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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分析了海洋保护区与渔业管理间的关系：海洋保护区能够在生态功能上保护生物多样性、在社
会功能上提供教育研究原型、在经济功能上增加渔民就业机会�能从多方面强化渔业综合管理的目标；而渔业
管理可为海洋保护区提供立法依据、完善构建框架、增强管理效果�能从多方位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建设进程。
将海洋保护区应用于渔业管理�应采取编写具有协调性和统领性的法律、成立海洋保护区委员会、完善海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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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可为海洋生物提供庇护场所 ［1］�为维
护海洋生境的完整性、预防经济鱼类种群的衰竭
和恢复衰退中的渔业资源提供一种辅助途径 ［2］。

作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海
洋保护区 （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ＭＰＡｓ）受到联
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欧盟及美国等国际组织和
国家的关注�并将其作为渔业管理辅助手段进行
推行。海洋保护区内可以允许适当捕捞活动�这
不但不会与其保护目的相冲突 ［3］�还有利于观
察、研究海洋保护区的运作情况 ［4］。在缺乏数据
的情况下�海洋保护区是保护生物资源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5］�且短期和长期的保护区都会起到一
定的效果 ［6］。综合运用配额制度、基于社区的管
理和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渔业普遍面
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有效措施 ［7］。

ＭＰＡｓ具有多功能性：在生态方面�具有维护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
能够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因为
ＭＰＡｓ的溢出效应能够丰富边界外的生物量 ［8］；
在社会功能方面�能够为科研、教育保留下更多
的原始自然环境�提高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
识并审视自身行为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9］；对渔业
管理而言�能够减轻捕捞对于生态系统和生物种
群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处在过度开发状态的种
群 ［10］�因此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实现基于生态系
统的渔业管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11］。
1　海洋保护区的概念与分类

关于ＭＰＡｓ的定义�目前还未有被广泛认同
的概念�这是由于对 ＭＰＡｓ的认识和发展思路的
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
都依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的概念�结合各
自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符合各国实情的定义。
ＩＵＣＮ对ＭＰＡｓ的解释为：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
段建立的�以保护其部分或全部环境的任何潮间
带或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域和与之相
关联的动植物群落�以及其历史的和文化的特
征 ［12］。该定义涵盖内容相对宽泛�只要是符合其
保护目标的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海洋保护区都被

包括在内。
本文依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对应用

于渔业管理中的ＭＰＡｓ作如下界定：为保护和恢
复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渔业资

源可持续利用�作为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方法
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特殊
保护或综合管理和利用的海洋区域。

ＭＰＡｓ的类型有很多�分类标准包括主要保
护目的、保护水平、保护地位、保护时限及保护的
生态尺度等 ［13］。ＩＵＣＮ按照保护目的和保护内容
将自然保护区分为 6大类：（1）严格的保护区
（Ｓｔｒ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包括严格的自然保留区
（Ｓｔｒｉｃｔ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原生荒野地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Ａｒｅａ）；（2）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3）自然纪
念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ｎｕｍｅｎｔ）；（4）生境／物种管理区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ａ）；（5）陆地／海
洋景观保护区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ｅａｓｃａｐｅ）；
（6）资源管理保护区 （Ｍａｎａｇｅ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依据上述对 ＭＰＡｓ的理解及我国的实际情

况�我国ＭＰＡｓ可按保护时限与目的分为：长年禁
止开发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定期定区的海洋渔业
资源保护区；综合利用的海洋特别保护区。
2　海洋保护区与渔业管理间的关系

世界渔业普遍面临着捕捞能力过剩、渔业资
源被过度利用的困境�很多已被开发的海洋渔业
资源出现衰退�有些种类甚至枯竭 ［14］。由此产生
的问题�不仅阻碍着渔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还对
海洋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人们已经认识到�渔业
管理的目标不能仅限于捕捞目标种群和渔业本

