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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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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科学的海洋自然资源分类是海洋自然资源管理和综合调查的基本要求，是完善我国自然资源分类体

系的重要工作手段，是自然资源部统筹管理全国范围内自然资源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外自然资源体

系研究进展，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以自然资源科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向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为基本原

则，结合资源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初步提出了涉及多学科、多门类的海洋自然资源三级分类体系，划分

６个海洋自然资源一级类，以及相应的２７个二级类和２７个三级类；并针对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的内容和基本
要求，基于分类体系对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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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

展空间，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

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

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１］，海洋自然资源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海洋自然资源调查评价

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必要基础。科学合理的分类体

系是海洋综合管理的必然要求，也对于系统开展海

洋自然资源调查具有指导性意义。关于自然资源

的定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指出：自然资源是天然存

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

然环境因素的总和［２－３］。根据自然地理学科理论，

结合各类自然资源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与大

气圈、水圈、土壤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对应的气候资

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形成五

大自然资源类型。海洋下覆岩石圈，上接大气圈，

中间夹生物圈、水圈，是各个圈层之间作用形成的

交互空间，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海洋占据地球表

面的７１％，其自然资源类型与陆地自然资源类型具
有相似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故将其作

为单独一类自然资源。本文所定义的海洋自然资

源比海洋资源更能体现出其资源的独特性和综合

性，更加强调资源的“自然”属性，避免与海洋旅游

资源、港口资源等可能与人类活动改造相关的海洋

资源相混淆。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建立对于

调查评价和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目

前国内关于海洋自然资源分类的研究相对较少，尚

无统一的分类体系。因此，本文以地球系统科学理

论为基础，充分考虑资源自然属性和有关法律规

定，探索提出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为海洋管理

实践和综合调查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然资源的分类往往以目的为导向，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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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没有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体

系，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依据自身的管理需求建立

不同的分类方案，导致各种分类之间存在交叉重

叠的情况。

１．１　国外自然资源分类研究
国外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历史较长，

很多国际组织对于自然资源的分类大都从学理的

角度出发，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依据资源的自然地

理学属性对自然资源进行四级分类［４］；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分类方案更加具体，包括土地资源、森林

资源、水资源、牧地饲料资源、野生动物资源、鱼类

资源及种质遗传资源等［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

据地理分类，将自然资源划分为地壳及其矿产和能

源资源、自然灾害、水资源、海洋及资源、海岸和岛

区管理、土地利用规划和资源、城市系统和城市化、

自然界的产物及环境教育和信息等［６］。

从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来看，美国基于综合管

理模式，对自然资源实行集中管理［７］，各部门分管

与其职能相应的自然资源，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对全

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统筹监管。与美国不同，

日本没有设立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部门，而是由各

行业负责与之相关的资源［８］，自然资源的划分包括

海洋、土地、草原、水资源、矿产、能源等。俄罗斯在

法理上将自然资源分为土地、森林、矿藏、水资源和

自然保护区一级历史文化古迹等，并设立了自然资

源部作为综合管理部门［９］。

国际组织的自然资源分类相对笼统，更偏重于

理论，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及管理需求，自然资源

分类体系也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的分

类方案外，很多国家的分类均没有将海洋自然资源

独立出来，而是将海洋要素分散到其他一级分类

里，难以突显海洋自然资源的独立性，同时也不利

于开展统一调查与管理。

１．２　国内自然资源分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成立之前，我国自

然资源由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家土地局、地

质矿产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等不同行政管

理机构分管，为统筹管理全国范围内自然资源，

２０１８年自然资源部组建成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即“两统一”职责），

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

题［８，１０］。２０２０年印发的《自然资源调查监体系构
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指出，自然

资源部职责涉及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

海域海岛等７个方面，涵盖陆地和海洋、地上和地
下［１１－１２］，同时提出了自然资源分层分类模型，空间

上分为地下资源层、地表基质层、地表覆盖层和管

理层等数据层，为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建立提供了指

导性思路。

１．２．１　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
李文华等［１３］早在１９８５年就提出了关于自然

资源的多级分类方法，共划分为 ３个一级类、
１０个二级类以及２３个三级类，并将海洋与陆地、
太空并列作为自然资源分类中的一级类。自然资

源部成立后，明确“两统一”职责，更多学者从自

然资源统筹管理的角度开展分类体系研究。郝爱

兵等［１４］以自然资源分层分类模型为基础，划分

１０个自然资源一级类和 ３４个二级类，其中二级
分类以面向管理职责为原则，且存在相互交叉的

情况；孙兴丽等［１５］将自然资源分为三级，分别根

据空间属性、资源要素属性和用途功能，将自然资

源划分为一级类３项、二级类１５项以及三级类５６
项；陈国光等［１６］提出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中，一级

