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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借鉴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论述了海洋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具体内容，运用系统论

的观点探讨了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结构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构成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五

大子系统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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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海岸线长达18 000 km

余，管辖的海洋面积达354万km2，相当于我国

陆地面积的1／3，同时还分布着面积大于‘500 m2

以上的岛屿5 000余个。中国海洋蕴藏着丰富的

资源，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愈来愈重要。因此，为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

观。自1992年6月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世界首

脑会议上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以

来，世界各国都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未来的

长期共同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内涵丰富，因

而关于它的定义和解释有很多种，对这一概念在

一般意义上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是布兰特夫

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给出的定义。布兰特夫

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

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表达了代际

公平的思想，以及环境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

要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应当是经

济、生态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性的和谐

统一，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根据可持续发展定义及内涵，海洋可持续发

展就是要善于处理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资

源与海洋环境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结合可持续

发展理论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把海洋可持

续发展定义为：通过合理利用法律手段、政策机

制和市场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尽可能科学、合

理地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提高海洋产业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确保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

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发展，并留给后代人一

个良好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海洋可持续发展具

体内容包含海洋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海洋环境可

持续、海洋经济可持续和海洋社会可持续。

二、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结构与特征

用系统论的观点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学

者独立开辟的研究方向，该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

是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涉及

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协调统一。海洋可持续发展是由海洋社

会、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

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决定的，因此海洋可持续

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借鉴基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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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可以将海洋可持续发

展系统综合集成为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资

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五个子系统。海洋可持

续发展各个子系统又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构成

了一组有序的、多层次结构的统一体(图1)。

海洋可持续发展是系统发展的最终目标，实

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

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五个子系统的协调发

展。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发展是以各个子

系统的协调发展为基础，是在协调基础上的发展

和发展基础上的协调，是协调与发展的高度统

一。因此，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系统观所倡导

的基本准则。

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是海洋社会、海洋经

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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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

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子系统通过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复合而成的有机

整体，是可持续发展巨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同样具有可持续

发展系统的一般特征，即具有整体性、开放性、

动态复杂性、地域分异性和层次性五大特征。鉴

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特征描述在许多文献中都

有详细的论述，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三、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内在作用机制分析

海洋可持续发展作为动态开放的复杂系

统，影响其协调发展的过程因素十分复杂。因

此，深入探讨系统内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机制，对

研究整个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协调发展规律，

制定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均具有重

要意义。

1．海洋社会子系统

海洋社会是海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它

的定义有多种，按着文献给出的定义是：“海洋

海洋环境污染

海洋环境治理
海洋环境承载力

其他

社会是人类基于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实践活动

所形成的区域性人与人关系的总合”。海洋社会

中的人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主体，既是海洋资

源的破坏者，又是海洋环境的保护者，同时也是

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者。海洋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就是构建和谐海洋社会，处理好人与海洋

的关系，以确保海洋资源生态环境能够永续利

用。

2．海洋资源子系统

中国海洋资源丰富，拥有海洋生物资源、交

通运输与港口资源、油气矿产资源、滨海旅游资

源、海洋能资源、海盐与化工资源、海水资源、海

洋生物医药资源等等。这些资源构成了中国海洋

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资源子系统，是海洋可持续

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障。正是海洋

资源的保障，才能使中国海洋经济保持快速增

长，2004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为12 84l亿元，

2002—2004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9％，不仅高于

“九五”期间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

·92· 海洋开发与管理

   



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海洋可持续发

展系统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海洋资源的承载

能力和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过程中，必须科学制定海洋开发战略规划，加强

海洋综合管理，提高开发利用效率，促进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更好地推动海洋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

5．海洋经济子系统

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是发

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可以为其

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只有

海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

人到海洋科技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才能

更好地发展海洋文化教育事业，促进海洋社会的

进步。必须指出的是，海洋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发

展不仅体现在海洋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而且更应

注重海洋经济效益的提高和海洋产业结构的优

化，大力倡导海洋绿色发展战略和探索海洋循环

经济模式。

4．海洋环境子系统

海洋环境子系统作为各种海洋自然物质存

在与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海

洋资源的存量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海洋系统的健

康和完整，确保海洋为人类提供持续利用。海洋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海洋环境的承载能力水平

相适应是海洋环境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

此，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海洋

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修复，坚持标本兼治的原

则，从海洋环境的监测、污染源的控制等多方面

采取措施，切实做好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保护工

作。

5．海洋科技子系统

海洋科技子系统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协

调发展的支撑和根本动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

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和海洋产业经济与生态效益，

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与破坏，以及提高海洋环境治

理水平等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为

此，必须结合海洋开发战略的需要，大力发展海

洋科教事业，实施科教兴海战略，重点发展海洋

勘探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海洋环保技术和服务

技术等，使海洋科技子系统真正成为推动海洋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结束语

海洋可持续发展系统中，海洋社会、海洋经济、

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是不可分割的海洋

可持续发展要素，它们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有自

身结构和功能。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

单独一个子系统的发展都不是可持续发展。海洋可

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个子系统“协同作

用”的结果，其中海洋社会子系统是系统协调发展

的目的，海洋资源子系统是系统协调发展的基础，

海洋经济子系统是系统协调发展的核心，海洋环境

子系统是系统协调发展的条件和约束，海洋科技是

系统协调发展的支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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