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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岸带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其丰富的矿产、油气、生物、风能、波浪能、潮汐能、港
址、土地等资源潜量及其在交通、水土、能源、信息、空间方面存在的优越性和可塑性，自古以来就
为人类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岸带地区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
它们是世界上主要的港口所在地，是人类和动物消费的鱼类、贝类和海藻的主要来源地，还是大量的
化肥、药品、燃料及建筑材料的生产地。
因此，海岸带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大厦。
目前，全世界6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0km以内的海岸带地区。
同时，海岸带是陆域与海洋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过程相互依赖和作用的区域。
在陆一边，海岸带几乎是世界上2／3人口的家园，人们在此进行社会一经济和生产活动。
在海一边，陆架和海岸带是约95％的海洋鱼类、无脊椎动物和藻类生产力的来源，是全球重要的生物
多样性库。
它们不仅吸引了亿万旅游者进行游憩活动，也是海洋石油、天然气和风能的储藏地，海洋运输和海洋
渔业的基地，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所。
该区域内一系列利用和保护需求之间的冲突使其成为一个问题与潜力同在的地带。
鉴于资源丰富的海岸带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带，其开发利用与水利、交通、电力、农垦、水产、轻工
、化工、旅游、国防等有密切关系。
各部门之间常常产生矛盾，如水利建设和交通之间的矛盾、农垦与水产养殖之间的矛盾、用海造田与
水产养殖和港口航道之间的矛盾等。
随着全球人口剧增，陆地生存空间、陆地资源、环境的不断耗竭与恶化，人类已进人了开发海洋的蓝
色文明时代，海岸带作为开发海洋的重要基地，已不单纯处于经济的考虑，更涉及社会、政治、军事
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协约的不问断谈判与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海岸地区的生态
、经济、社会诸多问题尤为突出。
中国的海岸线绵长，大陆岸线从辽宁的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总长18000多千米。
众多的岛礁，星罗棋布于4。
N的曾母暗沙至41。
N的双台子河口间的辽阔海域，岛屿岸线总长14000多千米，海岸带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三个气候
带。
大部分岸段，冬无严寒，夏少酷暑，港口不冻，四季通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
中国土地总面积960万km。
，拥有海岸线的沿海省市有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这14个近海省市土地总面积130.4万km。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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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入手，以具有极为复杂人—地关系的海岸系统为对象，尝试性地研究其
中强烈的人文活动和自然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的方法论与工具；阐述海岸系统中的资源利用
与管理战略，策略问题与发展趋势；系统分析侧重于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全球海岸带资源管理
理论和工具，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法律工具；重点阐述生态系统水平上的海岸带生态一经济一社
会效应评估方法。
本书具体采用水生生态系统建模工具、海岸剖面分析模型技术，以及作者研发的渔业生态系统健康标
准和海岸带管理多用户在线交互工具，结合社区调查与意愿分析法，形成生态系统水平上的海岸带生
态一经济一社会效应评估工具。
反映侧重于渔业资源管理的海岸系统自然与人文作用之间的反馈机制。
从而达成允许海岸带多个利益相关方在多目标和多准则下实现对海岸系统协调综合管理的目标。
本书可供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地学各分支领域和海岸带地区资源与环境的
规划、开发、管理的政府行政人员、执法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和
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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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时间里，我国海洋捕捞量持续增长。
从1997年开始，海洋捕捞量一直稳定在1400万t左右。
而据专家估算，我国近海渔场渔业资源每年可捕捞量约为800万t。
长期巨大的捕捞量是以捕捞幼鱼资源和营养层级低的劣质鱼种实现的，这种捕捞已经导致了渔业生态
系统难以恢复的严重退化。
这种退化表现在渔业资源数量结构上为主要鱼类个体变小，低龄鱼比例增加，鱼类性成熟提前，渔业
资源已经变成低层次和低营养级。
传统经济鱼类在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营养结构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关键物种数量锐减必然会影响到整个
海洋生态系统中其他种类的组织结构。
由于渔业资源的明显退化，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工作，采取了各种
养护渔业资源的措施，以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先后建立了各种禁渔期、禁渔区、保护区和休渔制度，取缔有害渔具渔法，限制网目尺寸和幼鱼比例
。
我国早在1979年就开始实行了捕捞许可制度，限制捕捞强度的盲目增长，并从1987年开始实行渔船马
力控制指标政策。
从1995年起，中国实行新的伏季休渔制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使得部分资源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恢复。
然而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局面仍未改变，再加上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如何在发展海洋渔业的同
时使得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已成为当前海洋资源开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课题。
3.1.2海洋保护区效益模拟分析现状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将开发海
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更进一步加快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然而这些活动在带来较大
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因此，人类急切需要寻找一条能够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于是，根据海洋区域环境特点，结合当前海洋生态资源实际，建立类型齐全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就成
了目前保护海洋生态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它是一项旨在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制
度设计，并可作为海岸带管理的基本工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
近年来，海洋保护区作为一个渔业管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结构保护和特殊海洋生态系统保存的
有效工具已经获得了各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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