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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实现,文章综述国内外相关领域

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研究共识和拓展空间,分析目前研究“瓶颈”并提出展望。研究结果表明:

国内研究从整体上得出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指向一致的结论,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

出使相关研究的哲学根基发生根本性变革;国外研究普遍肯定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海洋环境保护

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深度探讨二者存在矛盾的观点成因,其中公

共信托理论和环境成本分析是其重要理论创新;在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的论

证过程中,国内外研究均认为科技和制度等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研究均存在正面例证

有待充实、行业研究成果呈点状分布、理论成果有待实践和理论与实践互动回应缺失等问题,在未

来的研究中亟须全面和深入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后的正面例证、在行业研究中拓展全局化

和垂直化视野以及联动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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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istencyofInterestPointingBetweenMarin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

Areviewofdomesticandinternationalliteraturebasedon
thecontextofdevelopmenttransitionduring197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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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chool,Fuzhou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coordinatedrealizationof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

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andeventheworld,thispapersummarizedtheempirical

research,theoreticalresearch,researchconsensusanddevelopmentspaceinrelevantfieldsat

homeandabroad,analyzedthecurrentresearch“bottleneck”andputforwardtheprospe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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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showedthatthedomesticresearchhaddrawntheconclusionthattheinterestsofmarine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wereconsistent,andtheconceptof

LifeCommunityhadfundamentallychangedthephilosophicalfoundationofrelatedresearches.

Foreignresearchesgenerallyaffirmedtheconcep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interaction

andinterdependencebetween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nationaleconomicdevelop-

ment,anddeeplydiscussedthecausesof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two.Amongthem,public

trusttheoryandenvironmentalcostanalysiswereimportanttheoreticalinnovations.Inthe

processofdemonstratingthattherewa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marineenvironmentalpro-

tectionand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ersbelievedthatscience

andtechnologyandinstitutionshadplayedanimportantrole.Atpresent,thereweremanyprob-

lemsin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es,suchaspositiveexamplestobeenriched,industrialre-

searchresultstobedistributedindots,theoreticalresultstobeputintopracticeandlackofin-

teractiveresponsebetweentheoryandpractice.Infutureresearches,itisurgenttocomprehen-

sivelyanddeeplystudythepositiveexamplesaftertheturningpointofEnvironmentalKuznets

curve,expandtheglobalandverticalvisioninindustryresearch,andlinkdomesticandforeign

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

Keywords: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arineecologicale-

conomy,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LifeCommunity

0 引言

地球上海洋和陆地的面积比例约为7∶3,鉴于

陆地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海洋经济

的发展潜力,海洋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海洋21世纪议

程》提出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且
陆地资源短缺情况较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进而指出

有必要把眼光转向海洋以及向海洋要生产和生活

空间[1]。

不少学者认为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

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种观点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EKC)的前期特征,即海洋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

逐渐恶化,多见于发展中国家和崛起阶段的发达国

家。然而此种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观察和研究并不

能否定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利

益指向一致性。

1 国内研究

1.1 实证研究

1.1.1 地区研究

地区研究的对象包括各沿海地区,其中以山东

和江苏等海洋大省为研究热点,此外也有针对环渤

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地区研究,亦不乏针

对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研究[2-4]。

在地区研究中,运用SWOT分析、综合指数分

析和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多数学者得到的研究结

论为:当前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处于EKC的前半

段,高环境负载率的沿海地区与海洋经济发达地区

高度耦合[5]。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得到的研究结

论为: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虽有矛盾,但

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胁迫达到一定程度后

有所缓和[6],此种现象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往往通过

科技和制度等因素的介入得以实现[7-9]。

1.1.2 行业研究

以行业(领域)为对象展开的实证研究亦不在

少数,从大类上可分为海洋生态、海洋渔业和海洋

能源,细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渔业、旅游(滨海旅

游、海岛旅游和游艇产业等)、石油天然气、土地(以

海景房为代表的房地产等)、水沙和珍稀资源(珠宝

和美容成分等)。

在行业研究中,学者们认为海洋蕴含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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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效益,且多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为前提,生态退化必将制约海洋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海洋领域同样适用[10],即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

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提出为海洋环境保护

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实现,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势在必行[11];而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科技和制度因素必不可少。科技因素宏大而包

