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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娟ꎬ梁晓丽ꎬ隋玉正ꎬ于国旭ꎬ张朝晖.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与路径.生态学报ꎬ２０２３ꎬ４３(１２):５２２４￣５２３３.

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与
路径

李淑娟１ꎬ２ꎬ梁晓丽１ꎬ隋玉正３ꎬ∗ꎬ于国旭４ꎬ张朝晖５

１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ꎬ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２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ꎬ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３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ꎬ青岛　 ２６６０３３

４ 长岛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ꎬ烟台　 ２６５８００

５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ꎬ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要:探索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ꎬ有利于维持海洋保护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ꎬ能够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的同时促进海洋自然保护地绿色发展和自然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ꎮ 从生态旅游视角出发解析海洋保护地生态产

品价值的实现机理ꎬ探索优质海洋生态产品持续供给路径ꎮ 结果表明:①实现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要识别生态产品ꎬ明确

生态产品产权ꎬ核算生态产品价值ꎮ ②政府、社区居民、企业、游客分别是价值实现的主导者、产品供给者、实施者以及产品消费

者ꎮ ③供给、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实现借助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间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产品的市场交易ꎬ政府起到监督和管

理的作用ꎻ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实现包括政府、社区居民与企业间的产权交易ꎬ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间的康养休闲产品交易ꎬ政
府、企业、游客及社区居民间的旅游生态补偿ꎮ 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以利益相关者关系为切入点设计不同类型海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能够为海洋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参考ꎮ
关键词:海洋保护地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ꎻ生态旅游ꎻ利益相关者

海洋保护地是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ꎬ具有极

高的生态价值ꎮ 自 １９６３ 年第一个海洋保护地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ꎬ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

展ꎬ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海洋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含海洋公园)为代表的海洋保护地网络ꎬ用以保护国

土范围内超过 ２８０００ 种海洋物种及其栖息地ꎬ其中 ３２１３ 种鱼类、４１ 种海洋哺乳动物和 ２４９ 种海鸟[１]ꎻ且海洋

保护地中浮游生物、盐沼和红树林具有碳汇功能ꎬ使海洋固碳能力达到陆地的 ２０ 倍[２]ꎬ此外海洋保护地还具

有提供优质渔业产品、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休闲游憩等功能ꎮ 目前ꎬ资金投入欠缺、自我发展动力不足、保
护与利用之间冲突等问题制约海洋保护地的发展ꎬ导致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满足人民海洋生态福祉的作用

得不到良好发挥ꎮ 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海洋保护地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ꎬ能够缓解保护地保护与

发展之间的矛盾[３]ꎬ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思路ꎮ
国外与生态产品类似的概念是生态系统服务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生态系统服务雏形出现后ꎬ国外学者对

其内涵的界定由最初单纯提及生态系统对自然环境的服务逐渐丰富到对人类社会产生的价值ꎬ并成功实践雨

林咖啡认证[４]、湿地补偿银行[５]、生态积分账户[６]等多种价值实现方式ꎮ 相较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注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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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过程ꎬ国内对生态产品内涵的界定更加注重人类参与和产品最终性的体现ꎬ并尝试探

索财政转移支付、生态税、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生态产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多种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模式[７—１０]ꎮ
生态旅游作为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ꎬ在增进游客身心健康、提高公众认知、获得群众

支持、筹措保护资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１]ꎮ 对于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ꎬ
国际上具有参考意义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ꎬ学者们主要从以下角度开展研究:①生态环境付费对海洋保护

地的作用[１２—１５]ꎻ②游客与居民对海洋保护地生态保护的支付意愿[１６—１９]ꎻ③海洋保护地包括游客、居民、旅游

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公平性感知[２０—２１]等ꎮ 国内则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生态产业纳入到价值实

现模式之中ꎬ还未深入探究通过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ꎮ 且国内对于海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研究刚刚起步ꎬ主要集中于旅游生态补偿这一价值实现方式ꎬ通过研究居民、游客的支