类依据地表、地上和地下空间资源共划分为７项，
二级类依据自然资源属性和功能划分为１６项，三
级类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分类结果为基础划分

为５７项；张洪吉等［１４］依据垂向分层理论，将自然

资源划分９个一级类和３２个二级类。各分类体
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内自然资源分级分类体系
Ｔａｂ．１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学者 一级 二级　　　　　　　　　　 三级　　　　　　　　　

李文华等［１３］ 陆地自然资源系列

土地资源 耕地资源、草地资源、林地资源

水资源 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冰雪资源

气候资源 光能资源、热能资源、水分资源、风力资源、空气资源

生物资源 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微生物资源

矿产资源 金属矿资源、非金属矿资源、能源资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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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者 一级 二级　　　　　　　　　 三级　　　　　　　　　

李文华等［１３］
海洋自然资源系列

太空（宇宙）自然资源系列

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植物资源、海洋动物资源、海洋浮游生物资源

海水资源 —

海洋气候资源 —

海洋矿产资源 深海海底矿产资源、滨海砂矿资源、海洋能资源

海底资源 —

— —

孙兴丽等［１５］

陆地资源

海洋资源

气候资源

耕地资源 水田、水浇地、旱地

森林资源 乔木林、竹林、灌木林、其他林地

草原资源 牧草地、灌丛草地、草甸

建设用地
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科研用地、公共管理服

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

旅游资源 遗产资源、洞穴资源、风景名胜资源

陆表水资源
河水、河流湿地、河流动能、河流生物、湖水、湖泊湿

地、湖泊势能、湖泊生物

地下水资源 特殊地下水资源、一般地下水资源

固体水 冰川、永久积雪

可开采利用矿产 能源矿产、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

具开发利用潜能地下资源 地热、冻土

海底矿产资源
能源矿产、非金属矿产、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其他海

底矿物资源

海洋生物（水产）资源 海洋动物、海洋浮游生物、海洋植物

海岸带资源 港口建设用地、海浪能、海岸湿地、其他海岸带资源

海岛资源 大陆岛、火山岛、冲击岛、珊瑚岛

气候资源 风能、大气降水

陈国光等［１６］

土地资源

湿地资源

草地资源

海域海岛资源

水资源

森林资源

矿产资源

农业用地 耕地、园地、商品林地

建设用地 人居用地、工矿用地

生态用地
公益林地、自然保护区、自然遗迹分布区、人工景观

地、历史文化遗迹分布区

自然湿地 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

人工湿地 水库、沟渠、养殖场、长期积水地

天然牧草地 草地、草山、草坡

人工牧草地 改良草地、退耕还草地

海域
农渔业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矿产与能源区、旅游休闲

娱乐区、特殊利用区、保留区、海洋保护区、港口航运区

海岛 有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

地表水 饮用水、灌溉用水、生态用水

地下水 饮用地下水、灌溉用地下水、补充地表水

公益林
水源防护林、自然保护区公益林、固土固沙林、沿海防

护林、原始森林、其他公益林

商品林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其他商品林

固态矿产 金属矿、非金属矿、煤炭资源

液态矿产 盐湖、海底热液矿、石油

气态矿产 天然气、非燃料气体

郝爱兵等［１４］

空间资源（地上） 空天资源、地表空间 —

无线电频谱 — —

气候资源 光热、空气与风能、降水与蒸发 —

水资源
空气水、陆域地表水、地下水、冰川与

积雪、土壤水、海水
—

生物资源
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种质

资源
—

土地资源 耕地、林地、草地、湿地、荒地、山岭 —

海洋资源
海域海岛、海洋空间、海水、海底矿产、

海洋生物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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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者 一级 二级 三级