罗万象,在此不作深述;制度因素的研究热点为海

洋生态补偿制度,包括海域产权、海洋生态足迹和

海洋生态赤字预警机制等子制度[12-14]。

部分研究以围填海和海水养殖等项目对海洋

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对象[15-17],提出

围填海等项目在带来短期经济利益的同时或将导

致长期资源衰退,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海

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性提

供反面例证。

很多研究直接选取相应指标和模型,建模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程度,或直接

评价其可持续发展能力[18]。此类研究往往不止步

于建模分析后得出的参数和结论,而是注重结论评

析以及针对反映的问题给出对策。

1.2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可大致分为政治理论、工具理论和学

科理论,以文献分析(如文献计量分析)为典型研究

方法。

在政治理论方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研

究热点,强调发展模式的绿色和低碳转型,提出将

海洋生态作为要素纳入分配体系,可避免无偿使用

以及造成更大的生态裂缝[19]。除法律制度和分配

体系外,倡导认知和建立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命共同

体理念在海洋方面体现为人与海洋荣损与共,具体

路径为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和经略海洋[20]。

在工具理论方面,能值理论是近年来学术研究

的重要工具理论,学者们多借助能值理论开展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率评价和综合分析[5,21]。

在学科理论方面,海洋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热

点,相关代表作为陈东景编著的《海洋生态经济模

型建构与应用研究》。该书运用数理经济学等方法

揭示经济发展引起的主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变

化特点并探究其原因,兼有分析经济发展对海洋生

态补偿的影响,进而探讨海洋生态与经济协调健康

发展的对策。此外,有学者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学的

学科体系,从理论和应用2个方面划分海洋生态经

济学的二级和三级学科,并进一步探讨其发展趋

势,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颇有裨益[22]。有学者

以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视角,探讨其对海洋

资源配置的指导价值,进而提出海域产权分离机

制,并构建清晰、排他和可转让的海域产权结构,以

期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23]。

1.3 研究共识

目前国内大多数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仍处于EKC的前半段,但随着科技和制

度等因素的介入,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胁迫

程度有所缓解,部分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甚至出现正相关。虽然海洋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相关性数据存在反复现象,并不完全与

EKC相符,但从整体上可得出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

经济发展利益指向一致的结论。不少学者提出海

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

动发生,因此科技和制度等因素均应引起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究发展背后的哲学根基

变革为既有和推进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从

早期的集中力量发展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在

发展理念、方式和效率方面有所改良,但其哲学根

基未发生根本性变革,逻辑前提仍是人类开发利用

自然,而变化在于为人类更好生存而优化开发利用

方式。及至近年来我国提出生命共同体理念,相关

研究的哲学根基方发生根本性变革,即其他生命和

自然的存在不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皈依。此种哲学

根基变革的效果虽未立竿见影地显现,却对国内相

关法制建设和研究产生春风化雨的影响。

1.4 拓展空间

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不同,不同学

者对相同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评价不一甚至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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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且对于EKC前半段往往有数据支撑,而对于

EKC后半段则缺乏数据支撑而多为推论,或参照其

他国家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协同实现的

经验。因此,不少学者将笔墨重点放在海洋环境保

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上,而在转折到二者

利益指向一致的结论时缺乏坚实的逻辑推演,有迎

合EKC之嫌,难称逻辑自洽和严密。此外,在协调

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部分研

究提出的路径有生搬硬套法律制度的嫌疑,如提出

建立清晰、排他和可转让的海域产权结构,但未关

注由海洋流动性决定的海洋公共性特征,亦未阐释

如何实现清晰、排他和可转让。

2 国外研究

本研究以美国法律数据库HeinOnline、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和世界银

行报告等作为资料来源,分析国外研究状况。

2.1 实证研究

2.1.1 地区研究

在沿海州(市)层面,鉴于 HeinOnline数据库

以美国沿海地区为主的属性,既包括广泛意义上的

美国沿海湿地,也包括奥尔良市等沿海市级行政

区,但主要研究对象和热点为包括路易斯安那州、

加利福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在内的沿海州级

行政区。相关研究关注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对沿

海州(市)的影响,为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

发展的公共利益,要求加强沿海土地管理。在美国

沿海湿地规划和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城市和工业健

康发展的问题上,公共信托的司法应用作为创新制

度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前景,该制度要求国家和公

众重视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信托利益与国家经济

发展的平衡。

在国家层面,研究热点包括中国、巴西和俄罗

斯等国家。例如:中国包括海洋能源在内的清洁能

源工业投资将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在全球绿色增

长中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24],为海洋环

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性提供正

面例证。除针对单个国家外,很多研究从经济学视

角出发,在环境保护、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等方面进

行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

在区域层面,对北极地区海冰消退和溢油污染

的关切涉及环境保护与航行利益的一致性;亚太地

区环境与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因此不能忽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没

