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

一个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考察

崔 凤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是海洋污染日益

严重 ;二是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严重的经济损失、威胁人们的身

体健康、阻碍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发社会冲突等。而导致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一是陆源污染, 二是海

洋开发所带来的污染。要解决海洋环境问题,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海洋观;尽快完善海洋功能区划 ,合理

布局海洋产业;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促进海洋科技进步, 转变海洋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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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

海洋经济也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

与此同时, 我国海洋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境社会学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

其既要探讨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影响,也

要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对策。本文力图在描

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基础上,揭

示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影响,

并提出解决我国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状况

国家海洋局从 1989年开始每年公布 中国海

洋灾害公报 ,该 公报 除了风暴潮、海浪、海冰等

内容外,还把与海洋环境问题有关的赤潮、溢油等

看作海洋灾害。从 2000年开始国家海洋局每年

又公布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 全面介绍中国

海洋环境质量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历年的 中国

海洋灾害公报 和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对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海洋环境变迁情况做一个大致

了解。

根据历年的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和 中国海

洋环境质量公报 , 我们会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问题越来

越严重,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海洋污染日益严

重; 二是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所谓海洋污染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把物

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包括河口湾) ,以至于造

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资源、危害人

类健康、妨碍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

各种海洋活动、损害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美

观等有害影响∀。海洋污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海
水质量的下降, 其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赤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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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及其发生次数的增加、发生面积的扩大、损失

的上升。国家海洋局历年公布的 中国海洋灾害

公报 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大海域均发生过

赤潮, 而且赤潮的次数呈上升的趋势,并且持续的

时间越来越长、发生的面积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

失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 2000年以来, 情况更为严

重(见表 1、表 2)。

表 1 1989~ 2008 年我国海域赤潮发生次数情况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次数 12 34 38 50 19 12 4 4 8 22 16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次数 28 77 79 119 96 82 93 82 68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整理而成。

表 2 2000~ 2008 年我国海域赤潮情况

年份
次数

合计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面积(平方公里) 损失

2000 28 7 4 11 6 10000 # # #
2001 77 20 8 34 15 15000 约 10 亿元

2002 79 13 4 51 11 10000 2300万元

2003 119 12 5 86 16 14550 4281万元

2004 96 12 13 53 18 26630 # # #
2005 82 9 13 51 9 27070 6900万元

2006 93 11 2 63 17 19840 # # #
2007 82 7 5 60 10 11610 600万元

2008 68 1 12 47 8 13738 # #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 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整理而成。

海洋污染状况, 除了可以通过观察赤潮发生

的次数、面积以及造成的损失来了解之外,还可以

通过观察海水的质量来了解。根据国家海洋局公

布的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近几年虽然我国
近海大部分水域和远海水质良好, 但近岸海水质

量非常令人担忧。2005年, 我国海域总体污染状

况仍未好转。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

面积约 13. 9万平方公里, 基本维持在近年平均水

平,其中较清洁海域、轻度污染海域、中度污染海

域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约为 5. 8、3. 4、1. 8和

2. 9万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仍主要分布在辽

东湾、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江苏近岸、珠江口

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面积与 2004年基

本持平。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

酸盐和石油类。

海洋环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 # # 海洋生态环

境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也呈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在国家海洋局公布的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中
用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三个等级来监测全国海

洋生态基本情况。2005年国家海洋局监控了 18

个海洋生态区,其中呈健康状况的有 5个、呈亚健

康状况的有 7个、呈不健康状况的有 6个, 呈不健

康和亚健康的海洋生态区已经占到所有监控区的

72%(见表 3)。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基本状况是:海洋污染越来

越严重, 海洋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海洋环境

问题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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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5 年全国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

生态监控区 所在地 面积( km2 )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 健康状况 年际变化趋势

