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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海大海洋生态系（ＹＳＬＭＥ）滨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的中转站和越冬栖息地，对利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

路线的候鸟至关重要。 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和韩国都开垦了大量的滨海湿地，因此生境丧失被确定为对 ＹＳＬＭＥ
的一个重大跨界威胁。 为缓解这一跨界威胁，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二期项目在其战略行动计划中提出数项管理行动计划。 同时，
旨在 ２０３０ 年前保护 ３０％的海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３０３０ 目标）也得到了通过。 因此，重点介绍了中国和韩国在湿地

保护法律法规、滨海湿地保护地建设、公众意识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进展，并简要介绍了朝鲜的滨海湿地保护情况，为更好地

解决滨海湿地丧失这一跨界威胁和实现 ３０３０ 目标提供了建议。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主要的进展为：中韩两国逐渐完善其湿

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早期滨海湿地面积急剧丧失的趋势在近年来得到缓解、两国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滨海湿地保护地、提升

公众意识已经体现在各级法律法规中、中韩之间有持续的滨海湿地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对于未来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四点建

议：扩大滨海湿地保护地面积、保护迁徙动物的生态廊道、加强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地网络建设以及增强保护地信息的可获

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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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大海洋生态系（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ＹＳＬＭＥ）是全球 ６６ 个大海洋生态系（ＬＭＥｓ）之
一，面积达 ３８００００ ｋｍ２，沿岸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 （ ＲＯＫ） 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ＤＰＲＫ） ［１］。 ＹＳＬＭＥ 以其极高的生物多样性而著称，据报道，黄海有着 １３６０ 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和 ３２１ 种

鱼类［２—３］，同时也是区域重要的渔场［４—５］。
随着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给 ＹＳＬＭＥ 带来了严峻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

和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支持了两期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中韩合作项目以缓解跨界威胁。 其中 ＹＳＬＭＥ 二期项目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旨在恢复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并巩固长期的区域治理框架。 根据二期项目的最新跨界诊断

分析［６］，ＹＳＬＭＥ 的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跨界威胁包括过度捕捞、不可持续的海水养殖、污染与污染物、富
营养化、生态系统结构变化、栖息地丧失以及气候变化等。 为应对这些威胁，中韩专家共同提出了更新的战略

行动计划，包括 １０ 个目标和 ２６ 项管理行动。 在所有跨界威胁中，滨海湿地的丧失是 ＹＳＬＭＥ 面临的重大威胁

之一［７］，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遭到了严重的开发利用。 研究表明，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黄海

滩涂面积减少了 ３６％，累计填海面积达到了 ９７００ｋｍ２ ［８］。 ＹＳＬＭＥ 的滨海湿地对利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

路线（ＥＡＡＦ）的候鸟至关重要，它们为这些鸟类提供了停歇和越冬的栖息地［９］。 中国对于迁徙水鸟保护六个

最重要的湿地地点均位于 ＹＳＬＭＥ［１０］。
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扩大海洋保护地以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

议（ＣＯＰ １５）期间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其中提出了到 ２０３０ 年保护 ３０％的陆地、水
域和海洋的目标（３０３０ 目标）。 因此，回顾过去在滨海湿地管理政策、海洋保护地建设、公众意识和国际合作

方面的成就并识别其不足有助于缓解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栖息地丧失的跨界问题，促进 ３０３０ 目标的达成。 本文

将重点综述中国和韩国在滨海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框架、保护地建设、公众意识和国际合作方面的进展，并简要

介绍朝鲜滨海湿地保护情况，以反映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的整体进程，并对未来的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１　 研究海域和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海域为黄海大海洋生态系，包括渤海和黄海，下边界由启东角、济州岛西南角，朝鲜半岛西南

角的连线划定。 韩国滨海湿地保护地的信息来源于：１）Ｋｏｒｅ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的 Ｊａｅ⁃Ｗｏｎ Ｙｏｏ 博士