郝爱兵等［１４］

自然遗产 自然遗迹与景观、珍稀物种栖息地 —

土壤资源 — —

矿产资源
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

气矿产
—

空间资源（地下） 天然洞穴、人工地下空间 －

张洪吉等［１７］

气候资源 太阳能、风能、光 —

（地上）空域资源
超低空空域、低空空域、中空空域、高

空空域、超高空空域
—

土地资源
耕地资源、林地资源、湿地资源、草地

资源、荒地资源
—

水资源 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 —

（陆地）生物资源 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 —

海洋资源
海域海岛资源、海水资源、海底矿产资

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岸带资源
—

地表基质 岩石、砾质、土质、泥质 —

矿产资源 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 —

地下空间资源 天然洞穴、人工地下空间 —

　　注：“—”表示无分类。

１．２．２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
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海洋自

然资源尚无明确的分类依据，也缺少相对系统的

分类体系研究。目前海洋自然资源一般依据以

自然属性为基础的学理分类；在法理上，通常根

据《ＧＢ／Ｔ１７１０８—２００６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
则》［１８］划分海洋功能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岛保护法》［１９］将海岛划分为有居民海岛和无

居民海岛。朱晓东等［２０］从自然本质属性出发，

将海洋资源分为海洋物质资源、海洋空间资源和

海洋能源资源３个一级类，并根据其具体属性进
行二级—四级分类；孙悦民等［１７］按照“五分法”

将海洋资源分为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

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空间资源和海洋能量资源，

以上是为数不多专门针对海洋资源开展的分类

研究（表２）。
表２　国内海洋资源分级分类体系

Ｔａｂ．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学者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朱晓东等［２０］

海洋物质资源

海洋空间资源

海洋能量资源

海洋非生物物质资源

海洋生物物质资源

海岸与海岛空间资源

海面／洋面空间资源
海洋水层空间资源

海底空间资源

海洋潮汐能

海洋波浪能

潮流／海流能
海水温差能

海水盐度差能

海水资源

矿产资源

海洋藻类资源

海洋无脊椎动物资源

海洋脊椎动物资源

—

—

—

—

—

—

—

—

—

海水本身资源

海水中溶解的物质资源

海底石油天然气

滨海砂矿

海底煤矿

大洋多金属结核和海底热液矿床

—

—

—

—

—

—

—

—

—

—

—

—

孙悦民等［２１］ 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植物

海洋藻类

海洋种子植物

海洋地衣

海洋鱼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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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者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孙悦民等［２１］

海洋矿产资源

海洋化学资源

海洋空间资源

海洋能量资源

海洋动物

海洋微生物

滨海矿砂

海底石油

海底天然气

海底煤炭

大洋多金属结核

海底热液矿床

可燃冰

海水本身

海水溶解物

海岸带

海岛

海洋水体空间

海底空间

海洋旅游资源

海洋潮汐能

海洋波浪能

海流能

海风能

海水温差能

海水盐度差能

海洋软体动物

海洋甲壳类动物

海洋哺乳类动物

原核微生物

真核微生物

无细胞生物

—

—

—

—

—

—

—

—

—

海岸

潮间带

水下岸坡

半岛

岛屿

群岛

岩礁

海洋水面空间

海洋水层空间

陆架海底

半深海底

深海海底

深渊海底

海洋自然旅游资源

海洋人文旅游资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洋地文景观

海洋水域风光

海洋生物景观

海洋天象与气候景观

海洋遗址遗迹

海洋建筑与设施

海洋旅游商品

海洋人文活动

—

—

—

—

—

—

　　注：“—”表示无分类。

　　《ＧＢ／Ｔ１９８３４—２００５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２２］

中对于海洋资源的定义为“海岸带和海洋中一切能

供人类利用的天然物质、能量和空间的总称”。与

海洋资源不同的是，海洋自然资源更加强调资源的

“自然”属性，囊括了地下资源层、地表基质层和地

表覆盖层，无论是从学理、法理还是管理的角度，海

洋自然资源都是一类相对独立的资源综合体，在国

内学者们所建立的不同自然资源分类方案中，也大

多将海洋自然资源列为一级分类。因此，开展分类

体系研究对于完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构建也具有

重要意义。

２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探索

２．１　分类原则
目前国内已有的自然资源分类研究多注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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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与系统性，难以满足新时代管理实践的需

求。海洋强国建设对海洋生态、海洋经济和海洋权

益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自然资源部确立“两统

一”职责，都表明自然资源的管理不应局限于自然

属性，更要注重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１５，２３－２５］。海

洋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源综合体，其分类体

系在满足资源自然属性的前提下，更需要以管理为

目标，当学理分类出现交叉重叠时，应侧重于管理

和综合调查的需求。针对以上特点，本文探索提出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的基本原则。