付意愿估算海洋保护区的游憩价值ꎬ进而支撑保护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２２—２５]ꎬ对海洋生态产品的概念界

定[２６]、价值核算[２７—２８]以及对于生态产业化[２９]、绿色金融[３０]、碳汇交易[３１]等价值实现途径只是简单阐述ꎮ 因

此ꎬ本文尝试探究通过生态旅游实现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这一过程的运行机理ꎬ详细解构海洋保护地发

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关系ꎬ设计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ꎬ为海洋保护地实现生

态价值保值增值、提高保护管理成效提供借鉴ꎮ

１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

我国所设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涉海风景名胜区、涉海

地质公园、涉海森林公园等海洋保护地是开展海洋生态旅游的重要空间载体ꎮ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上述海

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ꎬ需要识别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ꎬ分辨生态产品归谁所有ꎬ摸清家底ꎬ明确产权归属ꎬ避
免因产权模糊引发“公地悲剧”等外部性效应ꎻ需要评估核算生态产品的价值ꎬ便于进一步实现经济效益和规

模效益(图 １)ꎮ 满足上述条件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有现实可能性ꎮ

图 １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１.１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识别

生态产品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ꎮ 狭义的生态产品主要指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等能

够维持生命支持系统、保障调节生态功能、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要素[３２]ꎻ广义的生态产品不仅包括上述自

然要素ꎬ还应该包括人类付出劳动参与生产的具有生态特性的产品[７]ꎮ 本文将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定义为:
能够维系海洋生态安全、具有生态调节功能的自然要素ꎬ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

与服务ꎮ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分为供给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和调节服务产品(表 １) [３３]ꎬ由于海洋生态系

统提供的支持服务实际上是对其他服务的支撑ꎬ而不是直接向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ꎬ其作用和价值已经体

现在其他三类服务产品当中ꎬ为避免价值的重复计算ꎬ本文将支持服务类生态产品略去ꎮ 供给服务产品主要

指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水产品、生物医药原料、贝壳工艺品等物质产品ꎻ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指海洋

５２２５　 １２ 期 　 　 　 李淑娟　 等: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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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提供的贝壳堤、牡蛎礁、海蚀地貌、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湿地、海岛等典型海洋自然景观与中华白海豚、
文昌鱼、斑海豹等珍稀海洋生物物种观赏服务ꎬ提供的海上垂钓、海洋观光、养生健体等休闲娱乐空间ꎬ提供的

海洋文化产品设计创作原型以及提供的开展海洋科研和科普教育等活动的场所ꎻ调节服务产品则包括气候调

节、气体调节、废弃物处理、防护风暴等服务ꎮ 通过生态旅游这一途径ꎬ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各有

不同ꎮ

表 １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生态产品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主要阐释
Ｍａｉ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产品示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供给服务产品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指海洋生态系统生产或提供的包括食物、原
料、氧气、基因资源等产品

水产品、生物医药原料、贝壳工艺品原料等

文化服务产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指人们通过精神感受、知识获取、主观印象、
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等从海洋生态系统中
获得的休闲娱乐、文化用途以及科研价值等
非物质利益

典型海洋自然景观及海洋生物物种观赏ꎻ海上
垂钓、海洋观光等休闲娱乐活动ꎻ海洋康养、海
洋文化产品设计创作、海洋科研及科普教学等

调节服务产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指为人类生态环境提供气候调节、气体调
节、废弃物处理、防护风暴等服务

固碳释氧、水质净化、海岸防护等服务

１.２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产权明晰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来源于海洋生态系统ꎬ以生态资源的形式存在ꎬ明确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产权ꎬ实质

是对海洋保护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资源进行确权ꎮ
海洋保护地生态资源权属事关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ꎮ 目前我国海洋保护地存在权属不清、责任不明的问

题ꎬ未对资源所有权做出明确规定ꎬ没有划清国家所有国家直接行使所有权、国家所有地方政府行使所有权、
集体所有集体行使所有权、集体所有个人行使承包权等各种权益的边界[３４]ꎮ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往往拥有纯