提供了韩国滨海湿地保护地的信息 ２）公开发表的文献 ３）网络资源 ４）研究报告等。 中国的滨海湿地保护地

数据由第一作者所在团队提供。 中国和韩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国家报告和《拉姆萨尔公约》第 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 次会议的国家报告均从 ＣＢＤ（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 ／ ）和 Ｒａｍｓａ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ａｍｓａｒ．ｏｒｇ ／ ）的官方网

站下载。 其他信息和数据通过发表的文献和网站资源收集。 朝鲜滨海湿地保护地的专门信息相对稀少，截止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在 Ｒａｍｓａｒ 官网也没有检索到朝鲜提交的国家报告。 因此将网络中收集得到的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保护地情况的信息进行简要总结，以供参考，朝鲜相关信息体现在 ２．１ 以及 ２．２ 部分。 利用 Ｅｘｃｅｌ 绘制了

图 １。

２　 结果

２．１　 ＹＳＬＭＥ 的湿地保护政策

　 　 中国的湿地保护经历了四个阶段（表 １）。 第一阶段：１９９１ 年之前，湿地这一概念在中国官方文件中首次

２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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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 １９８７ 年发布的《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法律文件中没有出现湿地的概念。 湿地保护被间接体现在相

关法律中，如《海洋环境保护法》 （１９８９）等。 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 中国在 １９９２ 年加入了《拉姆萨尔公

约》，湿地保护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议题。 在此期间，许多与湿地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被制定，例如 １９９４ 年的

《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１９９５ 年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２０００ 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

动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湿地保护计划。 第三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年。 湿地保护和管理已被纳入中国

几项国家战略发展计划，例如：２００３ 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３０）》，作为国家长期

湿地保护计划。 由国家林业局起草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２０１３ 年颁布，２０１７ 年修订）是首部保护湿地的部

门规章、指导湿地保护管理的纲领性文件，系统地规定了林业主管部门在湿地保护管理以及履行国际湿地公

约方面的职责和工作范围，对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方针、方式以及工作程序等内容做出了具体的规范。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全国湿地保护实施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标志着由“抢救性保护”向“全面保护”转变。 ２０１８ 年，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根据这一中国湿地保护史上最严格的指导意

见，除了国家战略项目外，所有新的填海项目都被禁止［１１—２０］。 黄海的几个沿岸省份 ／城市也在此阶段颁布了

自己的湿地保护条例。 第四阶段：２０２２ 年至今。 ２０２２ 年，中国《湿地保护法》开始实施。 在过去，国家级湿地

法律的缺失对湿地保护构成了障碍。 《湿地保护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的滨海湿地保护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

段。 ２０２３ 年，全国湿地保护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３０）发布，其中提出了到 ２０２５ 年湿地保护率将达到 ５５％的目标。

表 １　 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的发展阶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阶段
Ｓｔａｇｅ

时间
Ｔｉｍｅ

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法律 ／ 法规 ／ 规定 ／ 通知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行动规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

一 —１９９１ 湿地概念模糊 《海洋环境保护法》

二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１９９２ 年加入《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保护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议题

《自然保护区条例》、《海洋自然保护区管
理办法》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

三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湿地保护和管理已被纳入中国
几项国家战略发展计划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关于加强滨海湿
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黄海沿
岸省份 ／ 城市湿地保护条例：辽宁省（２００７
年）、山东省 （ ２０１２ 年 ）、 江苏省 （ ２０１６
年）、青岛市（ ２０１８ 年）、连云港市（ ２０１７
年）和盐城市（２０１９ 年）。

《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２００２—
２０３０）》、《林业发展 “十二五” 规
划》、《全国湿地保护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全国湿地保护实施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四 ２０２２— 法治化新阶段 《湿地保护法》 《全国湿地保护规划（２０２２—
２０３０）》