身�而需要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的维护结
合起来。Ｔｏｎｙ强调�与可持续性相比�更应将生
态系统的重建作为渔业管理的目标 ［15］。

寻找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间的平衡

点是渔业管理的关键问题。ＭＰＡｓ正是达到这种
平衡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被认为是基于生态系
统的渔业管理的一种新手段 ［16］。围绕着海洋生
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这一中心�ＭＰＡｓ平衡着渔
业管理中开发与保护间的关系�能够实现传统渔
业管理措施难以实现的效果�有利于促进渔业管
理生态效应、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而
渔业管理在ＭＰＡｓ的建设中能够在立法体系、科
学基础等方面发挥良好的辅助作用�并能强化
ＭＰＡｓ的监督管理�从而促进ＭＰＡｓ合理、科学、有
效的建设及管理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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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洋保护区与渔业管理的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1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ＰＡｓ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2．1　海洋保护区在渔业管理中的作用
在传统上�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手段�ＭＰＡｓ往

往对渔业采取禁止性管理�因此被认为与渔业背
道而驰。但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目标下�ＭＰＡｓ
的含义被扩大�不再单一地排斥人类活动�与渔
业相抵触�并可作为一种技术性措施运用到渔业
管理中�促进渔业管理目标的实现。

（1）ＭＰＡｓ能够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
我恢复能力。ＭＰＡｓ可以排除商业捕捞、航运、海
底开采等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为海
洋生物留出必要的空间�保护和保存了海洋生物
资源生存所需的自然生境�为海洋生物提供了生
存基础。尤其是对于已经被过度利用的生物资
源及其生境而言�排他性管理结合海洋生态系统
本身的修复能力�能够使生态系统得以喘息�逐
渐恢复到应有的生物数量和生态环境。

（2）ＭＰＡｓ能为海洋生物提供有效的庇护所。
产卵、育幼、索饵都是海洋渔业资源生命史中的
重要阶段�对资源生物量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对产卵场和育幼场区域的重点保护�能维护
渔业资源的繁殖和发育�为维持种群的持续补充

和资源的恢复提供支撑。通过保护渔业资源的
索饵场�能有效增加生物量密度和平均体长�也
能补充保护区边界外的资源种群数量�形成溢出
效应。而且�庇护所不仅作用于一些定居物种�
对于一些洄游物种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3）ＭＰＡｓ可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对渔业管
理中的不确定因素起到缓冲作用。目前�主要的
渔业管理措施都是基于对资源量的评估而进行�
通过设立一个生物量参考点对最大可持续产量

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但资源评估需要准确有效的数据为基础�而
海水、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于海洋生物资
源的影响往往难以准确测定�这就使得海洋渔业
管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时难以取得预期的
效果。在渔业资源评估的动态模型中�这种不确
定性被表述成一个随机波动�往往会导致渔业资
源突然间的崩溃。ＭＰＡｓ�尤其是完全封闭的保护
区�则能够避免这种随机波动的产生�防止渔业
资源发生不可恢复性的崩溃 ［5］。

（4）ＭＰＡｓ可以转变渔业经济－社会模式。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ＭＰＡｓ在教育、娱乐方面具有
其相应的作用。目前各国普遍采用减船政策来
缓解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但也导致很多以捕鱼
为生的渔民退出渔业后因其生产技能的局限性

难以转移到其他社会生产部门�渔民生计问题成
为渔业管理的一大难点。而多数ＭＰＡｓ可以作为
观光旅游的景点�开展潜水、游钓等生态旅游项
目可以吸收渔民参与就业�使其继续从事所掌握
的与捕鱼相关的技能工作。从而可以稳定渔区
社会�促进再就业。同时�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
还能支持海洋保护区自身的建设与管理�减轻政
府的财政压力。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海洋公园是
一种成功的典范�保护区内潜水、旅游、休闲渔业
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在牙买加的蒙特戈贝
海洋保护区�通过对休闲娱乐的合理收费使得保
护区的经费可以完全自给 ［16］。
2．2　渔业管理对海洋保护区的影响

