存在定义不清晰和保护目标不明确的问题,例

如:我国典型的自然地理区域和珍稀濒危物种是否

有明确名录作为参考? 保护对象是否有优先顺序

或相对重要性? 海洋保护地对不同自然地理区域

和物种分布是否有覆盖率指标?

在缺乏清晰、明确和可定量评估的顶层设计的

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海洋保护地建设易倾向于机会

主义选划(opportunisticplanning),即投机地在发

展和管理阻碍较小的区域建设海洋保护地,而不是

从保护需求的角度系统地开展海洋保护地的选划。

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地分布不均衡和保护对象较单

一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这一问题。在我国沿海地

区中,山东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地数量最多(32个),

而生物多样性相对更丰富的海南和广西海洋保护

地的数量却不足10个。此外,海洋保护地的保护对

象以滨海湿地、河口和红树林等近岸生态系统和生

物资源为主,而超过12nmile管辖海域的生态系统

或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域却较少被划入海洋保护

地范围。

1.2 区域层面

区域层面的海洋保护地选划缺乏对海洋生态

系统连通性的考虑。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组成部分,海洋保护地的选划规划工作统一遵循自

然保护地的选划规划准则,而该准则主要为陆地保

护地服务。根据自然保护地的选划流程,地方部门

主要承担保护地的选划规划工作,这就使海洋保护

地的选划易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从而形成小型化、

斑块状和孤立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实际上,与陆地

生态系统相比,海洋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动态性和

连通性,如许多海洋生物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会主

动或被动地在不同栖息生境之间迁移[6]。因此,仅

以行政区划作为海洋保护地选划区域的模式极易

忽视海洋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严重削弱海洋保护地

的保育效果。

1.3 地方层面

地方层面海洋保护地的选划缺乏基于科学系

统的依据支撑。我国海洋保护地的选划规划主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海洋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与管理指南》《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论证技术导则》

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和总体规划编制技术

导则》等,大多数条例和管理办法起草至今已有

10余年,内容滞后于海洋保护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在海洋保护地的申报过程中,地方保护地必须进行

充分的选划论证,但现有的选划论证主要停留在对

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定性分析,如选划区域的自然环

境状况和物种种类组成等,而缺乏对自然环境条件

和物种分布的定量分析、对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

间互动关系的分析以及对海洋保护地未来保护效

果的模拟和预测,而这些分析工作需要长期科学调

查数据的积累以及科学家的参与,在海洋保护地选

划过程中至关重要。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发达海洋国家相比,科学调查数据在我国海洋保护

地选划过程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水平,并未作为关

键量化指标为决策提供支持。

1.4 关系平衡

平衡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关

系是我国海洋保护地选划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

题。目前我国主要采取功能分区的方式统筹海域

使用的空间布局和协调不同用海之间的关系。《海

洋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和总体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强调海洋保护地应“根据海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发展现状进行功能分区,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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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7]。然而在实际规划