在韩国，对湿地价值的认识和保护经历了（表 ２）：１） 湿地开发期：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之前。 这一时期关注的

是湿地的经济开发。 填海项目能否启动主要基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２） 政策转型期（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０４
年）：在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由于填海引发的环境灾害，如新万金 （Ｓａｅｍａｎｇｅｕｍ）填海项目，公众开始关注韩国的

滨海湿地保护。 《拉姆萨尔公约》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韩国生效。 １９９９ 年颁布的《湿地保护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ＷＣＡ）以及《公共水域管理和填海法》（２０１０）为滨海湿地的保护地选划、管理、资源开发的管

控等提供了法律依据［２１］；３） 湿地保护阶段（２００５ 年至今）：在此阶段，韩国政府和民众开始积极寻求湿地保

护策略。 在这一阶段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湿地保护的法律：《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法》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生

效）。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修订了《湿地保护法》。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法》（２００６ 年颁布）、《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与利用法》（２０１２ 年颁布）、《海域空间规划与管理法》（２０１８ 年颁布）、《滩涂及其周边地区的管理与恢

复法》（２０１９ 年颁布） ［２２—２８］。 同时，也发布了几个国家计划：《国家湿地管理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旨在最小

化湿地的损害和损失，并恢复湿地至其原始状态。 《湿地保护总体规划》（ＭＰＷＣ） 描述了国家级湿地政策框

架。 第二期 ＭＰＷＣ（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要求建立湿地研究和研究机构，开展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三期

ＭＰＷ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专注于现代化湿地研究方法、履行湿地相关的国际协议［２６—２８］。

３　 ４ 期 　 　 　 曲方圆　 等：黄海大海洋生态系滨海湿地保护：进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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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韩国滨海湿地保护的发展阶段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阶段
Ｓｔａｇｅ

时间
Ｔｉｍｅ

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法律 ／ 法规 ／ 规定 ／ 通知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行动规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

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 湿地开发期

二
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０４ 年 政策转型期， ９７ 年加入

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保护法》
《公共水域管理和填海法》

三 ２００５ 年至今 湿地保护期 《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法》、《海
洋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法》、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与 利 用
法》、 《 海 域 空 间 规 划 与 管 理
法》、《滩涂及其周边地区的管
理与恢复法》

《国家湿地管理计划》 （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湿地保护总体规划》一二三期、
沿海 滩 涂 管 理 与 恢 复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朝鲜于 ２０１８ 年加入《拉姆萨尔公约》，是 ＹＳＬＭＥ 沿岸国家中加入最晚的国家。 朝鲜与栖息地保护相关

的一系列法律有［２９—３０］：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６）、森林法（１９９２）、风景名胜及活态古迹保护法（１９９５）、土壤法

（１９９７）、水资源法（１９９７）、海洋污染防治法（１９９７）、农业法（１９９８）、有用动物保护法（１９９８）、药用植物法

（２００４）、土地规划法（２００６）环境影响评估法（２００６）以及自然保护区法（２００９）。 并在 ２０２０ 年对自然保护区法

中补充湿地相关内容［３１］。
２．２　 ＹＳＬＭＥ 的滨海湿地保护成效

根据［３２］，１９７５ 年中国的滨海湿地面积为 ７３６００ｋｍ２。 ２００７ 年利用遥感影像解译获得中国的滨海湿地面积

为 ６９３００ｋｍ２，其中自然滨海湿地占 ９７％，人工滨海湿地占 ３％。 黄海的滨海湿地面积为 １５６００ｋｍ２，渤海滨海

湿地面积为 １６５００ｋｍ２，黄渤海共计 ３２１００ｋｍ２。 张健等［３３］采用遥感影像解译等方法分析了 ２０１６ 年全国滨海

湿地情况，显示中国滨海湿地面积为 ５２４５０ｋｍ２。

图 １　 中韩滨海湿地面积

Ｆｉｇ．１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中国进行了三次全国性的湿地资源调查。 根据第

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３）：滨海湿地面积

为 ５７９５９ｋｍ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中国开展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掌握了湿地等地类的面积及分布。 根据《全国