公共物品的特性ꎬ如果缺少价值实现载体ꎬ容易产生外部效应ꎮ 科斯定理指出通过明确产权(所有、用益与转

让)ꎬ能够使“公共物品”私有化ꎬ实现生态资源使用的外部效应内部化[３５]ꎮ 因此需要对海洋生态资源做出清

晰的产权界定ꎬ产权明晰才能分辨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ꎬ从而建立适宜的供需渠道ꎮ
对海洋生态资源进行统一登记确权ꎬ可以对确权的法律依据做出相应调整ꎬ目前我国关于海域、海岛等国

有自然资源统一登记的规定仅仅局限于部委规章制度的立法层级ꎬ缺乏更高层级的实体法律依据ꎬ需要考虑

在物权法中赋予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登记能力[３６]ꎮ 同时要根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相关办法ꎬ对各类

型海洋自然保护地进行确权登记ꎮ 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区、湿地公园等存在于海

域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ꎬ以海域作为独立登记单元ꎻ涉海风景名胜区、涉海森林公园、涉海地质公园等以管理

或保护审批范围界限为依据作为登记单元ꎬ对登记单元内自然资源的位置、空间范围、面积、类型以及数量质

量等自然状况进行记载ꎬ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行使方式以

及权力内容等权属情况ꎬ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资源管理使用权限和责任ꎬ协调各管理主

体职责ꎬ明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问题ꎮ 特别是对于纳入海洋保护地的由集体、个人、企业等经营的海

域及其附着的生态资源ꎬ应严格管理和监控其转让、抵押、担保、继承等权属的流转和变化[３７]ꎮ
１.３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和核算

生态产品是生态资产实现其生态价值的载体ꎬ对于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开展价值评估和核算就是对确权

后生态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核算ꎮ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主要有当量因子、功能价值评估以及生

物物理学评估等[２７]ꎬ本文采用目前广泛应用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中的相关指标和方法核算海洋保护

地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表 ２) [３８]ꎬ为生态产品的经营以及价值转化提供基础支撑ꎮ 其中ꎬ文化服务产品

价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保护地旅游资源的吸引程度ꎬ对文化价值的核算结果能够帮助海洋保护地客观把握区域

旅游潜力ꎬ在保护自身核心资源的同时合理开展生态旅游相关活动ꎮ

６２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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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算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是:(１)价值核算对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能力有着严格的要求ꎬ不同地区海

域自身条件存在差异ꎬ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海洋环境资源调查结果以及海洋生物、海洋环境等不同学科技术

的综合支持ꎻ(２)海洋生态产品的核算涉及多学科内容ꎬ核算指标、核算参数的不同会导致核算结果缺乏对比

性ꎬ进而阻碍产品流通和交易ꎬ因此需要制定针对海洋生态产品的核算技术标准ꎬ便于生态产品在市场交易过

程中进行定价ꎮ 定价有依据ꎬ价值实现才能“有迹可循”ꎮ

表 ２　 不同类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ｌｕ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产品类别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核算指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ｒｉｃｓ

核算方法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供给服务产品 水产品 市场价格法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原材料 市场价格法

文化服务产品 景观美学
土地的隐含价格法、景观服务的旅行成本法或支付意愿调
查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游憩旅游 旅行费用法

调节服务产品 生态固碳 替代市场价格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水质净化 污染物处理成本法

海岸防护 替代成本法

２　 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旅游提倡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ꎬ采取生态友好的组织与经营方式ꎬ将海洋保护地的生态资源转

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ꎬ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ꎮ 海洋保护地三类生态产品在“生态旅游化”之后ꎬ通
过不同路径实现其价值以获得收益(表 ３)ꎮ

表 ３　 生态旅游视角下不同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３９]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生态产品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所含生态旅游资源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价值实现路径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供给服务产品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提供的海洋生物、淡水等物质性服务ꎬ是餐
饮购物经营的原材料