运用于渔业管理中的海洋保护区通常被称

为渔业保留区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ｓ）或禁捕区 （Ｎｏ-
ｔａｋ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在我国可表现为禁渔期或禁渔区
制度。在这些与渔业相关的保护区内�渔业管理
将会对ＭＰＡｓ的监管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渔业资
源的开发和保护将会是保护区内的主要矛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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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法规的制定、管理策略的部署和政策的执
行�都会直接影响着这些矛盾是否能有效化解。
两者间主要矛盾的一致性�使得渔业部门的积极
配合成为ＭＰＡｓ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

（1）渔业法规在法律体系上能对ＭＰＡｓ的法
制建设提供支持和参考。ＭＰＡｓ是一个综合体�
在生物资源的管理上自然离不开渔业法规的支

持。许多国家的ＭＰＡｓ是依据渔业法设立的 ［17］。
例如�美国结合《马格鲁森渔业养护与管理法》和
其他法律对ＭＰＡｓ进行指导和规范；加拿大将《国
家海洋保全法》、《渔业法》、《海洋法》等法律法
规进行结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ＭＰＡｓ法律
体系。

（2）渔业管理部门能为ＭＰＡｓ的科学基础所
需的专业数据提供保证。商业捕捞直接反映了
人类对于海洋生物资源的干扰情况�商业渔业数
据的收集整理有利于 ＭＰＡｓ的规划；在 ＭＰＡｓ效
果的评估上�早期和持续的数据信息能起到前后
对比、检验目标的实际效果的作用 ［18］。将 ＭＰＡｓ
内的渔业活动数据进行量化�能够更好地理解该
区域的功能情况�并对 ＭＰＡｓ的设计和效果的改
进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渔业管理部门负
责有效地管理商业渔业数据对于ＭＰＡｓ的科研及

建设起到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3）渔业管理能对ＭＰＡｓ的监督管理起到强

化作用。渔业部门是ＭＰＡｓ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重
要的合作成员之一。捕捞往往是ＭＰＡｓ内影响最
大的活动�渔民或相关企业团体可能害怕其利益
因ＭＰＡｓ的设立而受到损失�往往对保护区持怀
疑或敌对态度�因此 ＭＰＡｓ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可
能会遇到一定的障碍。为解决此问题�目前很多
国家开始发展多功能型的 ＭＰＡｓ�在部分区域内
适当允许一些渔业开发活动的进行�此时就需要
渔业管理者积极地从中进行协调�教育并规范渔
民或相关利益者的行为�使其自觉遵守和维护海
洋保护区的规定和管理。另外�在 ＭＰＡｓ的监督
管理过程中�渔业管理部门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当前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兼捕等问题对生
物资源的养护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渔业管理部
门必须去正确面对与合理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渔业管理部门对于捕捞的严格管理和限制�
能够有助于树立起ＭＰＡｓ的威信。尤其在边界线
周围的监管执法�将是 ＭＰＡｓ效果的保证。故而

在成立专门的ＭＰＡｓ委员会过程中�与渔业行政
部门的配合与合作是成功实施ＭＰＡｓ管理的关键

因素。
3　海洋保护区的国际实践
3．1　世界海洋保护区的发展

1972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启动了地区海洋
计划项目�提出通过促进建立 ＭＰＡｓ网络和沿岸
海洋保护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实现 “2010生
物多样性目标 ”和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执行
计划 ”。在1975－1994年的20年中�召开了多次
围绕ＭＰＡｓ的国际会议�从最初认识到海洋生态
系统的重要性�到将建立ＭＰＡｓ作为重点目标�都
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可持续发展为基础

发展的。2003年�ＩＵＣＮ在南非德班召开第五届
世界国家公园大会�呼吁到2012年建立全球范围
的ＭＰＡｓ网络体系�将至少20％～30％的各类海
洋生境纳入严格保护的 ＭＰＡｓ�通过建立综合的
ＭＰＡｓ网络�满足渔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的
需求。2000－2007年间�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围绕 “海洋保护区和渔业 ”�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
会�旨在促进将ＭＰＡｓ作为渔业管理的一种新方
法�实现可持续性渔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重
目标。