湿地保护规划》中所列 ２０２０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

果，滨海湿地面积（这里将调查结果中红树林、沿海滩

涂和浅海水域面积总和作为滨海湿地面积，可能存在低

估）约为 ５６５３６ ｋｍ２。 以上数据表明，１９７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滨海湿地面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近年

来湿地保护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

（图 １）。

中国目前在黄海大海洋生态系（ＹＳＬＭＥ）地区有多个以滨海湿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如表 ３ 所示。 ２００６ 年之前，共有 ７ 个滨海湿地保护区。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该数字增至 １７ 个。

中国目前共有 ８２ 处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尔湿地），总面积达 ７６４７９ｋｍ２。 其中三个位于 ＹＳＬＭＥ 区域：江
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淮安白马湖湿地（这不是滨海湿

地） ［３４］。 “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该地拥有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片潮间带泥滩系统，面积达到 １８８６．４３ｋｍ２ ［３５］。
韩国的湿地主要由沿海滩涂组成。 韩国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湿地面积调查。 如图 １ 所示（数据来

源［３６—３７］），从 １９６５ 年到 １９９８ 年，湿地面积大幅下降。 ２００３ 年后，滨海湿地面积则相对稳定，２０１８ 年韩国滨海

湿地面积为 ２４８２ｋｍ２。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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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滨海湿地的分布情况［３８］见表 ４，其中超过 ８０％的滨海湿地在黄海大海洋生态系范围内。

表 ３　 中国 ＹＳＬＭＥ 国家级滨海湿地保护区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ＰＡ ｉｎ ＹＳＬＭＥ

序号
Ｎｏ．

名称
Ｎａｍｅ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保护对象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１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 １９８３ ２８４１．７９ 丹顶鹤等珍稀野生动物及滨海湿地

２ 江苏省大丰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 １９８６ ２６．６７ 麋鹿以及滨海湿地

３ 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辽宁 １９８７ ８１４．３ 滨海湿地及珍稀水鸟

４ 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辽宁 １９８８ ８００ 珍稀水鸟及河口湿地

５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天津 １９９２ ３５９．１３ 牡蛎礁古海岸遗迹以及滨海湿地

６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山东 １９９２ １５３０ 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及珍稀鸟类

７ 辽宁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辽宁 １９９７ ５６１９．７５ 斑海豹及其栖息地

８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东 ２００６ ４３５．４２ 贝壳堤岛与湿地

９ 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东 ２００７ １６．７５ 大天鹅等濒危鸟类以及湿地

１０ 莱阳五龙河口滨海湿地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山东 ２０１１ １２．１９ 滨海湿地

１１ 烟台牟平沙质海岸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山东 ２０１１ １４．６５ 海沙资源、沙质海岸景观

１２ 海阳万米海滩海洋资源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山东 ２０１１ １５．１３ 万米海滩

１３ 江苏小洋口国家级海洋公园 江苏 ２０１２ ４７ 珍稀濒危鸟类及栖息地

１４ 辽河口红海滩国家级海洋公园 ２０１４ ３１６．３９ 翅碱蓬生境及滨海湿地

１５ 威海海西头国家级海洋公园 山东 ２０１４ １２．７４ 滨海湿地

１６ 辽宁大凌河口国家级海洋公园 辽宁 ２０１６ ３１．５ 河口生态系统

１７ 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山东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１１ 胶州湾北部湿地及大沽河口湿地

表 ４　 韩国滨海湿地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Ｋｏｒｅａ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８７．２ １００．０ 西岸： ２，０８４．５ｋｍ２（８３．８％），
仁川广域市 ７０９．６ ２８．５ 南岸： ４０２．７ｋｍ２（１６．２％）
京畿道 １６５．９ ６．７