旅游餐饮、旅游购物类产品经营ꎬ通过直接市
场交易实现价值ꎬ通过生态品牌体系、 生态标
签认证提升价值

文化服务产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由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休闲娱乐、科研教
育、优美景观欣赏等服务

生态旅游产品经营、生态文创产品设计销售、
教育科普应用等[４０] ꎬ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

调节服务产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由海洋生态系统带来的大气调节、气候调节
等服务ꎬ为旅游发展提供环境和气候资源

生态资源产权的出租、托管、转让[４１] ꎻ碳汇项
目交易ꎻ海洋康养度假类旅游产品经营ꎻ进行
旅游生态补偿ꎻ生态溢价

２.１　 供给服务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海洋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食物、原料、氧气、基因资源等物质产品[４２]ꎮ 在生态旅游经营过程中ꎬ海洋生态

系统提供的海洋生物生长环境和基因资源可以为保护地特许经营商和周边社区提供具有海洋特色的、种类繁

多的食物原材料ꎮ 餐饮和特色产品销售收益是海洋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ꎮ 对于物质

产品可建立特有的海洋保护地品牌体系ꎬ或者邀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特定海域提供的海洋生态产品、对旅

游餐饮企业的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监测和检验ꎬ授予其代表具有较高生态质量或者较低环境影响的生态标

志ꎬ不仅消费者能够追根溯源ꎬ提升对产品的信任度ꎬ而且生态标签能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的附加值ꎬ实现生

态产品价值的高效转化ꎮ
２.２　 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海洋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产品是指人们在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过程中ꎬ通过精神感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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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等方式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利益[４２]ꎮ 海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产品的价值

实现可以聚焦于海洋高端生态体验游的特许经营、海洋科普教育的设置、海洋生态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等ꎮ
游客等消费者通过购买旅游门票、体验高端生态游线路、参与海洋科普教育活动、购买海洋文创产品等为自身

享受到的海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产品付费ꎮ 换句话说ꎬ海洋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产品价值主要在直接市场交

易中得以实现ꎮ
２.３　 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海洋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产品主要指生态系统提供的固碳功能、清新空气、良好的气候等产品[４２]ꎮ 调节

服务产品难以从整体系统中剥离出来独立交易ꎬ其价值实现需要依附于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现ꎮ 实现

方式主要有产权交易、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溢价三种形式ꎮ 社区居民拥有海域的使用权ꎬ将自身的使用权以出

租转让或者产权入股的形式交付给旅游企业ꎬ企业在进行旅游产品的特许经营与市场交易中间接实现调节服

务产品的价值ꎮ 海洋保护地强大的碳汇功能带来的固碳价值能够通过蓝碳项目的开发转化为经济价值[４３]ꎬ
逐渐成为调节服务主要的价值实现形式ꎮ 国家建立了“保护者受益ꎬ使用者付费ꎬ破坏者赔偿”的生态补偿制

度ꎬ要求生态环境破坏者做出赔偿ꎬ鼓励海洋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和使用者对生态产品的保护者和生产者做出

补偿ꎬ进而实现产品价值ꎮ 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表现ꎬ良好的调节服务能够带动地价、海鲜等产品价

格上涨ꎬ其产品价值附加在可以交易的海域、海洋食物等产品上ꎬ促进价值实现ꎮ

３　 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海洋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性和产权复杂性等特征ꎬ其价值实现的过程ꎬ
实质是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再分配的过程[８]ꎮ 在生态旅游这一生态产业的特许经营过程中ꎬ
海洋保护地生态系统、周边社区居民、旅游企业以及政府在其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任务ꎬ分析相关利益者的

互动和利益博弈过程可以掌握海洋保护地以生态旅游这一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运作机理(图 ２)ꎮ

图 ２　 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运作机理和路径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３.１　 相关利益者在价值实现中的角色及作用

