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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事件的类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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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入研究海洋污染事件，需要对其基本类型、主要特征和社会效应展开梳理。本文在进

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海洋污染事件的主要特征，即它根源于现代性，发生频率呈现

出上升性，影响具有综合性。就社会效应而言，表现为导致公众健康受损，引起环境抗争与社

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际关系。治理海洋污染的关键是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构建陆

海统筹的环境治理机制并加强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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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洋污染事件频发，这不仅是沿海

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而且是全球社会需要

共同应对的难题。
本文缘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反思。首先是

对海洋环境问题中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格局的

反思。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经济学、环
境法学和环境管理学等领域，对海洋污染事件中

的经济损失、法律关系和管理机制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但其中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

重视。因此海洋污染事件中的社会问题亟待深

入研究。其次是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反思。自

有“学科意识”①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成型以来，已

经产生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说，环

境污染包括“海”、“陆”、“空”三个维度，环境社

会学研究集中在“空”( 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等议

题) 和“陆”( 草原退化、内陆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等议题) ，而海洋污染研究较少。在环境社会学

内部，虽然海洋环境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特色，

但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成果并不多见，高水平研

究成果更少。因此，从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来

看，海洋环境研究需要加强和深化。最后是对

海洋污染整体研究的反思。目前还没有对海洋

污染事件的类型、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进行系统

梳理的文献。因此，本文旨在对此展开系统分

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从理想类型角度对

海洋污染事件加以类型学梳理，二是探讨海洋

污染事件的主要特征，三是着重探讨海洋污染

事件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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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污染事件的基本类型

按照不同的标准，海洋污染事件可以进行

不同的分类。从类型学的角度而言，可将海洋

污染事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1 按照常见名称，分为赤潮、浒苔和溢油事件

赤潮也称“红潮”，是一种海洋生态异常现

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沿海自 1980 年以来共发

生赤潮 300 多次。其中，1989 年发生了一场持续

达 72 天的赤潮，造成经济损失 4 亿元; 而 1997 年

至 1998 年发生在珠江口和香港海面范围达数千

平方千米的赤潮，造成的损失也数以亿计。① 可

见，赤潮使养殖户遭受重大损失，而有毒赤潮导

致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浒苔属于大型绿藻，它本身无毒，可以食

用。国外将之称为“绿潮”，视其为和赤潮相似

的海洋灾害。② 2008 年，青岛近岸海域高密度、
大面积漂浮浒苔所聚集形成的绿潮，对海洋环

境、景观以及沿海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被认

为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最大规模绿

潮。③ 当年 6 月，大量浒苔从黄海中部海域漂移

至青岛附近海域。最大影响面积约 25 000 平方

千米，实际覆盖面积为 650 平方千米。青岛前

后动员数万人、千余艘船只投入到浒苔清理行

动中，到 7 月中旬共清理浒苔 100 多万吨。④ 当

时，正值“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帆船赛开赛在

即，因此，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海洋

石油开采中的井喷事故、船舶相撞以及陆上石

油管道爆炸或破裂所导致的溢油事件时有发

生。其中，蓬莱 19 － 3 溢油事件是中国海洋资

源开发以来最严重的事故。而海上交通事故导

致的溢油事件同样不容小觑。1973—2009 年，

中国沿海共发生船舶溢油事故 2 821 起，平均每

4 ～ 5 天发生一起。⑤ 就陆上石油管道破裂或爆

炸而言，这也已经不是“新闻”。其中，2013 年

黄岛“11·22”中石化黄潍输油管道泄漏爆炸属

于特别重大事故，导致约 1 万平方米海域被原

油污染。

1. 2 按照污染源，分为陆源型、海源型和空源

型污染事件

陆源型海洋污染事件，是指污染物质通过地

表径流或者直排入海等方式导致的污染事件。
美国太平洋沿岸的造纸厂曾向海洋排放大量废

水。管理者最初并不认为废水会对海洋造成污

染，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许多渔业机构开始

投诉，称造纸厂产生的亚硫酸废水对他们的生产

活动产生了严重危害。⑥ 在中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沿海工矿企业就有 5 万多家，主要污染