双台子河口 辽宁省 3000 河口 亚健康 基本稳定

锦州湾* 辽宁省 650 海湾 不健康 # # #
滦河口 # 北戴河 河北省 900 河口 亚健康 略有好转

渤海湾 天津市 3000 海湾 亚健康 略有好转

莱州湾 山东省 3770 海湾 不健康 基本稳定

黄河口 山东省 2600 河口 不健康 基本稳定

苏北浅滩 江苏省 3090 湿地 亚健康 基本稳定

长江口 上海市 13668 河口 不健康 略有好转

杭州湾
上海市
浙江省

5000 海湾 不健康 基本稳定

乐清湾 浙江省 464 海湾 亚健康 基本稳定

闽东沿岸 福建省 5063 海湾 亚健康 基本稳定

大亚湾 广东省 1200 海湾 亚健康 略有下降

珠江口 广东省 3980 河口 不健康 基本稳定

雷州半岛

西南沿岸
广东省 1150 珊瑚礁 健康 略有下降

广西北海 广西 120 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 健康 基本稳定

北仑河口* 广西 150 红树林 健康 # # #
海南东海岸 海南省 3750 珊瑚礁、海草床 健康 基本稳定

西沙珊瑚礁* 海南省 400 珊瑚礁 健康 # # #

* 为 2005年新增生态监控区。

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

海洋环境污染导致海水质量下降、赤潮频发;

海洋生态破坏导致海洋生物资源衰退、海洋生物

种类减少、海洋生态失衡。不仅如此,海洋环境问

题还会产生特定的社会影响。

第一, 海洋环境问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海洋环境污染对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影响是非常

直接的,其中海洋污染对海洋渔业造成的损失是

巨大的,例如赤潮灾害比较严重的 2001年就造成

经济损失约 10亿元; 2005年 5月 30日至 6月 10

日发生在南麂列岛周边海域的米凯伦藻赤潮,最

大面积约 500 平方公里, 造成养殖鱼类和贝类大

量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达 2400万元; 2005年 5月

31日至 6月6日发生在浙江洞头赤潮监控区及其

附近海域的赤潮,最大面积约 300平方公里, 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37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 2005年

全国共发生海洋渔业污染事故 91起, 污染面积约

4. 7万公顷,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4亿元, 其中特

大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在 1000 万元以上) 5

起。2005年 4月,装载 119574吨原油的葡萄牙籍

油轮!阿提哥∀号在大连新港险礁附近水域搁浅,

造成附近海域裙带菜、刺参等严重污染,评估天然

渔业资源损失达 4970万元。目前海洋环境问题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对海洋渔业的影响有统

计数字,而对旅游业以及其他海洋产业的影响和

海洋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统计数字, 估

计这方面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另外, 用于海

洋环境治理方面的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

以如果我们考虑到海洋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和用于海洋环境治理方面的成本,那么我国海

洋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海洋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

海洋环境问题除了造成经济损失之外,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也是潜在的、长期的并且容易被人们忽

略的。我们以赤潮为例。我国赤潮的发生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 不仅每年都有发生, 而且一年四季都

在发生, 并且赤潮已经由无毒向有毒发展。2001

~ 2005年,我国有毒藻类赤潮发生次数和面积呈

显著上升趋势(见图 1)。有毒赤潮的毒性会在海

洋生物体内积存,通过人们食用海洋水产品进而

影响人体健康,关于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118

2009. 2



图 1 2001~ 2005 年有毒藻类赤潮发生情况

第三, 海洋环境问题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猛,

2005年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已经占全国 GDP 的

4% ,且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可见海洋

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总体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但海洋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却直接威胁着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

已经使得我国传统海洋渔业发生了严重的衰退,

而且也正在威胁着其他海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近海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过度捕捞, 导致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使得渔民无鱼可捞,

近海渔业捕捞量下降。2004年,我国海洋捕捞产

量为 1451. 09万吨, 扣除远洋捕捞产量 145. 11万

吨,比上年减少 10. 56万吨,负增长 0. 8%。因此,

要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海洋环境

问题。

第四, 海洋环境问题会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社

会稳定。海洋环境污染对我国传统渔业的影响是

巨大的,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导致渔民收入下

降,因此,如何保持渔民收入稳定并有所增加,进

而维护社会稳定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国

是一个海洋渔业大国,海洋渔获量、渔船和渔民数

量都居世界首位,海洋渔业对促进我国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是, 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以