(１)社区居民———海洋生态产品的主要保护者和供给者ꎮ “靠山吃山ꎬ靠水吃水ꎬ靠海吃海”ꎬ海洋保护地

８２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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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利用前ꎬ周边居民主要靠养殖、捕捞等渔业活动维持生计ꎬ海洋生态环境拥有其赖以生存的资源ꎮ 传统粗

糙的资源利用方式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ꎬ为保证自身的持续性生计ꎬ社区居民会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ꎬ为海

洋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做出贡献ꎬ此时社区居民是海洋生态产品的保护者ꎮ 海洋保护地引入生态旅游经营

后ꎬ周边居民身份有所变化ꎬ部分居民借由原本的养殖、捕捞技能ꎬ在保护地管理规定允许的范围内ꎬ为生态标

签化餐饮等行业提供产品和原料ꎻ或者参与到旅游服务、文化娱乐产品的特许经营中ꎬ这类社区居民成为海洋

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给者ꎮ
(２)旅游企业———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实施者ꎮ 海洋保护地的生态系统功能本是生态

系统的自然属性ꎬ只有被人类所利用ꎬ满足人类需求ꎬ才能实现其价值ꎮ 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附加经济

价值的过程中ꎬ旅游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对生态资源进行产权界定之后ꎬ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生态资

产需要通过旅游企业代管、租用、特许经营ꎬ将生态资产变为生态产品ꎮ 企业在销售生态产品的同时获得利益

回报ꎬ生态产品价值得到实现ꎮ 同时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影响和破坏生态环境ꎬ占用社区居民的发展机会ꎬ
因此需要对生态环境和社区居民做出补偿ꎮ

(３)游客———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的主要消费者ꎮ 游客是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的消费终端ꎬ为自己享受

到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付费ꎬ使其价值得到最直接的实现ꎮ 与旅游企业相同ꎬ游客在参与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具

备双重身份:消费生态产品满足自身体验需求的同时ꎬ其旅游活动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ꎮ 按照受益

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ꎬ游客也是主要的补偿主体ꎬ需要支付费用补偿生态环境和社区居民ꎮ
(４)政府———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导者ꎮ 政府在价值实现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ꎬ需要发挥

其宏观调控作用ꎬ引导、支持和规范生态旅游的特许经营ꎬ以减少资源环境损耗[４４]ꎮ 政府的主导地位是由旅

游产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生态旅游产品或资源的公共性等决定的[４５]ꎮ 政府作为海洋保护地生态资源的

所有者ꎬ一方面需要对生态环境及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社区居民做出补偿ꎬ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的

方式委托旅游企业组织和经营生态旅游ꎬ需要制定特许经营的相关政策ꎬ设置特许经营的行业标准ꎬ对企业的

特许经营进行监管ꎮ 在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产品交易的过程中ꎬ政府需要搭建交易平台ꎬ将社区居民、旅游企

业、游客等的经济活动纳入统一的平台中[３９]ꎮ 另外ꎬ政府需要制定旅游规划和计划来引导生态旅游健康发

展ꎬ修建低碳环保的旅游基础设施保证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ꎬ制定完善法律制度规范相关利益者开展合法合

规的市场交易ꎮ
３.２　 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３.２.１　 供给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市场交易是供给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ꎬ旅游企业、游客和社区居民是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主要参

与者ꎮ 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在生态容量允许的情况下ꎬ借由海洋保护地及其周边海域提供的优越海洋环

境ꎬ合法适度开展生态化渔业养殖和捕捞活动ꎬ经过批准后将获得的渔业产品直接向游客销售ꎬ也可以创办集

体合作社ꎬ在保护地周边以集体的名义开设餐厅、民宿、工艺品店等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购物服务ꎮ 社区居

民与游客之间直接交易的过程就是供给服务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ꎮ 原住居民也可以依托社区集体ꎬ将自身养