源有 280 多处，每年排海的工业污水有 38. 9 亿

吨，⑦由此导致污染事件屡屡发生。当前，污水

直排大海导致的污染事件依然时常发生。
海源型海洋污染事件，主要是海洋油气开

采、海洋运输中船舶相撞以及海上交通事故引

发的污染事件。比如，2012 年 3 月 13 日，广东

汕尾碣石湾海域载有 7 000 吨浓硫酸及 140 吨

剩余燃油的韩国籍“雅典娜”船舶，因压载舱进

水导致船体倾斜沉没，致使海水中石油类含量

最高值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值的 23. 6 倍。
同年 3 月 15 日，在福建省兴化湾外，载有 100 多

集装箱农药及 1 100 多吨剩余燃油的新加坡籍

船舶触礁搁浅，导致船体断裂溢油，部分装有有

机氯农药的集装箱散落入海，造成局部海域石

油类和农药类污染。⑧

空源型海洋污染事件，是指污染物质通过

大气交换以及降水汇入海洋引发的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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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污染物质实际上主要来自陆地。以石油污染

为例，陆 地 经 由 大 气 输 入 海 洋 的 石 油 每 年 约

( 0. 5 ～ 5) × 105 吨，主要途径是吸附石油烃的微

粒降入海洋、含油废气的降水携带以及大气与

海面的气体交换。大气中石油烃来源于机动车

辆排气、石油工业和其他工业使用石油烃时的

蒸发损失以及燃煤时石油烃挥发。气态石油烃

为空气中尘埃所吸附，然后经大气运动输入到

海洋上空。大气输送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区的下

风带，其中，西北大西洋、北海和西北太平洋( 日

本附近) 最为典型。①

1. 3 按照发生规律，分为常规型与突发型污染

事件

常规型海洋污染事件，是指根据既有规律，

能够大致判断特定污染事件发生的时空范畴。
比如，中国近年来的浒苔属于常规型海洋污染

事件。虽然造成的损失严重，但浒苔主要发生

于夏季，其影响区域也相对固定，呈现出在黄海

海域连续周期性暴发的规律。
突发型海洋污染事件，是指突发的自然灾

害( 地震、海啸等) 和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的

污染事件。我国海洋环境突发事件所导致的经

济损失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每年不足 1 亿元，1997
年已高达 300 亿元，2000 年后仅直接损失每年

就逾 100 亿元。② 当前，核泄漏、溢油等导致的

突发型海洋污染事件频发。比如，2010 年中石

油大连新港石油储备库管道爆炸致使大量原油

泄漏入海，导致大连湾、大窑湾和小窑湾等局部

海域严重污染，对铂金湾等十余个海水浴场和

滨海旅游区以及有关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敏感海

洋功能区产生影响。③ 再比如，日本“3. 11”地震

导致核泄漏污染海洋，其最终影响程度至今未

有定论。

1. 4 按照缘由，分为自然型与人为型污染事件

自然型的海洋污染事件由自然条件引发，

主要是恶劣天气、输油管道和储油罐破损以及

海洋生态系统本身的变化所致。比如，在寒冬

季节，夜间暴风雪的恶劣天气情况下进行供油

作业，极容易发生溢油事件。④

人为型的海洋污染事件是指由人为因素所

导致或诱发的污染事件，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

因。第一，技术不到位、监管不力等原因导致海

洋污染事件。比如，埃克森·瓦尔迪兹 ( Exxon
Valdez) 溢油事件就与船员的疲劳作业有较大的

关系。第二，恐怖主义活动导致海洋污染事件。
近年来，海上大型石油设施、船舶成为恐怖主义

袭击的目标。2002 年，也门外海的法国邮轮“林

堡”号就遭到了恐怖爆炸袭击，造成海洋污染。
第三，战争导致的污染事件。1991 年的波斯湾

溢油事件就是人为蓄意制造的。在中东这个

“文明摇篮”核心与灵魂的波斯湾，约合 5 亿加

仑的石油涌进并占领 1 /10 的区域。萨达姆·
侯赛因( Saddam Hussein) 率领着撤退的伊拉克

人对“众生之母”蓄意制造了泄漏事故。⑤ 其实

这并不是第一次重大漏油事故，1983 年两伊战

争期间，100 万桶石油曾倾泻到海里，只不过当

时并没有引起注意。而在之前的 10 年中，每年

都有大约 25 万桶石油倾入海洋。⑥ 第四，盗油

导致污染事件。比如，2005 年，盗油分子在山东

胜利油田海底输油管道上打孔盗油，导致大面

积海域因原油外泄遭受污染。最后，海洋倾废

活动导致污染事件。海洋倾废是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产生的污水污物、船舶作业产生的废弃物