有充分环境保障措施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环境恶

化,且往往是大规模的环境恶化[25];欧洲的环境灾

害事件表明,环境和经济是一体的,各国须合作阻

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6]。

在全球层面,2021年IPCC报告指出二氧化碳

等气体的排放除导致全球变暖、冰川消退和海洋酸

化等外,还导致极端高温、干旱、极端寒冷、强降水

和热带气旋等现象的发生,全球海平面上升导致洪

水等极端海平面事件频发;沿海地区集中全球大量

人口和经济活动,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洋灾害将使人

类遭受严重威胁和实际损害;全球变暖导致的洋流

变化(如大西洋暖流减弱)将导致区域天气模式和

水周期突变,对欧洲形成严峻挑战。为保障人类生

存和发展,2021年IPCC报告提出通过限制累积二

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缓人类引起的

全球变暖,进而保护海洋和陆地环境,最终保全人

类文明和经济[27]。世界银行同样注意到严重洪水、

干旱和风暴等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将影响粮食价格、

粮食安全以及人类健康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气候变

化将不成比例地影响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此

外,根据世界银行的调研,中低收入国家每投资1美

元用于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可产生4美元的

收益,足见环境保护对于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性。基

于此,世界银行强调将气候与发展相结合,并于

2021年推出新气候变化行动计划(CCAP),通过投

资低碳和有复原力的发展项目、改良革新基础设施

以及推动能源转型等措施,助力国际社会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减轻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对洪泛平

原和沿海地区的影响,帮助各国更好地将气候承诺

与发展目标相联系,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以及改善发

展成果[28]。此外,有学者通过逐步论证建议政府和

公众关注并努力弥合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之间的

文化鸿沟[29]。

2.1.2 行业研究

海洋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海洋生物资源。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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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沿海地区居民的维生方式,在海洋环境保护

和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中备受关注。研究热点包括

对商业和休闲渔业中具体物种(如濒危鱼类、海洋

哺乳动物和海龟)的保护立法历史和拨款情况,通

常以特定地区(如大西洋、墨西哥湾、夏威夷和哥伦

比亚特区)作为海洋保护区展开研究,保护手段包

括立法和建立基金会等。

有学者提出海上石油运输是环境危险作业,溢

油事故造成的石油倾倒和扩散严重威胁海洋生物

和海洋环境,渔区的永久性丧失以及度假区和海滩

经营者的收入损失将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反面例

证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利益指

向一致性。此外,每个大西洋国家都有关于石油污

染责任的立法,但立法既不协调也不整合,立法机

关须在反石油污染立法上有进一步的作为,这也是

国家发展的重点[30]。

此外,环境影响评价是为开发利用活动提供指

导和监测的重要手段。有学者认为尽管环境影响

评价可能推迟项目建设进度,但不顾环境而径自开

发注定是短视的;如果决策者能在其决策过程中更

早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错误就会被更早地发

现,从而形成更完善的经济决策[31]。

2.2 理论研究

2.2.1 法律规则

在国际公约方面,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为典型。《公约》因对海洋权益具有

广泛且权威的规定,被誉为“海洋大宪章”,享有长

盛不衰的研究热度。有学者通过解读《公约》的具

体条文,提出《公约》将可持续发展原则应用于海洋

环境并使各国从中获益,即通过可再生和不可再生

资源实现经济利益[32];虽然过度捕捞仍然严重,但

沿海地区栖息地的破坏是渔业资源减少的主要因

素之一,因此须核算环境资源的全部价值并充分反

映环境成本,明确制定和执行相关社会和经济政

策[33];缺乏监测和执法使西非沿海遭受非法捕捞之

害,从而破坏生态系统和居民生计,因此建立监管

机制和海洋保护区对于海洋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

发展是必不可少的[34]。

在美国国内立法方面,研究热点包括海洋环境

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专家意见和行业标准

等。部分研究建议在海岸带管理法修正之际将平

衡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纳入,如保护生物

栖息地、文化、历史、风景和科学资源,通过改善水

质保障公众的亲海权利以及尽量减少大规模农业

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部分研究吸纳海洋生物

学家等专家的意见,表达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关注,

通过监测控制海洋环境污染,进而保全海洋生物及

其带来的经济效益。部分研究涉及海洋卫生设备

标准,如禁止任何船只将任何污水排放到明尼苏达

州边界独木舟区的水域中。

2.2.2 经济事实

采用经济学视角可清晰呈现海洋环境保护与

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性。有学者认为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安全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维持资产

基础的价值和保护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阈值,并从经

济学视角分析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对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分配制度和科技对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35],这与国内研究成果略同。有学者指