在国际立法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
际拉姆萨湿地公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对ＭＰＡｓ
进行了规定�要求世界各国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
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尤其是针对一些海洋脆弱
敏感地带�需要通过设立专门的区域进行保护。
这些国际公约从不同的角度为ＭＰＡｓ的建设和管

理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
虽然当前全世界 ＭＰＡｓ的总体规模还比较

小�但发展速度惊人�从1970年的118个发展到
2003年3858个 ［13］。
3．2　海洋保护区在渔业管理中的应用

ＭＰＡｓ能应用于渔业管理�是因为其在渔业
开发和环境保护两大层面上都具有功效�这符合
现代渔业管理目标的发展趋势。在一些发达国
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将ＭＰＡｓ作为
推行其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的基本措施。
而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更是通过研讨会、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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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形式�致力于ＭＰＡｓ的宣传与推广。
3．2．1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行动

ＦＡＯ渔业部计划将ＭＰＡｓ作为一种重要的渔

业管理措施�并在其官方网站开设了专题网页来
支持和普及ＭＰＡｓ运用于渔业管理。在渔业管理
中运用ＭＰＡｓ的计划起始于第26届ＦＡＯ渔业委
员会会议。这是为了响应世界发展峰会 （ＷＳＳＤ�
2004）的提议－－－致力于保护和管理海洋�其主
旨是在ＭＰＡｓ作为渔业管理方法的大背景下来指

导ＭＰＡｓ的设计、实施和监测�目标是至2012年
建立具有代表性的ＭＰＡｓ网络。该计划对 ＭＰＡｓ
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进行了归纳�指出了 ＭＰＡｓ适
合于渔业管理的原因�以及关于 ＭＰＡｓ的相关要
点�提出了ＭＰＡｓ网络建设的发展方向。

在运用 ＭＰＡｓ于渔业管理的指导原则上�
ＦＡＯ认为应加强综合的全方位管理方法的运用。
其中包括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ＥＡＦ）、海岸带综合
管理 （ＩＣＭ）、海洋空间计划 （ＭＳＰ）。
3．2．2　欧洲的实践

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欧盟实施了一
个由8所大学和6个科研机构参与的交叉学科的
研究项目：“ＭＰＡｓ－－－一种生态系统养护和渔业
管理工具 ”�旨在加强在欧洲建设海洋保护区的
潜力、选址、发展、评估和管理的决策基础�以及
如何将ＭＰＡｓ作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

中的一部分。
该项目以波罗的海、北海和东南大西洋3个

海洋生态系统为案例进行了研究调查�包括完全
禁渔区、部分禁渔保护区、种群保护区3种类型。
实施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 ＭＰＡｓ的
生态效应、渔业影响、社会 －经济效应三大部分
展开�建立了ＭＰＡｓ影响因子的数据库；第二阶段
筛选出ＭＰＡｓ的评价指标并设立了生态－经济模
型�以全方位影响因子的量化形式为 ＭＰＡｓ建设
提供了科学依据�用于海洋保护区的选址、监测
和评估环节中；第三阶段提出了关于如何将
ＭＰＡｓ作为渔业和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进行实施的

综合方法和政策建议�指出渔业资源管理不应仅
以经济指标为主�还应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将
ＭＰＡｓ与其他渔业管理措施综合运用将是海洋生

物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新方向。
3．2．3　国际上海洋保护区的发展方向

目前ＭＰＡｓ运用于渔业管理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建设ＭＰＡｓ网络和公海上的ＭＰＡｓ。
其中�ＭＰＡｓ网络的对象是小型的ＭＰＡｓ。由