等海上处置活动，它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仅次于

陆源污染物排放。⑦ 海洋倾废也会诱发污染事

件，甚至由此导致社会冲突。在现代社会，海洋

污染 事 件 的 发 生，或 多 或 少 都 有 人 为 因 素 的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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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按照污染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大污

染事件

按照污染面积、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程度、
伤亡人数和社会影响程度，可将海洋污染事件

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大污染事件等三种类型。
当然，根据不同的参照系，某种具体的海洋污染

事件在污染程度划分上，会有不同的结果。
轻度的海洋污染事件不会导致人员伤亡，

其污染面积有限，经济损失、生态破坏和社会影

响较小。中度的海洋污染事件也不存在人员伤

亡情况，但污染面积较大，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经

济损失和生态破坏，也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

响。比如，1983 年的“东方大使”溢油事件对周

边水产养殖区、风景区和海滨浴场造成严重污

染，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当地历时数月才完成

沿岸油污清理。①

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则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破

坏和经济损失，造成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甚

至导致人员伤亡。以油类污染为例进行说明，

据统计，近 50 年来油类污染已经使 1 000 多种

海洋生物灭绝，海洋生物量减少了 40%。② 而墨

西哥湾溢油事件不但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生态破

坏与经济损失，还导致了人员伤亡，这是美国迄

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

1. 6 按照是否与战争行为相关，分为战争诱发

型与非战争诱发型污染事件

战争因素会导致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这

种特殊类型往往为学术界和公众所忽视。因

此，本文将之作为一种类型单独加以分析。它

所对应的非战争诱发型污染事件，学界和公众

已经很熟悉，此处不赘述。
战争诱发型的海洋污染事件在中东等地区

时常发生。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大多转瞬即逝，

但海湾战争是个例外。③ 海湾战争中，海湾诸国

富甲天下的石油成了蔓延于海湾的黑色瘟疫。
其中 160 万桶石油泄漏与多国部队的空袭有

关，其余则是伊军大打石油战争的结果。而在

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将轰炸目标由初期的军事

目标扩大到发电厂、炼油厂、化工厂、化肥厂和

燃料库等重要国民经济生产基地，造成诺唯萨

德、潘切沃等工业区大量原油、成品油和其他有

毒物质的泄漏，④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

二、海洋污染事件的主要特征

2. 1 根源于现代性

就产生历程而言，海洋污染成为社会问题

肇始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海洋污染虽然

存在，但并不突出。海洋污染不仅缘起于现代

化和工业化，还缘起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以

及对待自然的态度。王小章认为，与工具理性

相辅相成的是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它的渗透促

使现代人以更为偏狭的眼光看待自身与环境的

关系和理解自然的价值。以经济效用或曰物质

利益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结

合，构成了现代人的占有性主体观，个体主义的

占有性主要体现在与现代环境危机密切相关的

制度性文化观念中。⑤ 正是工具理性和经济效

用，驱使着人类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攫取，由

此导致污染事件频发。
在现代社会，海洋几乎成为“纳污容器”。而

所纳之污与传统社会也有很大差别，表现出了污

染物质的现代性。麦克尼尔( J． Ｒ． Macneil) 指

出，1945 年后，公海必须要适应日益增长的金

属、化学物品、油污和放射性核物质。仅以塑料

污染为例，1950 年时几乎还没有出现，但到了

1992 年，世界上 60% 的海滩被扔满塑料制品。⑥

在加利福尼亚州与夏威夷间的海域，有个名为

“太平洋垃圾岛”的著名垃圾场。这个巨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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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漩涡”面积相当于两个德克萨斯州。而漩涡

中的废弃物被鱼、海龟等海洋动物吞食之后会

产生大量毒素，并最终经由食物链进入人体。
据统计，这块东太平洋垃圾场内大约 80% 的垃

圾是岸上的人随意丢到海里的。① 美国沿海城

市将垃圾倾倒入海的初衷是希望海洋能够将污

染转移到没有人的地方，或希冀海洋能将之“消

灭”。但实践证明，倾倒活动非但没有使垃圾消

失，反而给海岸带环境造成了多方面的破坏。
随着海岸带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也给沿海居民和产业利