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根源是信息稀缺以

及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但这并不构成否认海洋环境

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利益指向一致性的正当

理由,而信息共享、国际合作以及长期和短期规划

相结合或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2.3 研究共识

国外研究普遍肯定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认识到

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和相

互依存的关系,且海洋环境保护是符合国家长远利

益的选择,其中海洋生物资源和沿海居民生计是国

外研究的共有关切。相比国内研究的证成努力(从

正面或反面论证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

利益指向一致性),很多国外研究采用经济学理论

深度探讨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矛盾

这一观点大有市场的成因。在海洋环境保护与国

家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的论证过程中,国外研究认

为科技和制度等因素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国内研究

成果相一致。在应对措施方面,国外研究共识为通

过国际合作、立法修正和财政拨款等方式支持海洋

环境保护,同时助益国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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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托理论和环境成本分析是国外研究对

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洞见。公共信托理论

主张将海洋视为公众及其后代的共同财产,政府只

是代为托管,因此须以长远利益和利益放大的目的

行事;环境成本分析主张政府和企业应将环境成本

计入生产成本,而不能对实际发生的环境损耗视若

无睹。这些理论的运用都有利于海洋环境保护与

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实现。

2.4 拓展空间

有学者通过已实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

发展高度协同的国家(如新加坡)提供正面例证,但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且最终解

决方案是财政拨款,其目的虽为实现海洋环境保护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平衡,但手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

意味着经济消耗,此类论证也许能获得环境保护主

义者、海洋生物学家以及渔民等利益相关者的认

可,但对于主张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相矛

盾的群体而言却不具有逻辑说服力。此外,由于聚

焦点过于具体,相关理论和方案的可行性受到质

疑,即是“因地制宜”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国外理论研究更多地注重以《公约》等为对象

的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同样关注具体地区和行业,

与国内研究各有千秋;但与国内研究相似,亦未关

注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鲜有学者开展理论结合

实践的深入探讨。理论与实践的衔接具有难度,但

并不能减损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孤立的理论会

因无法得到实践检验而沦为“纸上谈兵”,而实践往

往因过于具体而无法提炼成能够广泛应用的实践

性理论。

3 研究“瓶颈”和展望

3.1 研究“瓶颈”

3.1.1 正面例证有待充实

既有研究在横向(地区)和纵向(时间)上均有

相当数量的正面例证。在横向上,新加坡的“花园

国家”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

洋环境治理和绿色金融发展以及世界银行关于中

低收入国家的报告数据等,为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

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提供正面例证;在纵向

上,部分发达国家符合EKC的发展过程,包括中国

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过投资海洋绿色产业等实际行

动展示对海洋生态经济的信心,均为海洋环境保护

与国家经济发展互益的良好注脚。

然而既有实证研究中也出现大量反面例证。

在横向上,就国际社会而言,IPCC和世界银行更多

地提出海洋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受限的警醒,虽作

为反面例证证明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之

间存在利益指向一致性,但往往不够直观和鲜明,

不如正面例证引发的趋利效应更加自发且显著;就

国家(地区)而言,既有正面例证的体量较小,整体

呈现“孤证不立”的困局,易引发经验难以迁移的质

疑。在纵向上,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和地区

正处于EKC的前半段即以破坏海洋环境为代价换

取经济发展,或刚刚达到转折点即经济发展对海洋

环境保护的胁迫作用减弱,无法否认这是对未来的

合理预测,但其作为例证的确定性存疑且说服力

欠缺。

3.1.2 行业研究成果呈点状分布

根据人类目前对海洋的认知和开发利用程度,

行业研究成果集中在渔业、能源和旅游等与国家经

济和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主流领域,条分缕析且具

象翔实。然而这些行业研究往往依托于局部海域,

且以行业大类下的子类甚至子子类为对象,甚至具

体到特定的物种或能源,即在时间、空间和类别的

三维中各自选取某个点展开研究,其交织到一起后

便成为全局中零星散布的点;众多点的散布和联结

固然提供“管中窥豹”的可能性,但最终的“足见一

斑”亦建立在人类现有认知和经济兴趣的基础上,

所关注的更多是于人类有益的物种和能源,而无法

联就“万物”的谱系。既有行业研究务实且清醒,随

着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或将呈现包容

景象。

3.1.3 理论成果有待实践

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指向一致

性的既有研究为国家制定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政策

提供科学论据,既从功利主义角度证成包括世界银

行气候行动在内的投资项目,又以具象形式阐释生

命共同体的哲学理念,兼具理论推广和实践证成的

复合型优势。总体而言,国外理论研究偏好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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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既有理论的分析更细致;而国内理论研究偏

