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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渤海的资源现状，发现造成渤海资源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因素，提出了加大力度
治理污染，改善渤海生态环境；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从生态原则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土著种及生态位原
则、建设海洋牧场原则、休渔期与渔具优化原则、生态补偿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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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渤海是中国唯一的内海，多年前辽河、海河、黄

河等河流从陆上带来大量有机物质，虾、蟹及黄花鱼
等名贵海鲜相继盛产，中国渔业的摇篮和天然鱼舱
的美称被赋予了渤海。 如今渤海已没有一种鱼类、
贝类或蟹类能够形成规模，物种至少减少 ３０ 种以
上。 有关权威专家指出：目前，渤海底层的水生物资
源，只有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１／１０，许多鱼种濒临绝
迹。 面对资源日益枯竭的境况，如何更好地保证环
境承载力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笔者等研究的核心

所在。
2　渤海污染及破坏现状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人们在追求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一系列问
题出现了，如赤潮发生的周期越来越短，持续时间越
来越长，渤海污染已到了临界点［１ ～３］ 。 如果不及时
采取果断措施，有效遏止污染，１０ 年后渤海将变成
地球上第一个“死海”。 据审计署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发布
的枟渤海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结果枠表明，“十五”期
间，国务院各部门、１３ 市政府及辖区企业投入污染

治理基金 ３５１．１３ 亿元，其中建成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４６６．８ ×１０４ ｔ 的污水处理厂 ７８ 个。

通过表 １ 分析发现，不论是资金投入、工程项目
的完工率，还是完工项目投入的运营率都不同程度
地占到了一定比例，最低的占到大约 ２３ ﹪，最高的
将近 ８０ ﹪［４］ 。 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完全到位，如污水处理能
力不足、部分污水垃圾处理不达标、重点监控企业超
标排放等；第二，海域监管比较粗放，表现在海域整
体开发利用控制计划不完备，一些地方违法违规用
海问题突出，有的地方和单位对海洋倾倒废弃物的
管理比较薄弱；第三，部分资金征管使用不规范、使
用效益不高，海域使用金制度不完善。

表 1　“十五”及“十一五”期间污染处理情况
Table 1　Industrail pollution between the 10 th and

11 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项目 总数量
未有效

完成数

未处理项目

占总数量／﹪
“十五” 国务院各部门、
１３ 市政府及辖区企业（亿元） ３５１．１３
“十五”投入资金（亿元） ６３ １４．５ ２３
“十五”污水处理厂（座） ８６ ２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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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总数量
未有效

完成数

未处理项目

占总数量／﹪
“十一五” 污水处理厂（座） １４６ ７１ ７９
调查的污水处理厂 ５１ １８ ３５
重点监控废水排放企业 １８０ ４１ ２３
经济开发区（未设环保机构） ３４ １７ ５０
（未建污染集中措施） １５ ４４
数据来源：据相关资源整理
渤海的纳污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在充分利用的

同时，也应慎重考虑其可持续发展，使排放的污染物
不超过其环境承载力范围。
3　污染现状

近 ２０ 年，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跨跃式发
展，成为我国东部一颗耀眼的亮点。 直接恶果是经
济越发展，渤海污染越严重。 来自国家海洋局的监
测报告显示，渤海已有近一半的海域被污染的阴影
所笼罩。 目前，整个渤海水体中，一种或多种污染物
超过一类水质标准的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 ５６ ％。
其一些海域海底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
２ ０００ 倍。 如今，渤海已成为我国海域和内陆河流污
染程度最严重的海区之一。
3．1　赤潮与污染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大约有 ３０ ×１０８ ｔ 污水被
排入海，导致的严重后果———赤潮。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上半年渤海海域共发生赤潮 ８３ 起，累计面
积达３ 万多平方千米（如图 １ 所示）。 其中，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渤海还发生了两起大面积有毒藻赤潮。 不完
全统计，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在渤海发生的特大渔业污染
事故近 １０ 起，对渤海渔业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
害。 其中，２００５ 年渤海区渔业污染大小事故共
１４ 起，损失近 ２７ ９９８．２ 万元。