益带来负面影响。② 海洋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

人类生存和发展。比如，日本的水俣病不仅是

高速增长下的一个社会阴暗面，还是一出贫穷

的受害者反抗只在乎权力、利润、增长和稳定的

企业与国家的道德剧。它是现代化所付出的社

会代 价，同 时 也 是 一 个 定 义 平 等 与 公 正 的 斗

争。③ 水俣病是个现代病，也是人类自导自演的

人间灾难。
当前，沿海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大海洋开发力

度，但也导致了很多环境风险和环境事件。就中

国而言，新一轮的沿海开发战略大调整已经开

启。从北到南，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以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为基本诉求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纷纷出

台。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

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

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新的压力。④ 特别是在重

化工布局沿海化的背景下，大型火电厂、核电站、
炼油厂、海上油气管线工程，以及国家石油储备

基地等在沿岸相继建成、扩建，并出现集中化和

规模化趋势，给临近海域带来巨大的热污染、核
泄漏、溢油等潜在环境风险。⑤ 当前，海洋开发需

要规避陆地开发中曾经历的“大跃进”模式以及

“先开发、后治理”甚至“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海洋污染事件频发与现代化的阶段性有

关。万俊人认为，与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感受

到生态压力和环境约束的欧美发达国家不同，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火车加速拐弯”式的

社会转型关键期，对生态压力和环境约束的感

受虽然是后发的，却格外严峻。⑥ 这种阶段性对

海洋环境及其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于中国

而言，海洋开发力度短期内不会减弱，由此对海

洋环境构成的挑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减轻。因

此，如何统筹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是亟待解决

的重大现实课题。

2. 2 频率呈现上升性

就发展态势而言，海洋污染事件呈现出不

断攀升态势，发生频率加速度上升。这与环境

恶化的整体态势有关，气候变化、陆源污染以及

海洋开发本身导致的污染呈现出叠加效应，最

终导致海洋污染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海洋曾被视为可容纳一切污染的大染缸。

“1900 年生活在黑海与黄海的人根本没有想过

向靠近海岸的水域倒垃圾会成为一个问题。浩

瀚的大海看似可以容纳一切。时间证明他们也

错了。今天是深海被用来接受所有的垃圾，理

论上它们巨大的容量可以容纳人类可能注入其

中的任何东西。这种理论至今仍岿然不动。”⑦

正是由于被长期污染，海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

恶化，污染事件呈现出加速度和集中爆发态势。
以赤潮为例，从 20 世纪 50 ～ 90 年代，赤潮发生

次数急剧上升，每 10 年增加 2 ～ 3 倍。进入 21
世纪，海洋赤潮发生次数越发增多。21 世纪前

10 年的赤潮发生频次和规模是 20 世纪后 50 年

的 2 倍多。⑧ 同时，海洋污染具有累积性和诱发

性，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会导致其他类型污染

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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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影响具有综合性

海洋污染事件会导致“问题集聚”，产生综

合性的连锁反应，引发生态破坏、经济损失以及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海洋污染事件的影

响具有综合性。
海洋污染事件发生后，污染物质往往不会

固定于某一海域，而是会随着水温、风向、洋流

等向其他地方漂移。因此，它并不是区域性环

境问题，往往会演变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海

洋污染事件爆发后，会产生连锁的综合反应。
首先，导致生态恶化。中国渤海湾是污染事件

频发海域，学界已经用“死海”形容当前的渤海。
其次，造成经济损失。《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

示，2009 年的浒苔对山东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达到 6. 41 亿元。① 海洋污染事件还会使渔民

和养殖户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不堪重负，由

此陷入贫困状态。再次，破坏海洋和海岸带景

观，损害海洋文化价值。最后，导致严重的社会

问题，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三、海洋污染事件的社会效应

3. 1 损害公众健康

当前，“环境—健康”关系已经成为社会普

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海洋污染特别是其中的重

金属污染形势非常严峻，公众健康受损情况日

渐突出。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于 2013 年 6
月报道称: “温州近岸海域部分贝类体内石油

烃、镉、铅、砷、滴滴涕、铜的含量超一类海洋生

物质量标准，其中 66. 7% 测站的贝类体内石油

烃含量超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受污染的海

产品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物链

原理，以及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和富集，最终进

入人体，危害人类健康。总体而言，海洋污染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食物链渠道。海洋污染导致公众健康

受损甚至死亡的事件在国内外均不鲜见。1982
年 10 月，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廉大学的 23 名学

