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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思路探析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innovative ideas about China's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刘明明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硕士

自中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以来，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一系列海洋治理行动的实施

虽稍有成效，却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国

海洋环境保护迎来重大战略机

遇期。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国外

经验，以此探索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新思路，是建设“海洋强国”，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必由之路。

一、建立政府间区域海洋              

       环境治理机构
海洋生态环境的流动性和

整体性决定了海洋环境治理必

须坚持“陆海统筹”，将流域、河

口、海域纳入一个海洋区域，区

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

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散的管理机

构以及低效的协调机制亟须改

变。建立由生态环境部直属的区

域海洋环境治理委员会，由区域

内各地方党政一把手担任委员，

以专门立法规定委员会常务会

议及临时会议制度并赋予其一

定程度立法权，严格问责措施，

可很大程度提高流域内各地方

政府协调、配合、执行能力与责

任意识，避免“公地悲剧”。

二、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力度
公共信托理论下的社会公

众是当然的权利主体，社会公众

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理

论基础。公众参与表现在公众参

与决策和公众参与监督两方面，

要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公众参与，必须从普及海洋环保

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落实

听证制度，加强海洋环境信息公

开，拓宽公众监督渠道等方面入

手，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赋予相

关措施执行强制力。

三、督促相关企业

       自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资本的逐利性无法有效克

服，但将资本利益最优目标与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联结，则

可激发企业自觉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的原动力，动力类型包括正

向利益寻求与反向惩罚规避。为

沿海粗放型重工产业设置绿色

产业转型补贴或扶持措施，将企

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进行

公示以增加其商业信誉，可使企

业产生正向利益寻求动力；继续

提高民事赔偿与行政罚款数额，

严格刑事责任，并辅以常态化的

深入环保检查，提高企业违法机

会成本与被查处概率，可使企业

产生反向惩罚规避动力。

四、重视海洋科技的

       发展与利用
海洋科技的发展与利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现代化水平。重视海洋科

技研究与人才培养，加大关键领

域资金投入，是推动海洋科技

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技术发展

的最终归宿是利用，将海洋科技

发展的结果运用于海洋生态环

境立法、执法、司法，污染治理决

策，海洋垃圾处理，海洋环境修

复、监测与评估和海洋信息共享

系统与综合管理系统建设等方

面，可以大力提高中国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的现代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