忠清南道 ３５７．０ １４．３

全罗北道 １１８．２ ４．８

全罗南道 １，０４４．４ ４２．０

庆尚南道 ６８．８ ２．８

釜山广域市 ２３．３ ０．９

根据《湿地保护法》第 ８ 条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法》第 ２５ 条，受保护的海洋区域可分为滨海湿地

保护地（ＣＷＰＡ）和海洋保护地［３９］。 ２００１ 年以来，滨海湿地保护地面积有所扩大。 截止 ２０１８ 年，韩国共有 １３
个滨海湿地保护区。 表 ５ 显示了滨海湿地保护区的信息。 韩国超过 ５０％的潮滩被划定为保护地。 韩国第十

四次拉姆萨尔公约国家报告中提及，到 ２０２１ 年，湿地保护区的数量会增加到 １４ 个，面积也会增加至 １４３７．
８ｋｍ２，但报告中未提及该保护区的信息。

韩国目前有 ２５ 个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尔湿地），总面积为 ２０２．６３ｋｍ２。 其中，若干滨海湿地已被列为拉

姆萨尔湿地，例如高昌、扶安、务安、舒川和松岛［４０］。
在朝鲜，湿地一般都分布在沿岸地区，如清川江口，也有少部分高山湿地［４１］。 朝鲜为了保护利用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的候鸟，建立了数个湿地保护区。 根据［４１］，朝鲜共建有 １２ 个湿地保护区，如文德、瓮津、
金野等，面积约 １００ｋｍ２，但文中并未给出具体信息。 另一篇文章中提及朝鲜在 ２０２０ 年在东西海沿岸设置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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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候鸟及湿地保护区［４２］。 朝鲜在 ２０１８ 年加入拉姆萨尔公约后，目前共有两个湿地保护区入选国际重要湿

地，分别是文德（西）以及罗先（东）迁徙候鸟保护区。 位于黄海范围内的文德湿地保护区对于多种珍稀濒危

迁徙鸟类如：丹顶鹤、白头鹤、鸿雁等的保护十分关键［４３］。

表 ５　 韩国滨海湿地保护区列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ＰＡ ｉｎ Ｋｏｒｅａ

序号
Ｎｏ．

名称（位置）
Ｎａ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保护对象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１ 务安湿地 （西） ２００１ ４２ 清白南方招潮蟹

２ 珍岛湿地（西） ２００２ １．４４ 宽叶大叶藻

３ 顺天湾湿地（南） ２００３ ２８ 越冬白头鹤

４ 长峰岛湿地 （西） ２００３ ６８．３４ 黄嘴白鹭

５ 扶安湿地 （西） ２００６ ４．９ 中华耳螺

６ 松岛湿地 （西） ２００９ ６．１１ 黑脸琵鹭

７ 马山湾湿地 （南） ２０１１ ０．１ 中型仿相手蟹

８ 始兴湿地 （西） ２０１２ ０．７１ 束尾草

９ 大阜湿地 （西） ２０１７ ４．５３ 咨询中

１０ 新安湿地 （西） ２０１８ １１００．８６ 咨询中

１１ 舒川湿地 （西） ２０１８ ６８．０９ 蛎鹬

１２ 高昌湿地 （西） ２０１８ ６４．６６ 大杓鹬

１３ 宝城筏桥湿地（南） ２０１８ ３１．８５ 黑嘴鸥

２．３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公众意识

在中国，提高公众对湿地保护意识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湿地保护法》、《湿地保

护和管理规定》（２０１３ 年颁布，２０１７ 年修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２０１８ 年）以
及《全国湿地保护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３０）》等政策文件中。 《湿地保护法》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湿地保护的宣传