生被证实感染伤寒热，其中 13 人病情严重，4 人

不久后死亡。校方和卫生部门后来确认，病毒来

自学生食用的牡蛎。这些牡蛎之所以携带了伤

寒病毒，是因为海产贸易商将近海中捕捞的牡蛎

转移到了河流的近海口浸泡，而这里是城市污水

大量排放的地方。此后，纽约湾和长岛海峡周围

的社区经常发生食用牡蛎中毒事件，因此丧生者

不在少数。此外，经牡蛎传染的疾病并不止伤寒

一种，还包括黄热病和严重腹泻等。② 1986 年 12
月，福建省东山县磁窑村发生食蛤仔造成人体

中毒事件。此次事件导致 136 人中毒，其中住

院治疗的重患者 59 人，1 人因呼吸神经麻痹休

克死亡。事后确认，中毒事件是由赤潮生物裸

甲藻产生的麻痹性贝毒所致。③ 据统计，由于有

毒藻毒素造成的贝毒事件，我国已有 1 800 多人

中毒，至少造成 30 人死亡。④

其次，通过皮肤接触等媒介对暴露人群产生

影响。以海洋石油污染为例进行说明。石油中

含有数百种化合物，主要由烷烃、芳香烃及环烷

烃组成，约占石油含量的 50% ～ 98%，简称石油

烃。石油烃毒性强，残留时间长、难降解，具有积累

性。难降解、残留期长的污染物，在环境中存留时

间和人接触的可能性成正比关系，在生物群体内积

累作用造成的毒性更强。⑤ 而清理油污同样会影

响人体健康。清理油污必须配备专业工作服，

但即使配备这些专业设备，也存在健康风险。
比如，1989 年埃克森溢油事件后，工人穿着工作

服与靴子、戴着手套清理油污，但很多工人后来

出现了咳嗽、头痛、头晕和流鼻涕等症状。10 年

后，很多工人记忆力衰退、肺损伤并罹患癌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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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加“威望”号油轮事故清污工作的暴露人群

进行流行病学和基因毒性研究显示: 相对于对

照组，大部分人群出现背疼、头痛、呼吸道问题、
心理失调以及眼睛和皮肤刺激等急性症状; 一

部分人群体内内分泌系统状态发生改变，基因

毒性终点增加，此类症状具有明显的神经性中

毒特征。① 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从发生到当

年 6 月 21 日，就有 143 例与原油污染有关的医

疗案件，这些案件涉及 108 名清理油污的工人

和 35 名沿岸居民。② 而中国很多油污清理活动，

并没有配备专业工作服。比如，大连“7. 16”溢油

事件发生后，渔民参加清污并没有戴面罩和手

套，也没有穿专业防护服，其后继影响值得关注。
海洋污染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目前，学术界已经构建了基本研究假设和数据