的过程中,海洋保护地的功能分区主要以人为定性

划分为主,主观随意性较大,缺乏可靠的技术手段

来权衡海域使用的矛盾,同时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

来评估功能分区的合理性。此外,多数海洋保护地

在本底资料不足的基础上完成选划,存在实际海域

使用与功能分区要求不统一的现象,导致保护地难

以实施严格监管以及主要保护对象难以得到有效

保护。

2 系统保护规划方法

21世纪初,随着全球多个重要海洋保护地的建

设和重新规划,海洋保护地选划的理论方法逐渐兴

起。迄今为止对全球海洋保护地选划影响最为深

远的是系统保护规划方法[8]。不同于传统的基于专

家决策和人为定性的保护地选划方法,系统保护规

划通过量化保护目标和保护成本,综合考虑生态保

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权衡关系以及生态系统连通

性,利用计算机模拟辅助决策,最终实现保护地的

科学系统选划[8-9]。系统保护规划方法采用数学算

法定量分析,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可实现对

选划策略的评估和优化。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国际

主流海洋保护地的选划规划方法,在美国、澳大利

亚和欧洲等的海洋保护地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并

有效支持加州海洋保护地网络建设、大堡礁国家海

洋公园规划和英吉利海峡保护地系统选划等大量

成功决策[10-12]。

系统保护规划的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保护规划流程

2.1 收集和整合数据

系统保护规划的核心是对保护对象进行量化

保护以及对保护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因此,获取物

种分布数据和保护成本数据是开展系统保护规划

的基础。

物种分布数据的选择取决于海洋保护地的保护

目标。目前常用的物种分布数据包括保护对象物种

的分布范围、重要生境和出现概率等[11],这些数据可

从实地调查中获取或通过物种分布模型进行预测。

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和传统知识也被认为

是选划的重要依据[13]。考虑到获取海洋生物调查数

据比陆地难度更大,替代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海洋保护

地的选划。以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目标为例,生物多

样性的替代数据可包括1种或多种区域代表性物种

的分布和底质类型的空间分布等[14]。

系统保护规划充分考虑保护地选划过程中的

社会经济因素,并将保护成本最小化,从而解决海

洋保护和其他海域使用矛盾的问题[8],因此保护成

本数据必不可少。与物种分布数据类似,保护成本

数据的选择应按照海洋保护地的社会经济目标来

确定。常见的社会经济目标包括减少海洋保护地

的管理成本和海洋保护地对其他海域开发利用项

目的影响[11]。相应地,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成本和机

会成本等数据可用于不同社会经济目标下的保护

地选划。

为确保物种分布数据和保护成本数据在后续

计算机模拟过程中可进行空间叠加分析,保护成本

数据须以空间数据的形式进行收集和整合,并保留

一定的精度。

2.2 量化保护目标

保护目标以量化的形式作为选址优化模型的

限制条件。在现有的海洋保护地规划案例中,多数

将保护对象空间分布的覆盖率作为量化指标,如海

洋保护地对各类栖息地、物种分布和脆弱生态系统

的覆盖率[8]。需要注意的是,保护目标的设定并非

一成不变,规划者应根据保护对象的动态变化及时

调整保护目标,从而确保其合理性[15]。此外,不同

等级的保护目标也可用于海洋保护地的初期选划,

以探究多种保护目标情景下的效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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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现有海洋保护地

这一阶段的目的是在上一步确定定量保护目

标的基础上,评价现有保护体系的目标完成情况,

以指导后续选划工作。空缺分析(gapanalysis)是

国际最为常用的评价方法,用以识别现有保护地的

管理效果是否与管理目标存在差距,其主要思路是

将物种分布数据和现有保护地进行叠加分析,在保

护地系统内未出现的物种类型的分布区即是保护

空缺区域[16]。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物种分布

模型和栖息地适宜性模型等计算机模型与地理信

息系统相结合,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空缺分析逐渐

成为海洋保护研究的热点。

2.4 选择新建海洋保护地区域

在掌握现有海洋保护体系现状的前提下,该步

骤主要解决通过新的保护地选址以实现保护目标

的问题。保护地选址优化模型是当前主流的计算

机决策支持工具,为保护地的科学选划提供技术支

撑。MARXAN和ZONATION是在海洋保护地选

划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软件模型,其技术路径为使用

模拟算法,将保护成本最小化或将保护目标最大

化,实现海洋保护地的选址优化,目前已应用于我

国部分海域海洋保护地的理论研究[15]。

2.5 落实规划

在多数情况下,优化模型得出的海洋保护地选

划方案并非最终方案。规划的落实还须经过政府

部门、规划机构、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等[8]多方参

与讨论。这一环节须厘清海洋保护地建设的优先

区域,充分讨论选址方案的合理性,并起草具体实

施方案。

2.6 管理和监测

海洋保护地的建设是长期的过程。在保护体

系建成后,海洋保护地仍须进行管理、监测和评估,

掌握保护对象的动态变化,以确保其能持久达到保

护效果。随着数据的更新以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经

济条件的变化,应及时调整海洋保护地选划方案,

以适应新的保护需求。

3 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对我国海洋保护地选划

布局体系的启示

系统保护规划的实质是逻辑框架,即将保护地

选划流程系统化,有助于保护地的顶层设计和科学

选划,并能推进保护地的适应性管理。目前该方法

在我国保护地的实际管理应用主要局限于陆地,而
在海洋方面存在许多应用空白[15,17]。鉴于海洋生

态系统的特殊性以及海洋保护地选划体系构建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本研究从6个方面阐述系统保护

规划方法对我国海洋保护地选划布局体系的启示。

3.1 明确保护目标和保护对象

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均须设定清晰的保护目标,
其他规划、监测和评估活动都将以该保护目标为中

心。保护目标代表海洋保护地建设的预期效果,是
衡量海洋保护地进展的标准。系统保护规划以数

字、百分比和时间等形式尤其强调保护目标量化的

重要性,以确保海洋保护地进展是可衡量的。

目前我国以时间为节点,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构建提出3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构建统一