殖或者捕捞得到的渔业产品统一向旅游企业批发销售ꎬ再经由获得特许经营资格的旅游企业开设旅游餐饮或

者旅游购物场所满足游客需求ꎮ 此时的市场交易主要发生在旅游企业和游客之间ꎮ 建立海洋保护地独有的

生态品牌体系ꎬ或者经过严格的第三方检验后为保护地供给服务产品贴上生态标签ꎬ均表示产品归属于海洋

保护地特有ꎬ能够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ꎮ 如法国的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ꎬ通过构建国家公园品牌统

一平台吸纳周边市镇企业和居民加盟ꎬ为农业、服务业不同行业出台相应的准入标准和管理标准ꎬ为加盟者提

供专业培训、宣传、技术支持ꎮ 在利用国家公园品牌提升产品价格的同时ꎬ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健康持续

发展[４６]ꎮ
３.２.２　 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相较于供给服务产品的物质性和有形性ꎬ文化类服务产品更多是一种无形的产品和服务ꎬ其价值实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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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依赖旅游企业这一主要实施者ꎮ 海洋保护地文化服务产品价值的实现ꎬ可以参考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

所采用的“企业＋政府＋合作社＋居民”的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和“土地入股＋按劳分配＋二次分配”的利益分配

模式”ꎮ 海洋生态产品的所有者———国家ꎬ委托各级政府代理ꎬ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赋予旅游企业在一段期限

内经营销售生态产品的权力ꎻ海洋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在进行资源产权确定和价值核算之后ꎬ根据资产价值

以转让、租赁或者产权入股的形式ꎬ将自身所使用的生态资源交付给企业进行集体经营ꎮ 企业利用整合后的

海洋生态资源ꎬ结合海洋保护地自身生态禀赋和主要消费群体的特征与偏好ꎬ因地制宜规划开发ꎬ进行生态旅

游设施建设、生态体验产品销售、海洋科普教育、海洋生态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等经营活动ꎮ 作为主要消费群体

的游客ꎬ为参与到的生态体验活动和科普教育以及购买的海洋生态文创产品支付费用ꎮ 此时企业经营生态产

品获得的收入ꎬ除去运营成本和企业未来发展获得的收入ꎬ其余按照股份为居民分红ꎮ 海洋文化服务产品的

价值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ꎮ 遵循海洋保护地首要目的是保护的原则ꎬ生态体验活动的开展需充分考虑保

护地的环境承载力ꎬ在科学判定保护地旅游承载力的基础上开放适度的访客名额ꎬ制定严格的预约体系ꎬ必要

时对游客进行游前培训ꎬ与游客签订访客行为规范以约束游客的游览地点和探访行为ꎬ将生态旅游过程对保

护地的影响降到最低ꎮ
３.２.３　 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调节服务类产品同样没有具体的物质形态ꎬ其价值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ꎮ 在海洋保护地生态旅游特许经

营过程中ꎬ调节服务类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主要有产权交易、康养休闲产品经营、旅游生态补偿等方式ꎮ
(１)产权交易ꎮ 产权交易主要包括两类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过程ꎬ一类是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之间使用

权、收益权的交易ꎮ 旅游企业支付费用租用、收购社区居民对海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用于经营生态旅游ꎬ在企

业和居民对于海域空间等的市场交易过程中ꎬ海域本身所附着的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得以实现ꎮ 澳大利亚菲利

普岛自然公园作为全球最大的野生企鹅保护区和澳大利亚最大的海豹保护区ꎬ为保障生态完整性ꎬ自然公园

在建设之初收购了夏之地方半岛原住居民的土地产权ꎬ公园建立后凭借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动物资源发展生

态旅游获取收益ꎬ其本身附着的调节服务价值得到实现ꎮ 另一类是以海洋保护地管理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部门

与旅游企业之间的碳汇交易ꎮ 海洋保护地利用自身的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生态资源ꎬ设立符合国际标准的

蓝碳项目ꎬ旅游企业通过购买蓝碳项目签发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以中和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ꎮ 政府和

旅游企业间碳排放量交易的过程ꎬ反映出海洋保护地生态保护的价值所在ꎮ
(２)康养休闲产品经营ꎮ 海洋保护地提供的清新空气、良好气候等调节服务类产品ꎬ是康养休闲产品特