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所带来的我国传统

渔场面积的缩小,不仅直接影响到几百万渔业人

口的生产和生活, 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大

量渔船撤出传统渔场, 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洋

捕捞损失严重, 渔区经济出现萎缩。而捕捞量的

下降,会使我国水产品流通、加工、冷藏、运输以及

渔船网具制造、港口服务等与海洋捕捞业直接相

关的产业受到连带影响, 从而导致渔区劳动力就

业难度加大。大批渔船从外海传统渔场撤出, 又

会加大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冲击,对现有保护

近海渔业资源的政策带来影响。同时由于近海渔

场的拥挤,海上治安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海洋环

境污染导致的纠纷近年来有所增加,如果不能妥

善处理,将会引发社会冲突, 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海洋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近海生物资源的日益

枯竭,以及海洋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海洋已经

成为稀缺资源,导致各用海单位对海域展开争夺,

由此所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这对社会稳定也

必将产生影响。

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

海洋污染的日益严重引起了人们对海洋环境

问题的关注, 现在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即海洋污

染的主要原因:一是陆源污染(主要由沿海地区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致) ; 二是海洋开发所带来的污

染。而海洋生态破坏则是由过度、不合理开发造

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把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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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沿海地区工业化。我国沿海地区是全

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高度的工业化在给我

们带来高额工业产值的同时, 也产生了大量的工

业废水、废气和废物,而这些工业废水和废物的大

部分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或通过河流排入

了大海。2008年,全国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结果

显示, 8. 4%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 主要

超标污染物(或指标)为化学需养量、磷酸盐、悬浮

物和氨氮等。2008 年, 陆源排海污水总量 (含部

分入海排污河径流)约 373亿吨。2008 年, 对 28

条主要河流的监测结果显示, 由长江、珠江、黄河

和闽江等主要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依然保

持较高水平,主要污染物入海量约为149万吨。

第二,沿海地区城市化。我国沿海地区是全

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全国大约 60%的大中

城市分布在沿海地区。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

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 而这些生活污

水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

了近海。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 沿海地区大中城

市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大约在 60% ~ 70% ,其

中像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比较高,均超过 90%, 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很低。据调查,至 2004年底, 我国

沿海地区共有直排入海污染源排污口 643个,其

中工业污染源排放口 285个、市政生活下水口 151

个、城市综合污水排放口 87 个、污水河(沟、渠)