关系。比如，海水中含有 1% 甚至 1‰的燃料油

就会对牡蛎产生明显影响，而当浓度达到 3‰ ～
4‰时，牡蛎在一周内即可死亡。浅滩上受石油

污染过的牡蛎同样会丧生，即使活下来的也不

能再食用。③ 但是，受制于环境信息的限制，不少

被石油污染的水产品进入“餐桌”，进而在更大的

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健康问题。但是，目前的实证

研究成果非常少，限制了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

境—健康”关系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污染物质有

个富集期和潜伏期，因此需要医学、流行病学等

多学科的介入，并开展审慎的实证研究。

3. 2 引起环境抗争

当海洋污染事件导致渔民遭受经济损失或

健康受损等问题时，就容易引发环境抗争。渔

民的环境抗争形式不仅表现为通过国家权力机

构进行投诉、诉苦和信访，还表现为与肇事企业

和政府部门的对峙，甚至开展示威和游行活动。
作为全球典型的公害病，水俣病是因食用

含甲基汞污染的鱼贝类导致脑神经细胞受损而

引起的综合性疾病。原田正纯将它定义为，“通

过环境污染，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由甲基汞

所引起的一切健康破坏”。④ 水俣病事件后，日

本渔民开展了长期的环境抗争，包括两项内容。
一是为获得损失赔偿而抗争。20 世纪 50 年代，

水俣湾附近的牡蛎灭绝了，海藻干枯了，水俣渔

协的鱼产量急剧下降，从 1954 年开始，每年都

比前一年减产 1 /2 到 1 /3。⑤ 此后，渔民即使捕

到了鱼也卖不出去。后来，渔民和肇事公司交

涉，请求停止向水俣川排放废水、设置净化装置

和进行渔业补偿，但被拒绝。因此，渔民开展了

示威活动，甚至还和警察发生冲突。⑥ 二是为疾

病认定和权益维护而抗争。“患者发起的抗争

是对不把人当人的可怕的企业的愤恨的表达，

是他们长久被压抑的愤怒的发泄。”⑦

近年来，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

觉醒，中国的环境抗争事件呈现出频发态势，但

效果并不乐观。近 20 年来，我国海域发生的 50
吨以上的溢油事件有 44 起，但只赔偿了 17 起，

仅占 39%。同时，在获赔的溢油事件中，平均每

升溢油赔款约 2. 5 元，而“国际油污基金”所结

的 55 起事故中，平均每升赔款约 31. 7 元，⑧只

占同期国际平均水平的 7. 8%。不仅如此，面对

渔民的环境抗争，地方政府采取不支持甚至压

制态度，⑨而这会衍生一系列的恶性后果。首

先，社会暴力化程度提高。如果受到二次伤害

或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环境受害者的自发

无序与暴力参与可能演变为更大规模、更大程

度的暴力抗争，这将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更大的

冲击。其次，官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政府的

合法性逐渐流失。瑏瑠 蓬莱 19 － 3 溢油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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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笔者对受影响渔民的调查发现，他们将基层

政府视作国家的“代言人”，而“代言人”并没有

有效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他们还将“法

院不受理”归结为政府的干预。可见，在环境抗

争中，底层社会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怨恨情绪，很

容易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张力。

3. 3 导致社会恐慌

海洋污染事件会引发社会性的不安、焦虑、

躁动以及无助感等情绪。在当前的信息社会，污

染事件中的不确定性和权威信息发布滞后等因

素会导致传言和谣言“满天飞”。一旦处理不当，

就会引起社会骚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日本“3. 11”大地震引发核泄漏以及污染物

质入海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恐慌。2013 年 8 月，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由福岛第一核电站流入

大海的污水，超出全年正常标准的近 100 倍”，

“每天流入大海的核污水接近 300 吨”。而日本

媒体称，“福岛核电站自 2011 年 5 月以后泄漏

出的放射性锶最多为 10 万亿贝克勒尔，铯的泄

漏量也达 20 万亿贝克勒尔”。鉴于核事故以及

污染物入海的严峻性，美国等国家开展了撤侨

行动。而对于已经处于恐慌临界点的日本民众

来说，美方撤侨行动被看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日本民众开始怀疑日本政府对安

全局势评估的准确性，出于对政府公布信息的

怀疑，民众中出现了恐慌情绪。① 与此同时，不

少国家 的 民 众 还 担 心 核 辐 射 是 否 会“漂 洋 过

海”。事实上，此次事件中的社会恐慌不仅体现

于“核恐慌”，还体现为“碘盐荒”———由于信息

不对称，中国民众甚至因此上演了“抢购食盐风

波”，并引发了广泛的舆论效应。
随着健康意识与环境意识的提升，公众的

风险感知水平大幅提高。面对污染事件可能导

致的健康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公众会选择“用

脚投票”。比如，出于对墨西哥湾溢油对海产品

和海洋环境的威胁，旅游者纷纷取消相关行程。
根据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

海岸的酒店报告，截至 2010 年 6 月，许多旅游者

都取消了饭店预订。虽然酒店纷纷削减房价并

提供优惠，但旅游者仍担心原油冲到海滩上而

取消假期。因此，该地区的旅游业收入水平平

均低于往年，甚至低于 2008 至 2009 年初金融危

机造成的影响。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估算，墨

西哥湾溢油事故在之后三年内造成整个墨西哥

湾沿岸旅游经济的损失可能超过 230 亿美元。②

在蓬莱 19 － 3 溢油事件中，公众对海洋和海产

品是否受到污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同样引起

了社会恐慌，进而导致海产品滞销以及取消旅

游行程等问题，这种担忧来源于现代社会的风

险感知。③ 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发生 1
年后，在阿拉斯加选择 13 个社区开展的调查发

现，溢油事件导致暴露人群产生焦虑性障碍、创
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以及抑郁等社会心理问

