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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海洋生态分类分区体系，
推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路文海 李 潇* 崔 猛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300171

摘要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我国当前的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工作通过全

面梳理海洋生态系统类型和自然地理特征，将我国近海按照不同尺度划分为若干等级的生态空间单元，有效

刻画了海洋生物群落及其栖息地的地理分布特征，对于支撑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分

析了海洋生态分类分区的现实意义，回顾了国内外海洋生态分类分区研究和发展历程，介绍了我国海洋生态

分类分区的实践经验和应用前景，并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实现路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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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兴则文明兴。海洋是地球上最大和最重要的

生态系统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宝库，对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要坚

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综合施策，突出做好海洋污

染防控、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

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但由于海洋上覆水体的

阻碍和影响，管理者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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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直接观察和确定区域的生态边界，进而对开展有

效的生态保护产生一定影响[3]。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是

在全面梳理生态系统类型和自然地理特征基础上，将

海洋按照不同尺度划分为若干等级的生态空间单元，

在此基础上研判珍稀濒危生物、重点保护物种、重要

栖息地等分布范围，可为进一步优化海洋生态保护边

界、开展精细化的海洋管理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是推动基于生态系统的
海洋管理的现实需要

近几十年来，人类对海洋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

用产生了一系列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加之全球变化

引起的海洋自然灾害频发，人海矛盾日益突出。如何

有效合理开展海洋管理活动，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

区域的海洋气候环境、地质地貌等自然资源本底，以

及水文动力和陆源输入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人为活动

导致的海洋开发强度情况不一，各具特色，导致不同

海域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传统的海洋管

理模式往往侧重于单一部门、单一物种或某一种开发

利用活动，并非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难以实现海

洋资源环境的协调保护，而许多政府、国际组织及公

约已经认识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更加高效和更

具潜力[4-6]。

1.1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路径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指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驱动

下，由政策、协议和实践活动保证实施，并在充分认

识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相互作用及生态过程

的基础上，开展海洋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

为[7]，这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广泛实践。1992年，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议程提

出要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

发活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

首次呼吁“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此后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等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这一模式，主要海洋国

家也陆续通过立法、规划、优化机构职能等举措来强

化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方法，如《欧盟海洋战略

框架指令》《澳大利亚海洋政策》《加拿大海洋战略》

《美国 21 世纪海洋蓝图》《韩国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

法》等。在理论方法、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共同作

用下，我国在海洋综合管理实践探索中逐步融入基于

生态系统的理念与方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聚

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海洋空间规划、海洋经济绿色

低碳发展、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领域，逐渐形成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中国实践和方案。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在核心理念上与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致的，都是科学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

关联性和完整性，并结合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进行

跨部门、跨领域、跨行政边界的方案分析和决策权

衡，从而实现多目标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最大化。① 在管理边界上，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

理，强调打破传统行政边界，使用物种、群落或生态

系统分布边界来指导海洋管理工作[8,9]。② 在管理机制

上，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是跨部门、跨行业、跨

行政区域的协调管理，注重通过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协

调各类用海冲突。③ 在管理目标上，基于生态系统的

海洋管理追求多目标平衡，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文化、管理等多重相互关联的议题得到

协调和解决，最终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健康、高产和富

有弹性，实现可持续发展。④ 在管理手段上，基于生

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采取适应性管理，注重动态调整性

和机动性，通过开展经常性的监测评价，发现并纠正

海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升海洋管理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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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是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
管理的基础

海洋生态分类是以海洋环境和生物之间关系的科

学认知为基础，运用统一的生态学框架和标准术语对

海洋空间单元进行分类。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海洋

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更为复杂的生态结构与特

点。① 海洋具有连通性和流动性，是一个互相连通、

自成一体的整体，海洋各子系统之间、物种之间、物

种与栖息地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② 海洋生态子

系统组成成分、成因与运动过程的差异性、物种及栖

息地的分化、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条件等，共同决定了

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③ 海洋被陆地（海岛）分隔

却又相互连通，地形、地貌、潮汐、洋流、物种等受

陆地因素影响较小，构成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

性和其特殊性、复杂性。受限于观测技术水平，过去

往往从某单一维度去描述海洋生态特点，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了解仍然比较有限。而海洋生态分类则在遵循

生态系统内在科学规律基础上，通过系统分类和描述

所有海洋生态单元，构建统一的标准，弥补了以往以

典型生态系统为主、缺乏整体认识的不足，形成了较

为科学和规范的体系，同时也为海洋生态分区奠定了

基础。

海洋生态分区是在不同尺度上对具有不同生态特

征的海洋空间单元进行划分。海洋生态分区依据自然

地理特征划分，突破了行政区划边界，体现了不同空

间单元地形地貌、水体、底质和生物的差异，能够有

效揭示不同海洋空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海洋生态

系统及海洋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础，为“因地制

宜、分区施策”开展生态保护治理提供了行动框架。

海洋生态分区通过揭示某些重要生态要素的组成结

构、空间特征，因地制宜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政策

举措，不搞“一刀切”，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和管理措施。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