120条,共排入海域 224. 32亿吨污水。由此可见,

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是近海污染日益严

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 高污染的海洋开发活动。在传统上,以

捕捞为主的海洋渔业和以人力为主的海洋运输业

对海洋的污染和对海洋生态的破坏是极其有限

的,是海洋所能承受的。但日益工业化的现代海

洋产业却是高污染的。例如海洋运输业, 已经承

担着全国 90%以上的对外贸易的运输量, 对我国

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但是日益繁荣的海洋运输业

却带来了严重的污染: 一是运输船舶自身会向海

洋排入大量的废水和废物;二是每年都会发生一

些严重的事故对海洋带来污染。2005 年我国沿

海共发生各类船舶污染事故 115起,其中 50吨以

上的油类和化学品事故 3起。2005年 4月 20日,

!金太隆 2∀船在福建省晋江市围头湾南方 7. 8海

里处发生碰撞,约 380吨油品溢出。2004年 12月

7日, 巴拿马籍集装箱船和德国籍集装箱船在珠

江口发生碰撞, 其中德国籍船燃油舱破损, 约

1200吨燃油溢漏, 8日中午在海上形成了长 9海

里、宽200米的油带, 造成了我国近年来较大的一

次海洋污染事故。另外,海水养殖、海洋石油钻探、

海洋矿产采探以及其他的海洋工程项目,甚至是海

洋旅游业都会对海洋造成污染和对海洋生态造成

破坏。

第四,过度的海洋开发活动。过度的、不合理

的、非科学的海洋开发活动是造成海洋污染日益

严重、海洋生态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美国, 种

群得到开发的渔业生物种类有约三分之一已被过

度捕捞或正在被过度捕捞; 全世界范围内, 约有

25%~ 30%的被开发种类受到过度捕捞, 有 40%

被大量捕捞或被充分捕捞, 而这些被大量捕捞或

者充分捕捞的种类将几乎都会过渡到过度捕捞状

态; 中国海洋中,几乎所有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都

遭受了或正在遭受着过度捕捞, 大多数渔业生物

的生物量都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许多重要经济种

类成为或正在成为濒危物种。因此多数情况下,

过度捕捞是渔业资源崩溃的主要原因。∃ 过度的、

不合理的、非科学的海洋开发活动还表现在海洋

工程建设上。海洋工程建设作为海洋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近年来, 由于我

国海洋产业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开发

利用海洋资源的需求和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 各

类海洋资源开发工程和海洋空间利用工程建设越

来越多,如跨海路桥建设、围(填)海工程、铺设海

底电缆管道、油气开发、海底采矿、航道整治、海上

采砂以及建设人工岛等, 海洋工程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期。但是, 海洋工程建设的发展

在给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同时, 也带

来了许多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特别是一些不符合

海洋功能区划的开发活动, 使局部海域环境受到

严重损害,海洋环境质量不断恶化,造成海洋资源

的浪费和海洋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日益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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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 如不加以解决, 势必会影响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上述四个方面是公认的形成海洋环境问题的

主要原因, 但是, 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 造成海

洋环境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传统的海洋观和发

展观。就总体而言, 我国的海洋观念并不是很强,

在仅有的海洋观念中还存在着一些对海洋的片面

理解,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海洋无限论,

认为海洋用之不尽、取之不绝, 海洋资源永远不会

枯竭; 二是海洋万能论,认为海洋具有无穷的容纳

力, 是天然的、具有极强自我消解能力的!垃圾处

理器∀。这种片面的海洋观导致的结果, 一方面是

只知用海, 不知养海;另一方面就是把海洋看成最

廉价的、天然的垃圾场。而传统的发展观则只注

重经济增长,片面追求GDP,从不考虑环境与资源

的承受力。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导致的结果就是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一方面环境污染越来

越严重,另一方面资源趋于枯竭。我国海洋环境

问题的日益严重,可以说是与上述片面的海洋观

与发展观直接相关的。

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对策

随着海洋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人们开始积

极探索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对策。从社会对策方

面来看,以下几点应该重点考虑:

第一,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海洋观。有什么

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同样,有

什么样的海洋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海洋开发模式。

因此,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海洋环境问题, 就必须树

立和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和海洋观。所谓科学发展

观就是要以人为本,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

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这是根除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根本。

所谓科学海洋观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坚决

贯彻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实现海洋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人海和谐。

第二, 尽快完善海洋功能区划, 合理布局海洋

产业。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提高海域

使用效率, 遏制海洋生态恶化, 改善海洋环境质

量,国家海洋局于 2002年 9月 10日发布了 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 。海洋功能区划是我国海域使用

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依据,具有法定效力,必须

严格执行。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各地在发展和布

局海洋产业时,存在着违反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海洋环境问

题。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

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 将

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因此, 海洋功能区

划应该成为合理布局海洋产业的依据。各级海洋

行政部门应该根据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 加强审

批和检查,坚决纠正和杜绝违反海洋功能区划的

各类海洋开发活动。

第三,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力度。海洋环

境治理必须依法进行, 海洋环境保护法 已经施
行多年,但我国海洋环境恶化状况并没有发生根

本转变, 旧的污染源还没有从根本上清除, 新的污

染源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海洋环境执法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坚决贯彻

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 任何海洋开发项目必须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严厉处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海洋科技进步, 转

变海洋开发模式。海洋经济是典型的环境资源经

济,必然消耗海洋资源, 对海洋环境产生严重影

响,而且目前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粗放型

的, 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是其主要特征。粗放

式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对海洋环境资源的破坏极

大,要想从根本上治理海洋环境和保持海洋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

使海洋经济成为绿色经济, 这就需要加大对海洋

科技的投入力度。

∃ 赵淑江、朱爱意: 海洋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 海洋

开发与管理 200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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