于当前小型ＭＰＡｓ的数量较多�并且单个效果甚
微�但当两个或以上联合时�往往就能够增加保
护效果�同时这也会对一些洄游性的鱼类能起到
保护作用。而在面对不确定性时�ＭＰＡｓ的面积
越大就越能给鱼类种群提供较好的保护 ［19］。
ＭＰＡｓ网络的建设使得多个小型保护区在一定程

度上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保护区。
公海上的ＭＰＡｓ则需要通过国际间合作来支

持。由于专属经济区制度使很多远洋渔船转移
到公海�对公海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就
随之而来�因此需要在公海上建立ＭＰＡｓ。
4　海洋保护区应用于我国渔业管理
中的建议

　　目前我国实施的幼鱼保护区、产卵保护区、
增殖保护区、禁渔区等�都是ＭＰＡｓ在渔业管理中
应用的表现形式。但是�真正将 ＭＰＡｓ与渔业管
理相结合�作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
理的手段在我国实施�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改进。

（1）完善法律体系。虽然我国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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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
法》等诸多涉及海洋保护区、渔业和水生生物保
护区的法律法规�但在 ＭＰＡｓ具体操作规范上却
缺乏明确统一的法律文件�难以形成完善的
ＭＰＡｓ法律体系。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有一部大
纲式的法律来协调各相关法律间的关系�并提供
ＭＰＡｓ设立、建设、管理和监测的标准；在地方层
面上�可根据国家法律�制定当地 ＭＰＡｓ法规�实
行因地制宜式的管理模式。

（2）在管理体制上应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尽
管在法律定义上�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ＭＰＡｓ建设和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中�环保、农业、
林业和国土资源等政府主管部门都有在海上建

立保护区的权利�相互之间存在重叠交叉但又缺
少沟通协作�不利于 ＭＰＡｓ的统一管理及其功效
的充分发挥。这种机制的建立可参考欧盟的实
践�通过组建共同管理委员会的形式�由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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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Ａｓ的各行政部门共同参与�同时将渔民团体、
渔业企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纳入其中�形成相互制
约的协商体制。

（3）ＭＰＡｓ科研基础薄弱�特别是应用于渔业
管理的保护区长期缺乏基础科学调查。应由政
府部门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ＭＰＡｓ进行相

关研究�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建立 ＭＰＡｓ
数据库�不仅有利于统一分类管理�也有助于对
ＭＰＡｓ影响因子间相互联系的深入研究。而从全
球的角度来看�数据库的建立也有利于世界范围
内ＭＰＡｓ数据资源的共享。

（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 ＭＰＡｓ重建设、
轻管理的诟病�要发挥 ＭＰＡｓ在渔业管理中的作
用�必须加强建设后的监管�建立专门的执法监
管合作体系�可以利用现有的监管资源�结合渔
业执法、海洋监管、海事巡查等部门进行执法合
作。ＭＰＡｓ的管理不只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公众
的参与也大大提升监管力度�而在具体的操作上
可通过 “监管自愿者 ”等形式实现。

（5）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推进 ＭＰＡｓ网络
的形成。当前建立大型的完全封闭的ＭＰＡｓ不符
合我国的国情�而通过建立小型保护区并形成网
络体系则能实现兼顾保护和利用的双重目的。
沿海邻国间海域上所谓的分界线不能代表海洋

生态系统的分界线�而从大海洋生态系统的角度
出发�我国海域与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相连�邻
国间在监管上的协作配合将是ＭＰＡｓ网络成功实

施的保障。
ＭＰＡｓ与渔业管理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

为ＭＰＡｓ并不能解决所有资源和环境问题�它的
功能是有限的。但ＭＰＡｓ能够加强渔业管理中资
源养护的效果�渔业管理能够为 ＭＰＡｓ的实施提
供保证。所以�认清两者间的关系�是海洋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福音；利用好两者间的关系�是人
类在资源索取和保护之间的一个新平衡点。人
类的生存发展与地球环境的保护本不相互矛盾�
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看待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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