许经营的主要依托ꎮ 如墨西哥坎昆依托其气候优势、红树林和 ３Ｓ(阳光、沙滩、海洋)等康养资源ꎬ发展集气候

养生、水疗养生、运动养生、海钓静心养生、海产食疗养生于一体的滨海养生度假ꎮ 康养休闲产品经营与旅游

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相类似ꎬ经历了政府的特许经营、社区居民的产权转让、旅游企业的营销以及游客的

旅游消费几大过程ꎮ
(３)旅游生态补偿ꎮ 由于生态产品具有正外部性ꎬ其产生的外溢价值无法通过上述市场交易实现ꎬ旅游

生态补偿便成为重要的补充方式ꎬ涉及到实现过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ꎮ 按照“使用者付费ꎬ受益者补偿”的
原则ꎬ旅游生态补偿中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为:①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ꎬ可以

缴纳生态税费ꎬ由政府这一统筹管理者和海洋生态资源所有者通过生态修复的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ꎮ 也

可以购买海洋碳汇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ꎬ在抵消自身碳排放ꎬ完成碳中和任务的同时ꎬ将交易获得的收益反哺

于海洋保护地生态系统ꎮ 旅游企业同样需要通过为居民提供旅游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来做出补偿ꎬ如三江源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企业“云享自然”优先聘用和培训当地牧民参与访客接待活动ꎮ ②游客参与生态旅游活动

的需求得到了满足ꎬ根据“受益者付费”的原则ꎬ也应该对海洋生态环境及因旅游经营而丧失自身发展机会的

当地社区居民提供补偿ꎬ可以是缴纳生态补偿专用资金、车辆停靠费用、向生态保护专用基金捐款等资金补

偿ꎬ也可以通过参与海洋保护地生态修复、生态科普等志愿活动来进行补偿[４７]ꎮ 如大堡礁国家公园为保护国

家公园内海洋生态系统安全与可持续对游客进行严格限制ꎬ每位入园游客需要缴纳环境管理费 ６.５ 美元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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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停留时间不足 ３ｈ 的游客缴纳 ３.２５ 美元ꎬ环境管理费用用于生态监测、教育科研、园区规划等公园管理等

方面ꎬ游客为自身在国家公园留下的足迹付费ꎬ对国家公园海洋生态系统进行补偿[４８]ꎮ ③政府作为海洋生态

产品的所有者ꎬ也是最大受益者ꎬ遵循“受益者补偿”的原则ꎬ会对海洋生态环境加以修复ꎬ会对社区居民做出

相应的补偿ꎬ包括实物、资金等的输血式补偿ꎬ也包括生态管护岗位设置、技术提供、智力支持等造血式补偿ꎮ
政府给予社区居民的补偿ꎬ能够激励社区居民改变传统用海方式ꎬ以减少对海洋生态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ꎮ 如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实施生态补偿机制ꎬ当地居民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从旅游门票中提

取的平均 ３００ 元的生态补偿金ꎬ真正享受到保护区生态保护带来的实惠ꎮ 相较于企业和游客作为补偿主体的

涉及利益交换的补偿方式ꎬ这类补偿更多是政府单向式的补偿ꎮ
(４)生态溢价ꎮ 与生态标签类似ꎬ生态溢价更多是一种促使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增值的模式ꎮ 海洋保护

地提供的独特优越的生态环境ꎬ会带动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产品的增值ꎬ进而促使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

收益的增加及游客旅游满意度的提升ꎮ 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通过岸线整治修复、拆除台风机、
治理裸露山体、增加绿化面积等生态修复手段ꎬ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提升海水质量ꎬ濒危物种明显增多ꎬ吸引了

众多中高端游客群体ꎬ进岛“过夜游”比例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１％ꎬ保护区海洋环境改善产生

的增值效应日益彰显ꎮ
总的来说ꎬ海洋保护地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有所不同ꎬ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也多有差异