线为重点的生态空间管控制度，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约15万平方千米。然而，受到数据资源、调查手段

等限制，仍存在一定的重要生态区域未能准确识别自

然边界。通过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整合已有数据信息

与生物环境关系制作海洋生态底图，可立体完整展现

特定区域海洋生态状况，掌握珍稀濒危生物等重点保

护物种栖息地的自然边界范围，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不

同区域的海洋资源分布和变化规律，从而制定更加科

学合理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措施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措施，为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科学

指引。

2 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实践

2.1 国外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在海洋管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21世纪初，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欧洲环

境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海

洋生态分类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美国《海岸带和海洋

生态分类标准》（CMECS）、澳大利亚“海洋地图空间

数据库”、欧洲《EUNIS海洋栖息地分类》和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全球生态系统分类体系》等。这些方案

因研究与管理目标不同，各具特色，尤以美国《海岸

带和海洋生态分类标准》、欧洲《EUNIS海洋栖息地

分类》最具代表性。CMECS的制定始于20世纪90年

代后期，经过了 10 余年的发展和完善，于 2012 年由

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正式发布，并在世界各地得

到了验证和应用[10]。1998年，欧盟开始制定欧洲栖息

地分类体系，经过多次修订后于2004年发布《EUNIS

栖息地名称》 [11]，并于 2007 年与 2019 年两次对栖息

地类型清单进行了更新[12,13]，这代表了欧盟对于栖息

地分类的最新理解，并在英国、爱尔兰、挪威、西班

牙等国开展了应用。

国际上最早的海洋生态分区主要是对海洋渔业资

源进行管理和评估，随着海洋生态系统的概念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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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海洋生态分区则更多地以生态系统为基础进

行。目前，较为成熟的是《全球海洋生态区：海岸带

和大陆架生物区划》和《全球大洋和深海底：生物地

理分区》两个全球性分区方案。《全球海洋生态区：

海岸带和大陆架生物区划》 [14]通过综合以往海洋生态

区划文献资料，形成了全球海岸带和海洋陆架区域分

区方案，将全球海岸带和海洋陆架区域划分为12个生

态域、62个生态大区、232个生态区，该方案得到了

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全球大洋和深海底：生物地理

分区》 [15]首次尝试从水体和底栖两个维度将全球的开

阔大洋和深海海底划分为不同的生物地理区，水体分

区采用水深、水温和初级生产力等数据，划分为30个

水体生态区，底栖分区基于深海底栖物种、地形地

貌、水深等数据，划分为 38个底栖生态区和 10个热

液喷口区。

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成果已在国际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海洋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海

洋和海岸综合制图计划》、美国河口海湾生态系统服

务和生态恢复评估、南大西洋湾海洋评估、英国海上

风电场评估、奥克尼群岛水域蓝碳碳储量核算、欧洲

海洋栖息地红色名录编制等项目。

2.2 我国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实践探索与应用前景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开展了全国海洋综

合调查、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近岸海域业务化

监测等工作，获取了大量数据并形成了相关的报告、

图集等产品，初步掌握了我国近海环境及生物分布基

本状况。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调查数据开始探索海

洋生态系统划分，但大多从海洋水文[16]、海底地形地

貌[17]、沉积环境[18]、渔业资源[19]、灾害地质[20]等学科

角度或区域层面开展，还未有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系

统、全面的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方案。2019年，为支撑

空间化自然资源管理，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动海洋生态

分类分区工作，在综合分析现有调查监测数据和成果

基础上，借鉴和吸纳国际已有经验，结合实际需求，

从无到有不断深化创新，提出了符合中国生态系统特

色的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方案，并相继印发了《海洋生

态分类指南 （试行）》《中国近海生态分区 （试行

稿）》 和 《中国近岸海域生态四级分区 （试行）》

（图1），建立了我国海洋生态分类分区体系。

我国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成果在以下 4个方面具有

十分丰富的应用潜力。① 优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

系。基于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开展监测体系优化，明确

海洋生态类型、分布及特征，可进一步推动监测内

容、监测区域、监测任务、监测站位等的完善，支撑

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的优化。② 提升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质量。海洋生态分类分区为研判生态安全趋势与

潜在风险，开展多尺度、多要素的生态问题诊断，明

确生态修复脉络、主攻方向与重点任务提供了基础信

息；基于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开展生态修复适宜区选

划，有助于明确海洋生态修复的空间单元、修复目标

对象及修复措施，并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修复工程项

目，对于提升海洋生态修复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③ 支撑陆海统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陆地是海洋

开发和保护的重要依托，海洋是陆地生态系统维持平

衡和稳定的生态屏障，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长江大保护等区域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的实

施，在推动相关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同

时，也为提升海洋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而清

洁、健康的海洋环境也为海洋渔业、海洋旅游等产业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近海生态分类分区识