题。研究表明，溢油对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和

物理环境的影响同样显著。④ 当前，国内学术界

对海洋污染引起的社会恐慌和心理危机的实证

研究很少，亟待加强研究。

3. 4 影响社会稳定

在一定媒介的作用下，海洋污染事件不仅

会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紧张，还会导致社会

冲突和社会失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导

火索。
就海洋污染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途径来

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前述公众健

康受损和社会恐慌，容易成为引发社会动荡不

安的导火索。其次，海洋污染事件会诱发环境

抗争和社会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比如，美

国的海洋倾废曾引发民众的广泛抗议。毛达研

究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海洋倾废还

引起了与周边地区的矛盾，尤其是与旧金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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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① 再次，海洋污染事件会引起失业问

题，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比如，墨西哥湾溢油事

件后，大部分虾类捕捞水域被封锁。2010 年 6
月 2 日，近 23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相当于墨

西哥湾美国海域的 37%———都已禁止捕鱼活

动，禁渔令让从德克萨斯州到福罗里达州沿海

成千上万的渔民失业。② 失业本身就是困扰美

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而此次污染事件无疑加剧

了失业问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后，

当渔民因污染事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时，会成

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与耕作农民不

同，渔民的海洋养殖面积大，投入成本高，一旦

遭受重大污染事件，往往会遭受灭顶之灾，有些

渔民会“因污致贫”或“因污返贫”，由此会诱发

社会不稳定。

3. 5 影响国际关系

海洋已成为“大染缸”，容纳着各种污染物。

与此同时，海洋的流动性导致其影响范围逐渐扩

大，一国和地区的污染物会漂移到其他国家和地

区，由此可能影响边缘政治乃至国际关系和国际

外交，甚至导致国际纠纷等更深远的问题。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虽然没有演变成“外交

事件”，但从美国公众舆论和媒体的表现看，两

国关系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总统奥巴

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因此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压

力。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和英国是

最亲密的盟友，溢油事故不会影响美国和英国

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民众尤其是墨西哥沿岸居

民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反感很难消除。而有关国

际投资者甚至认为，围绕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

政治言论可能会对所有在美的英国公司造成声

誉损害，引发美国地方保护主义，并限制英国公

司投标美国的政府合同。③ 日本核泄漏事件同

样引起了外交纠纷。日本方面称，向大海排放

最高超标 500 倍的“低辐射浓度”废水，是为腾

出空间存放超高浓度辐射废水，实属形势所迫、
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日本外务省事后强调“已

经向各国通报”，但韩国和俄罗斯等国非常不

满，称“最早得到消息是通过媒体的报道，而非

日本政府的通报”④。此外，海洋污染事件还会

成为恶化边缘政治的导火索。比如，韩国政府

以福岛核泄漏事故为理由，严令禁止进口日本

水产品。可见，海洋污染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

政治和外交层面。

四、结 语

本文着重探讨了海洋污染事件的基本类

型、主要特征和社会效应。作为结论，着重强调

以下几点。
首先，海洋污染事件中的社会问题亟待深

入探讨。在环境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界对其中

的经济损失、法律关系以及管理机制等问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但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的社会冲

突等社会问题研究不足，而这些社会问题日益

严峻，并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因此，学界需要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其次，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亟待协

调。在海洋开发中，经济思维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虽然环境保护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成效并不

乐观。当前，海洋开发需要破除“陆地开发”思

维，警惕“大跃进式”的海洋开发模式，统筹海洋

开发与环境保护。
再次，海洋污染治理必须具有系统性思维。

海洋污染物主要来自陆地，因此不能就海洋环

境而论海洋治理。要“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当前，

根治海洋污染，需要加强陆源污染防治，并构建

陆海统筹的污染防治体系。同时，需要建立健

全海洋污染事件的预警机制，加强源头预防。
最后，预防海洋污染，需要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亟待加强海洋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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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层面预防并治理海洋污染。同时，需要建立

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国家海洋局已经印发了

《关于建 立 渤 海 海 洋 生 态 红 线 制 度 的 若 干 意

见》。关于这些制度，关键在于如何贯彻和实

施，而不能成为一种看似严苛的规范，更不能成

为一种随着时间和政策变化而可以随意更替的

政治口号或符号。

编辑 罗凤灵 龚 婷

A Study on Types，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Effects
of Ocean Pollution Incidents

CHEN Tao1

(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basic types，
major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effect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this paper makes investigation on the basic
features of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s，which are rooted in modernity，increasing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com-
prehensive effects． As for the social effects，public health damage，environmental struggle，social panic，social
instability and affec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the main dimension． The key of ocean environmental govern-
ance lies in coordination of oce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ocean pollution; typology; basic types; soci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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