教育及科普工作。 中国在 ２０１８ 年以及 ２０２２ 年共有 １３ 个城市入选国际湿地城市，黄渤海沿岸的城市为：东
营、济宁、盘锦、盐城［４４］。

韩国《湿地保护法》要求对每个湿地进行宣传［２７］。 《手册 １ 湿地合理使用》、《手册 ６ 湿地沟通、教育、参
与和意识提升》以及《手册 １０ 海岸带管理》等 Ｒａｍｓａｒ 手册均已翻译并分发给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私人部

门，以促进湿地知识的学习和传播。 ２０１７ 年，韩国出版了《湿地合理利用案例研究》，描述了韩国实施《拉姆萨

尔手册 １》合理利用湿地的例子，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将其应用于湿地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３９］。 ２０１８ 年，韩
国有 ４ 个城市被列为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济州市制定了湿地保护的综合计划和条例，并积极参与了冬柏

东山湿地中心的建设。 顺天市将湿地保护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目标，并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昌宁郡在保护濒

危水鸟方面建立了地方居民和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 麟蹄郡鼓励当地居民种植湿地植物［４５］。
２．４　 中国和韩国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

在 ＹＳＬＭＥ 二期项目中，两国专家分别起草了本国的 ＹＳＬＭＥ 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并由中方专家将两个

国家的计划合并，形成 ＹＳＬＭＥ 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其中滨海湿地的保护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同时，中方专

家撰写报告回顾了中国和韩国在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方面对 ＣＢＤ，Ｒａｍｓａｒ 等国际公约的履约情况。 在

ＹＳＬＭＥ 二期项目中，专门成立了生境专家组，通过多种形式交流两国生境保护特别是滨海湿地保护的相关进

展。 盐城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连续多年举办黄（渤）海湿地国际会议，与韩国顺天湾、庆北大学等在湿地保护等方

面开展交流合作，为加深黄海沿岸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２０２２ 年，该研讨会升级为全球滨海论坛［４６—４８］。

３　 讨论

由上述可见，ＹＳＬＭＥ 在滨海湿地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韩两国各自经

６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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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十年的发展，对湿地的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生境丧失所造成的巨大危害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不
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出台各种规定来加强保护滨海湿地。 中国的湿地法律保护起步相对较晚，在 ２０２２ 年

《湿地保护法》正式颁布之前，仅有一些如《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的法规颁布，其效力较法律为低，保护力度较

弱［１３］。 《湿地保护法》的颁布对中国滨海湿地无疑是弥补了国家层面立法的空白，为滨海湿地的保护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在滨海湿地保护成效方面，韩国早期丧失了接近一半滨海湿地面积，在近四分之一世纪

以来滨海湿地面积较为稳定。 中国自 １９７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滨海湿地面积持续下降，其中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间下降

幅度较大，提示这段时间围填海活动强度可能较高［４９］。 随着一系列滨海湿地保护政策的生效，２０１７ 年开始

中国滨海湿地面积丧失的趋势得到扭转。 两国滨海湿地保护区的面积在近年来逐步增加，韩国 ５７％的滩涂

都被划为保护地［３７］，中国沿海滩涂一项的保护率为 ２６％［５０］，保护比例相对较低。 同时，公众意识提升已经体

现在各级法律法规中、中韩之间有持续的滨海湿地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的保护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的海洋保护地总面积约占国家管辖

海域的 ４．１％［５１］。 而在韩国，截止 ２０１８ 年底，受保护的海洋区域约占 ２．１％［３９］，距离 ３０３０ 目标的达成还有很

大差距。 现有的滨海湿地保护地与对鸟类保护有极高重要性的栖息地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５２］。 近期对黄海

生态区进行的保护空缺分析指出，在辽河口、黄骅和塘沽、胶东半岛和江苏省识别出了若干保护空缺，建议在

扩大或新建保护珍稀濒危候鸟的海洋保护地［５３］。 不仅鸟类，哺乳类动物的保护同样存在许多空缺。 濒危斑

海豹的保护优先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和黄海北部的潮间带和近岸区域，约 ８０％的保护优先区位于现有的海