（１）管理为先，兼顾学理与法理。以自然资源
科学为基础，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导论，确保分类的

系统性与科学性，以管理为目标，服务于自然资源

部“两统一”职责。

（２）建立海洋自然资源垂向分层。衔接自然资
源分层分类理论，将海洋自然资源在垂向上分为管

理层、海水覆盖层、海洋基质层、海底资源层，对应

海洋自然资源分级分类。

（３）充分考虑海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价的
工作需求。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是海洋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的重要基础，在分类体系的构建中，应

将调查监测与评价的需求考虑在内，为后续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不同的分类方法会导致自然资源在逻辑性

和分级上出现矛盾，只有确定基本原则，进行必

要的取舍，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分类的交叉重复。

因此，本文以管理为目标，基于地球系统科学理

论，结合相关国家法律规定，提出海洋自然资源

三级分类体系，一级分类重点强调资源的自然属

性和空间关系，并对接海洋自然资源垂向分层模

型（图１）；二、三级分类主要面向管理和调查监
测，以管理为先，例如，在海洋空间资源中将海岸

线并到各个功能分区中，没有单独体现；分类中

没有考虑滨海湿地和有居民海岛，避免与陆地自

然资源分类体系发生交叉，防止管理职责出现

重复。

图１　海洋自然资源分层分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ｒ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２　分类方案
本文综合考虑资源自然属性，基于综合管理

角度，对应自然资源分层分类模型，在垂向空间上

将海洋自然资源分为管理层、海水覆盖层、海洋基

质层、海底资源层，在此基础上划分海洋矿产、海

洋能、海洋空间、海洋生物、海水和海洋底质６个
一级类，并详分为 ２７个二级类、２７个三级类，如

表３所示。
海洋矿产资源根据能源类型划分为滨海砂矿、

海底石油、海底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海底煤炭、

大洋多金属结核、海底热液矿床等７个二级类，无
三级分类。

海洋能的分类主要考虑能源类型，分为潮汐

能、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５个二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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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三级分类，涉及海洋基质层和海底资源层。

表３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Ｔａｂ．３　Ｍａｒ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一级 二级 三级

海洋

矿产

滨海砂矿 —

海底石油 —

天然气水合物 —

海底天然气 —

海底煤炭 —

大洋多金属结核 —

海底热液矿床 —

海洋

能

潮汐能

潮流能

波浪能

温差能

盐差能

海洋

空间

渔业用海

工矿通信用海

交通运输用海

游憩用海

特殊用海

其他海域

无居民海岛

渔业基础设施用海

增养殖用海

捕捞海域

工业用海

盐田用海

固体矿产用海

油气用海

可再生能源用海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港口用海

航运用海

路桥隧道用海

风景旅游用海

文体休闲娱乐用海

军事用海

其他特殊用海

需要限制开发或予以保留的

海域

一般无居民海岛

特殊用途海岛

海洋

生物

微生物

浮游生物

底栖生物

游泳动物

原核微生物

真核微生物

无细胞生物

微微型、微型和小型浮游生物

大、中型浮游生物

鱼类浮游生物

小型底栖生物

大型底栖生物

—

海水
海水本身 —

海水溶解物 —

海洋

底质

海底岩石 —

海底沉积物 —

　　注：“—”表示无分类。

海洋空间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划分为各类功能

区［１０，２６－２７］，分别为渔业用海、工矿通信用海、交通

运输用海、游憩用海、特殊用海、需要限制开发的其

他海域和无居民海岛７个二级类和１９个三级类。
海洋空间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点与难点，既具

有海洋本身的独立性特征，又需要满足陆海统筹的

要求，科学的海洋空间分类，还可有效支撑海洋资

产的核算以及海洋权益维护。本文提出的各海洋

功能分区均包含区内海岸线，以实现陆海统筹管

理；由于有居民海岛可按陆地自然资源进行分类，

本文空间资源仅考虑无居民海岛，并将无居民海岛

进一步划分为一般无居民海岛和特殊用途海岛２
个三级类，体现了海洋空间的独立性。

海洋生物资源根据其生活方式划分为微生物、

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和游泳动物４个二级类以及８
个三级类，此分类参考了《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海
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分 海洋生物调查》［２８］的生物调
查方法，同时考虑到实际调查工作的需求。