别河口海湾等重要生态系统，诊断关键生态问题，理

清影响因素，倒逼入海河流上游区域环境治理，对于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稳定了陆海生态系统联络支撑的重要骨架，也助

力国家战略的实施。④ 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于

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成果，精细刻画珍稀濒危生物栖息

地、碳汇适宜区、渔业“三场一通道”范围，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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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近岸海域生态四级分区

Figure 1　Fourth-level ecological zones of China’s coastal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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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海洋保护区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提升典型生态

系统的保护效能；同时，在科学评估海洋生态环境承

载能力和海洋资源供给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精细

化管控措施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目标实现的建议

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地理空间连通性、水文

形态流动性与生境特殊性，其管理必须充分考虑各子

系统间、各物种间、各行业间、各污染源与影响源间

累积性影响。大量的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证明，对海

洋开展单一目标管理和单一手段措施很难真正实现可

持续发展，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是从根

本上解决海洋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出路。

3.1 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1）完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

树立大生态、大空间、大保护理念，着眼于从宏观上

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遵循“多

规合一”“陆海统筹”“需求导向”谋划海洋空间规划

体系，基于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成果科学划分海岸带管

理区，合理确定陆海一体化保护与利用空间，并在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优化产业

空间布局、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规划引导和管控

要求，发挥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统筹引

领作用。

（2）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特点的海洋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海洋生态保护系统修复、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资

源开发利用、监督管理等制度体系，将海洋生态保护

理念全面体现于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生态补偿、

近岸海域水质考核、围填海管控、海岸线保护与利

用、资源有偿使用等制度中。

（3）构建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统筹协调机制。

立足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准确把握陆海

经济发展和空间协同治理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清晰界

定各部门职责边界，建立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商机

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衔接落实机制、区域间的协调

协作机制，围绕海洋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形成合力，实

现政府管理机制的完整和有效。

3.2 推动海洋生态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1）推动海洋科学基础研究与管理需求相衔接。

聚焦海洋管理过程中的迫切需求，在开展海洋分类分

区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研发的同时，充分发挥相关研

究成果在管海、护海中的支撑作用；加强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相关科技攻关，着力破解人民群众关心的典型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支撑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海洋生

态制度体系的完善。

（2）加强海洋生态系统关键问题研究。海洋生态

系统复杂、功能多样，需要以底层基础状况为抓手，

鼓励开展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演替规律和受损

机理等研究，加快推进生物与环境要素互馈机制分

析、高精度海洋栖息地类型识别、栖息地制图等技术

研究应用，提升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认识。

（3）提升海洋生态产品的转化和产业化能力。海

洋生态系统要素多样、生态产品丰富，但当前海洋生

态家底不清、核算方法体系不完善，生态产品转化和

产业化的能力不足，通过研发基于海洋生态分类分区

的动态监测和评价技术，构建统一的技术标准，提高

海洋生态数据的组织、制图和生态特征描述的效率和

质量，为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

数据支撑，拓宽生态产品应用场景、转化前景，健全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示范和孵化业务体系。

3.3 深化推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1）打破海洋管理的区域限制，推动国际海洋协

同治理。针对各类跨区域、跨国境的典型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以分类分区为抓手，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为全球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应用和基于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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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2）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强化同沿海国家的务实合作，开展全方位、多领域、

深层次的双边多边合作，推动海洋生态分类分区研究

纳入相关海洋科学计划，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及规

则、标准的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

球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

到全球生态保护体系当中。

（3）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扩大“蓝色朋友圈”。

加强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国际交流、宣传，通过生态分

类分区合作研究、技术培训、技术支持及技术转让等

方式，加强海洋生态分类分区理念及经验技术的交

流，推动海洋生态分类分区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

应用。

4 结语

海洋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为人类

提供了气候调节、防灾减灾、教育、休憩等多种生态

产品。我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多样，具有各异的

环境特征和生物群落，拥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和物种

多样性，在维护我国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然而，海洋生态系统尤其是海岸带生态系统敏感

性和脆弱性较强，易受风暴潮、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

害及人为活动影响。过去几十年间，人类高强度的海

洋开发利用活动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海洋资源和生态

环境问题，实践证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已成

为解决海洋综合性、层次性和区域性空间问题的国际

潮流所向，然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是一个复杂

的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全局、全民的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我国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实践从海洋

生态调查监测、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海洋空间规划、

海域海岛综合管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探索实践，但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

国家引导、科技支撑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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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ecosystem based marine management through 

a marine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system

LU Wenhai LI Xiao* CUI Meng

（National Marin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ianjin 300171, China）

Abstract Ecosystem based ocea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building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urrent marine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in China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type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ecosystems, divided the Chinese seas and adjacent waters into several levels of ecological spatial uni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ales,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marine biologic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habitats, and provides 

effective support for ecosystem based marine managemen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ine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marine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zoning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system based marine management.

Keywords ocean management,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ecological zoning,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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