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到2025年初步建

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5年

自然保护地的规模和管理达到世界水平,全面建成

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目标明确项目实

现的时间,但侧重于管理体制,而未对保护地的规

模和保护目标做出具体的描述。根据系统保护规

划在其他国家实施的案例,保护目标可包括2020年

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以及海洋保护地

至少覆盖某物种生境的20%等[10-11]。对我国而

言,2012年《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提出“到2020年,我国海洋保护区总面积将达到我

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5%”,可作为海洋保护地顶层

设计的保护目标之一,但该目标还可细化到各生态

区域或更小尺度。

此外,保护目标还须具体 到 各 类 保 护 对 象。

①通过关键生态属性和评估指标明确重点保护对

象,并对其保护重要性进行评级,确定优先次序;

②明确各类保护对象的现状、具体目标和保护预期

效果。一般来说,保护对象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
生态系统(如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生态系统和河

口生态系统)、生态群落(如潮间带群落)和物种(如
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保护物种生境)。

3.2 筛选保护空缺和优先保护区域

当前系统保护规划在我国保护地的应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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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筛选保护空缺和优先保护区域。例如:Li
等[15]运用物种分布模型,在我国海州湾识别海洋生

物多样性、重要保护物种和经济鱼类产卵场的保护

空缺区域;Wu等[17]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绘

制陆地优先保护区域图。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可系

统地分析保护空缺和优先保护地区,提出保护地和

生物廊道的综合规划,有助于实现《指导意见》提出

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目标。

3.3 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与其他传统规划方法相比,系统保护规划的特

点在于同时考虑自然资源要素和保护成本,强调选

划海洋保护地时不仅考虑自然属性和生物学特征,

而且考虑建立保护地所需的社会和经济成本。系

统保护规划在欧美地区的应用也主要集中于减少

海洋保护地建设对当地社区、渔民群体和其他海域

使用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10]。

基于我国面临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突出的

挑战,系统保护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可

用于协调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从而促

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从数据整合

的角度来看,系统保护规划要求对数据进行规范化

管理,有助于提高我国海洋保护地本底资料的整合

水平以及完善海洋保护地系统选划的数据基础。

3.4 加强海洋保护地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指导意见》提出整合优化现有自然保护地、归

并相邻保护地以及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

的要求。随着系统保护规划理论的发展,出现专门

用于加强保护地完整性和连通性的选划优化模

型[18]。这些工具可用于评估我国现存海洋保护地

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探究海洋保护地整合和归并的

统筹方案,进而推进海洋保护地的科学选划。

3.5 加强海洋保护地选划的多方参与和论证

系统保护规划在国际海洋保护行动中获得广

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流程的透明化,即鼓励

多方参与保护地选划过程,尤其是在落实规划的环

节,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规划方、投资方、当地社区

和利益相关者都可对不同选划方案进行积极讨论

和适当调整。这也是实现我国海洋保护地社区共

管和引进社会公益资金的重要途径。

3.6 开展适应性管理

系统保护规划的优点之一是将保护地的选划、

实施和成效评估完整结合,其中评估保护地有效性

至关重要。良好的监测方案和可靠的评价指标可

帮助管理者确定是否实现保护目标以及保护地的

实施方案是否有效,进而帮助其调整保护方案,以

实现最佳保护成效。因此,对我国构建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任务来说,顶层设计应不仅考虑海洋保护地

的选划布局设计,而且应充分考虑从选划到落实、

评估、反馈再到选划的一整套管理机制设计。

4 结语

纵观历史发展,我国海洋保护地的数量和面积

迅速增长,管理水平逐步提升,但保护成效与世界

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正处于建设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键时期,面临

海洋保护地改革的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挑

战是缺乏海洋保护地的顶层设计以及具有广泛性

和可操作性的科学系统的选划方法,以支撑保护地

的合理布局和科学选划。而这作为海洋保护地建

设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海洋保护地的有效

性,在海洋保护地发展的新阶段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

近20年来,系统保护规划方法在全球海洋保护

地建设中得以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其成功

经验对我国海洋保护地选划决策支持和标准化选

划流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建议在构建海洋保

护地顶层设计的过程中纳入系统保护规划的理论

方法,形成海洋保护地选划的国家标准和宏观指

导,最终实现我国海洋保护地的系统规划和合理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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