Fig．1　Number of red tide events in Bohai Sea

赤潮的发生，除了破坏海洋的正常生态结构和
海洋生物的正常生长繁殖、威胁海洋生物的生存，更
重要的是有些赤潮生物分泌毒素，当鱼、贝类等摄食
该区域内的生物时，会造成生物毒素在体内积累，人

如果不慎食用，就会引起中毒，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如有毒的米氏凯伦藻可以附寄在贝类及一些生物体

内，成为有毒性的生物及贝类。
3．2　石油污染的影响

据有关报道，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８ 日 ０６：４５ 时左右，韩
国藉货轮“西汉银河”号与中国藉货船 －金赣 ６ 号
在渤海海峡北隍城岛东部海域大约 ２１ 海里处（北
纬 ３８°２１′，东经 １２１°２３′）发生碰撞，导致中国藉船
“金赣 ６”号沉没，舱内所载燃料油大量外泄，造成渤
海海峡 ３１１．５ ｋｍ２

渔业水域严重污染，天然渔业资
源损失近千万元

［５］ 。 污染除了会致鱼类死亡或使
鱼类失去信用价值外，还会对渔业资源产生严重的
中长期影响。 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底为止，渤海不同区域共
建海上油田 １７ 个，平台 １８０ 多座，油井 １ ３００ 多个。
尽管在勘探、开采、运行过程中对油井采取了一些措
施，但不同程度地泄漏事件还是不可避免。 ２００８ 年
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共发现 １２ 起小型油污
染事件，较 ２００７ 年有所上升。

通过相关资料分析发现，除了个别鱼类产量稍
有上升外，其余种类皆呈下降趋势；鱼的体长变得越
来越小，体重变得越来越轻，这些情况的改变无不与
人类活动及环境的改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3．3　固体及液体废弃物的影响

重金属铅会干扰人的内分泌系统、造血系统、消
化系统、心血管系统，造成肝肾的永久损伤和诱发基
因的突变等等

［６ ～８］ 。 渤海地区每年工业生产至少
３ 万多吨铅被排放到水和空气中，造成了内陆地表
水、地下水和近海水体的污染。 位于山东莱州城港
路街道海庙后的金兴化工厂 （其前身是一个造纸
厂），每天从未间断地将大量污染物直排入海，刺鼻
的气味四处弥漫，堆成小山的化工厂废弃渣向地下
及海里渗透，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近年
来，当地恶性病发病率激增、糖尿病、癌症、肾病尿毒
症、心血管疾病及周身血管病变等时有发生；工业污
染造成的大面积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频发，给人们的
生命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给环境带来了相当
程度的影响。
3．4　围海造田的影响

渤海三面环陆，在辽宁、河北、山东、天津三省一
市之间，只有 ９ ×１０４ ｋｍ２

的面积，平均水深 ２５ ｍ，总
容量不过 １ ７３０ ｋｍ２ 。 沿岸水浅，特别是有河流注入
的地方仅几米深；东部的老铁山水道最深，仅８６ ｍ，
如今新的港口码头又在不断地建设。 ２００８ 年环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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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三省一市海洋开发用海总面积 １０３ ２５８ ｈｍ２，围海
造地 ２ １９６ ｈｍ２ 。 照此速度用海，也许过八九十年渤
海就不复存在，更谈不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除以上列举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的
作用，在此将不再赘述。
4　污染原因分析

从辽宁到河北，再由河北到山东，渤海的鱼虾越
来越少，这个天然的资源宝库正面临人类的蹂躏。
人类在充分享受渤海提供的宜人的气候、美味的海
产品及贵重的石油时，也应同时关注其资源承载力
的有限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1　污染物对生物资源的影响

１） 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在多个海域皆有分布
的海参，温带海区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主，生活
在 ２ ～４０ ｍ 深的海底，繁殖期在 ６ ～７ 月，具有很强
的再生能力。 因较高的经济效益，海参的养殖成为
人们的首选。 １０ 年前一个池可以养殖 ５ ０００ ｋｇ 海
参，因环境的变化，２００８ 年污染使池塘养殖户损失
惨重，有的居然颗粒无收。 经过查找原因发现，有些
工厂（如前文提到的镏金矿）为了私利，采取深埋水
管，在夜间排放污水。 在水量大的雨季，污水被冲入
养殖池，高浓度污染物导致生物死亡。