(图 ３)ꎮ 供给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主要通过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旅游企业与游客之间的市场交易实现

价值ꎻ调节服务产品除了涉及直接的市场交易之外ꎬ还包含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的产权

交易ꎬ包含政府、旅游企业、游客对于居民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居民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旅游生态补偿ꎻ而生态

标签和生态溢价更多发挥生态价值提升的作用ꎮ

图 ３　 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　 结论及讨论

４.１　 结论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生态旅游)的词冠“Ｅｃｏ”不仅仅代表着生态学(ｅｃｏｌｏｇｙ)思想ꎬ还代表着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ｙ)理
念[４９]ꎮ 生态旅游作为生态产业化的一种方式ꎬ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ꎬ海洋保护地利用自

身的生态产品实现“自给自足”ꎬ永续发展ꎬ同时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是其应有之义ꎮ 本文探讨以

生态旅游方式实现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的运作机理和路径ꎬ得出结论如下:

１３２５　 １２ 期 　 　 　 李淑娟　 等: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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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是指能够维系海洋生态安全、具有生态调节功能的自然要素ꎬ为人类福祉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ꎮ 主要分为供给服务产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三类ꎮ
(２)合理界定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产权ꎬ需要根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相关办法ꎬ对各类型海洋自

然保护地进行确权登记ꎬ明确各类型生态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问题ꎮ
(３)采用目前广泛应用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中的相关指标和方法核算海洋保护地不同类型的生

态产品价值ꎮ 其中海洋保护地文化服务产品价值的核算是对海洋保护地旅游资源旅游吸引力“摸清家底”的
过程ꎬ便于保护地客观评价区域旅游潜力ꎬ合理设置生态旅游项目ꎮ 另外核算过程中需要注意结合不同海域

的独特环境及资源调查结果对价值进行修正ꎮ
(４)不同类型的海洋生态产品有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ꎬ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有所不同ꎮ 海洋生态系统的

供给服务产品主要通过社区居民与游客、旅游企业与游客间的餐饮、购物等直接的市场交易和生态标签认证

方式实现其价值ꎻ文化服务产品可由企业通过建设生态景区、提供生态体验、开展科普教育、打造生态文创产

品等方式将生态产品销售给游客实现价值ꎻ调节服务产品由于无法独立交易ꎬ所以通过产权交易、康养休闲产

品经营、旅游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溢价等方式实现价值ꎬ有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游客多个利益主体的

参与ꎮ
４.２　 讨论

本文理顺了生态旅游经营过程中利益相关者角色作用及其在不同类型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下的

互动关系ꎬ并以此来设计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ꎬ能够为海洋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ꎬ但对其研究并

不局限于此ꎬ后续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１)文章主要聚焦于对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生态旅游视角下的文献研究与定性描述ꎬ缺少对

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ꎮ 还需要针对具体海洋保护地ꎬ探讨其不同生态产品实际的产权归属、供需状况等ꎬ因地

制宜提出可行性价值实现方式ꎮ
(２)本文对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阐述还停留在理论层面ꎬ后续可以结合经济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相

关学科的理论方法ꎬ针对不同案例地的实际情况ꎬ分析不同主体间的网络关系ꎬ解决主体间出现的矛盾冲突ꎬ
进而引导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的决策ꎬ促进保护地生态旅游协调发展ꎮ

(３)本文只探讨了生态旅游视角下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方式ꎬ缺乏对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公平、效率和可持续问题的进一步研究ꎮ 如利益相关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消费者

的潜在支付意愿与实际支付意愿不相符ꎬ进而影响价值实现的效率ꎻ开展特许经营的旅游企业销售的旅游产

品ꎬ其生态价值的提升得益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ꎬ因此需要关注相关主体利益分配的公

平性问题ꎮ 上述难题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ꎬ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利益相关者

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ꎬ未来可以基于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的价值感知和利益诉求制定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政策和规则ꎬ进而保证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高效、公平和可持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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