洋保护地之外［５４］。
在海洋环境中，保持物种发育各个阶段之间的连通性对于维持种群稳定和增强基因交流至关重要［５５］。

由于开放海域和滨海湿地的相互作用使得海水对滨海湿地动物同样十分关键，具体表现在为其提供食物、栖
息地和迁徙通道［５４，５６—５７］。 识别和维护生态廊道对于整体海洋环境保护至关重要，这需要国际间的共同合

作［５８］。 当前，ＹＳＬＭＥ 区域内针对濒危迁徙哺乳动物和水鸟的生态廊道研究较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此类研

究［５７］。 目前海洋保护地选划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海洋保护技术的基础研究较为薄弱［５９］，选划中主

观因素决定性较多、缺乏与物种实际分布相结合、所建立的保护地之间缺乏生态关联性和整体性［５１，６０］。 如何

科学合理地建设黄海大海洋生态系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缓解跨界威胁，响应全球 ３０３０ 目标就成为沿岸

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系统保护规划是一种科学构建保护地网络的方法［６１］，以物种分布信息为基础，同时考

虑保护成本、保护地大小、边界长度、连通性等因素。 该方法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洋保护地规划中得到应

用［６２］。 韩国学者利用系统保护规划研究了旗舰种白枕鹤的保护地建设对其他迁徙水鸟的伞护效应［６３］。 该

方法近年来开始被中国海洋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研究［６４—６５］。 获得物种的分布范围是进行系统

保护规划的基础。 由于珍稀濒危动物分布数据少，栖息地偏好不明，利用模型预测其分布范围获得其潜在分

布区可以帮助提升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力度［６６］。 目前物种分布模型是获取物种适宜分布生境的主要空间

预测工具，中国学者近年来利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了黄渤海多种生物的潜在适宜分布区［６７—６８］。 以上这些结

果都可为珍稀濒危海洋类物种的保护以及海洋类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因此，应利用系统保护规划

等方法抓紧开展 ＹＳＬＭＥ 珍稀洄游物种的保护地网络规划以及保护空缺分析。

４　 建议

（１）扩大滨海湿地保护地面积：
本文建议通过文献总结、数据分析、模型模拟和咨询利益相关者等方式来选划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优先

区，将在优先区域和现有保护地之间进行空缺分析，以评估现有的滨海湿地保护区是否能满足滨海湿地保护

的需要。 基于分析结果可以提出新的海洋保护地，以更好地保护重要栖息地。
（２）保护迁徙物种的生态廊道：
在 ＹＳＬＭＥ 中识别珍稀濒危的跨界迁徙物种。 通过实地调查和模型模拟等方式研究它们的迁徙路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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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范围、种群大小。 保护关键区域，如：繁殖区、育幼场、索饵场和生态廊道，加强对这些关键区域的保护。
（３）加强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地网络：
对于 ＹＳＬＭＥ 来说，滨海栖息地对候鸟等生物至关重要。 建议通过以下方式加强保护网络建设：利用模型

模拟等方式完善保护地网络；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网络的原则、标准、目标等方面的深入

研究；通过研讨会等方式加强黄海沿岸国家在海洋法规、管理措施和技术问题上的经验分享；加强各国在跨境

迁徙鸟类和哺乳动物科研进展方面的交流沟通；邀请更多相关国家和组织加入 ＹＳＬＭＥ 滨海湿地保护网络建

设中。
（４）增强保护地信息的可获得性：
海洋保护地信息的获取存在一定难度。 即便是在目前最为全面的保护地网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上也无法获得全部的保护地信息，需要通过联系相关专家才能获取。 同时查阅不同国家的信

息也存在语言上的障碍。 本文建议增强 ＹＳＬＭＥ 海洋保护地信息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跨境迁徙物种的长

期合作和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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