２）对生物产卵场及孵化场的影响。 不大的渤
海对虾产卵区域，过去约有大小河流 ４５ 条，附带大
量营养盐流入渤海，加上较好的软泥底质，接近比较
自然的条件，催生了大量浮游生物的生长及鱼虾的
产卵。 水质、深度、透明度、温度、饵料都非常适合繁
殖、适合于幼体在此生长，渤海被誉为生物的摇篮。

近年情况已今非昔比，据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调
查，１９８３ 年渤海鱼类有 ６３ 种，２００４ 年渤海鱼类只有
３０ 种，带鱼、银鲳等几乎绝迹。 追根溯源，由于周边
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农药和化肥等主要的工业污
染源使其靠近河口、岸边的区域反而成了污染的重
灾区

［ ９］ 。 据 ２００８ 年海洋环境公报，２００３ 年未达到
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 ２．１ ×１０４ ｋｍ２，占渤海
总面积的 ２７．３ ％，较 ２０ 世纪末有所增加，中度和重
度污染的区域面积也比 ２００２ 年增加。 海水质量基
本为四类或劣四类，４０ ％的海域沉积物质量劣于三
类标准，海洋生物普遍受到污染。

此外，船舶、石油的滴漏、海上石油开采，养殖产
品的添加剂等也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破坏了生物的栖息环境。

4．2　围海造田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围海造田给渤海的生态环境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 建港筑坝、围海造田，生物的产卵场及
生存环境被破坏。 另一方面，由完全填海建成的电
厂，其排出的废水温度超过了海水温度，生物原有的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１０］ ，影响了生物资源的有序发
展，如容易造成产卵早，成活率特别低等。
5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在考虑渤海环境承载力评价指
标（主要包括压力类指标———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人口发展；承压类指标———资源总量、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科技潜力发展水平、环境容量；区域交流类指
标———产品交换）的情况下，笔者等认为渤海资源
要达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5．1　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原则

对改善渤海生态环境，从国家到地方皆有较完
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中不再赘述。
5．2　公众参与原则

渤海沿岸有 １３ 个城市，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
管理涉及渔业、盐业、农业、航运、石油、旅游、工业等
多个行业，海洋、环保、交通等管理部门及三省一市
的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皆具有一定的关联指导。
如何解决渤海跨地区、跨部门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
多个领域的统筹协调，以达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
２００８ 年国家出台的枟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枠中，把
保持环境承载力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重中之

重，试想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要想完成任务谈何容
易。
5．3　土著种及生态位原则

大米草、福寿螺及贻贝的引种给人们的教训至
今记忆犹新。 根据生态位原理，选择合适的技术、合
理的放流苗种，以达到充分利用多营养层次、协调整
个生态系统的目的，笔者等认为投放土著种应成为
首选。 人工增殖放流，在黄渤海区域大约有 ２０ 多年
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增殖放流缓解了渔民无鱼可
捕的尴尬局面。 国家对此非常重视，２００９ 年中央财
政投入 １ 亿元对渤海生物资源进行养护，并针对有
些项目做了较详细的分工。 加强了对放流品种和苗
种培育管理，确保生态安全。
5．4　建设海洋牧场原则

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为了提高某些经济
品种的产量或整个海域的鱼类产量，以确保水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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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二是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
重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生态渔业。 我
国海洋牧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借鉴国外
此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美国等
的经验，从而达到渤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5　完善休渔制度，优化渔具原则

实践证明，海洋伏季休渔可以使鱼类有更多的
休养生息机会，渤海的休鱼期也由原来的 ６ 月 １６ 日
提前至 ６ 月 １ 日，以减少海洋生物资源的总捕捞强
度，这一做法是我国现阶段行之有效的资源养护措
施。 此外，各地还加大了对电、炸、毒鱼等非法作业
方式的查处力度，限制网具的口径等，加大水生野生
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力度，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6　生态补偿原则

海洋环境是一种资产，从生态价值论，生态系统
的服务价值具有存量价值与流量价值，使用需要付
费。 对于占据大量海域的企业，由于其破坏了鱼类
产卵、生长的栖息地，企业理应从获取的利润中提取
一定比例的资金搞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建设，为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加强资源的
资产化管理，强化生态补偿的力度尤显必要。

综上所述，不论资源多么丰富，人们也只有在其
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才有可能

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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