好理论构建和框架,对既有理论的分析更深入。然

而理论成果如何付诸实践是国内外的普遍顽症,部

分研究提出的立法建议或学科构建的实践路径有

待探究。

3.1.4 理论与实践互动回应缺失

海洋生态经济是体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

济发展正相关的绝佳领域,世界银行等关注和投资

的绿色经济以及中国等贯彻的绿色发展战略同样

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极好例证。部分研究关注理

论与实践的互动回应并加以调研,但仍存在“实证

研究实证、理论研究理论”的“山头隔绝、桥缺路少”

现象。理论与实践互动回应的缺失或将无法很好

地反映现实世界中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

的真实联系,同时阻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指导

实践的研究。

3.2 研究展望

3.2.1 全面和深入研究EKC拐点后的正面例证

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等导致经济

损失,此类反面例证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意义,但

对于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利益

指向一致性的证明力不够直接和有力。更为严重

的是,一些“装睡”的国家和地区即便在思想上接受

反面例证的启发,而在行动上仍可能依循短视而速

利的路线,最终导致海洋“公地悲剧”的发生。世界

银行等组织将气候行动计划置于重要地位且投资

巨大,但仅凭单个组织的力量对抗粗放型和消耗污

染型发展方式是杯水车薪。基于此,深入研究和解

读正面例证并提供可行路径尤为必要。国内研究

不应囿于对国内沿海地区和海洋产业的研究,在未

来的研究中可关注已实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

济发展初步协同甚至高度协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正

面例证,同时将反面例证作为对照组,以科学和直

观的方式展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

的正相关,并深挖正面例证和反面例证背后的成

因,以期为反面例证的发展提供明晰路径。

3.2.2 在行业研究中拓展全局化和垂直化视野

既有行业(领域)研究呈零星散布的现状,这种

现象对重点行业的启发意义巨大,但未能很好地回

应生命共同体理念中“万物不以人类利益为皈依”

的思想。海洋的流动性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海洋

方案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应关注其公共

产品性能;应重视行业研究的全局化,如由局部海

域拓展到某个大洋,这一过程既能保留本土性和因

地制宜的优势,又能兼顾全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

关切如以当前的经济价值定位和喜好为准则,那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此种定位和喜好将

使人类付出短视的代价,因此尽可能拓宽保护范围

与仅保护经济价值高的物种相比更值得付出研究

努力;应重视行业研究的垂直化,如由某种鱼类拓

展到其所属的种、属、科、目、纲、门、界。此外,统筹

型的大范围研究须有大量人力和财政资源支持,离
不开政府、国际社会和大型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3.2.3 联动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联动,虽
然统筹既有优秀研究成果并非易事,但国内外学者

对彼此研究成果的交流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

持有者之间的关切对于研究进步非常必要,国内外

理论互鉴以及在生态经济学方面的认知交流尤为

重要。国外的“经济人”假设和资本主义可持续开

发利用逻辑易于理解且极具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

色彩,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将环境

成本经济化和可视化的理论在政策制定和落实上

的可操作性强且易于核算。而近年来包括中国倡

导的生命共同体在内的理念逐渐显示出政治生态

观上的先进性和启发性,即在生态哲学理念上认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以万物对人类的价值而定义

其价值,不以长期利用和消耗为终极目的。当然,
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国内外生态哲学上

的分歧应为彼此提供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使当前的

海洋环境保护在实践中行稳致远。为此,国家和地

区应畅通政策和意见的形成和表达机制,这是突破

理论指导实践“瓶颈”的必要举措。例如:不少国家

已经开始尝试将海洋环境成本计入产品成本,但政

府作为海洋公共信托理论的执行者能否为了长远

利益而牺牲眼前政绩则有待法制的运行和保障,包
括但不限于立法理念的改良和司法实践的智慧。

4 结语

在地球这个蓝色星球上,海洋以浩瀚无垠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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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生命并包含无限的潜力,其丰富的生物资源、

重要的能源矿藏和巨大的观光价值对人类及其子

孙后代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在资本主义“支

配-从属”的格局下,工业文明时代的“拥有-利用-
保护”逻辑一度从功利和实用主义视角为人类社会

提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此种视角亦承认

海洋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性。

当前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倡导生

命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更具远见的可

能性。此种共生逻辑不仅以科学论证环境与经济

之间的利益与共,而且体现我国古典文化智慧———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仅见于人与人的关系,而

且见于万物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处于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背景下,论证海洋环境保护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指向一致性不仅是为生命

共同体理念背书,而且是以科学指导和实践通达小

康社会的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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