海水资源分类参考《ＧＢ／Ｔ１９８３４—２００５海洋学
术语 海洋资源学》［２２］中对海水资源的定义“海水及

海水中存在的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划分为海水

本身及海水溶解物２个二级类，无三级分类。
海洋底质根据地质特性划分为海底岩石和海

底沉积物（包括沉积物类型和质量）２个二级类，无
三级分类。

３　开展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建议

自然资源分类是自然资源统筹管理的基础，是

开展综合调查工作的理论指导。《总体方案》中指

出，“自然资源调查分为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其

中，基础调查是对自然资源共性特征开展的调查，

专项调查指为自然资源的特性或特定需要开展的

专业性调查”［９］，海洋自然资源调查多属于专项调

查范围，调查内容包括海岸线、滨海湿地、沿海滩

涂、海域海岛、围填海、海洋矿产、海洋能、海洋生态

系统、海洋生物资源等。然而，海洋自然资源的调

查不仅是一项摸底性的地质调查工作，本文在探讨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对海洋自然资源

综合调查工作思路提出５个方面的建议（图２）。
（１）建立我国海洋自然资源本底数据库，系统

收集海洋自然资源成果数据资料，统一数据标准，

摸清海洋矿产、海洋能、海洋生物、海水、海洋底

质、海洋空间、海岛等海洋自然资源的本底，宏观

上掌握我国重点海域海洋自然资源数量、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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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范围、保护和开发利用状况、演变趋势等特征，

为提升我国海洋自然资源国情认知程度提供基础

数据支撑。

（２）创建海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应用示范
区，开展重点海域自然资源工作试点，以地球系统

科学为指导，按照地质—资源—环境系统理论，探

索“一查多用”的工作思路，充分体现海洋自然资源

调查工作的综合性与统一性，做到“一次调查，多项

使用”，使调查成果应用最大化，提升工作效率，形

成可借鉴可复制的工作流程和经验模式。

（３）构建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标准体系。充
分考虑海洋自然资源领域现有标准的基础，以海洋

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为核心，遵循标准体系编制的原

则和结构化思想，按照海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流程

构建标准体系。分类梳理与海洋自然资源有关的

标准，以服务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全过程为主

线，构建统一、完备、简明的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标准

体系、技术方法体系、评价方法体系等。

（４）围绕海洋空间布局优化、海洋资源科学配
置、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根据海洋开发利用

状况和发展趋势，开展海洋资源环境综合评价，科

学评价海洋空间基本功能，形成海洋自然资源标

准化产品，支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边界和底线划

定，为海洋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提

供重要支撑，形成支撑海洋管理的解决方案。

（５）建立海洋自然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构建
海洋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应用需求，建立

数据驱动的海洋自然资源信息服务系统，开发表

格数据展示、成果图件展示、时空变化分析、海洋

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海洋空间区划等智慧

产品服务功能模块，提供支撑海洋管理决策的智

慧服务。

图２　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作思路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ｒｖｅｙ

４　结论

本文基于海洋自然资源综合管理需求以及自

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梳理总结了国内外自然资

源分类体系，提出面向管理的海洋自然资源三级分

类体系，并对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提出了工作建

议。

（１）以“管理为先，兼顾学理与法理”为基本原
则，衔接自然资源分层分类模型，初步构建海洋自

然资源三级分类体系，提出了强调资源自然属性和

空间关系的６个一级类，以及面向管理和综合调查
工作的２７个二级类和２７个三级类。

（２）针对海洋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的
内容与基本要求，从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标准体

系的建立、已有数据资料的整合集成、“一查多用”

调查工作的开展和空间信息服务系统的建立等方

面提出了开展海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的工作建议。

海洋自然资源是比较特殊且独立的一类资源

综合体，在海洋自然资源的分类研究中，不仅涉及

了多学科、多专业，还需要在管理职责上避免与陆

地自然资源的重叠。本文仅探索提出了海洋自然

资源分类的初步方案，仍需在后续工作与管理实践

中进行不断调整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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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陈斌，等：　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探究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Ｂ／Ｔ１７１０８—

２００６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

［１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ＥＢ／Ｏ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门户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１９８／２００９１２／ａｄａｆ７５４５１９ｄｂ４ｂ４３９１ｄ

０１ｂｂ６ａ９６９６７２９．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ＥＢ／ＯＬ］．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

ｃｎ／ｎｐｃ／ｃ１９８／２００９１２／ａｄａｆ７５４５１９ｄｂ４ｂ４３９１ｄ０１ｂｂ６ａ９６９６７２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朱晓东，施丙文．２１世纪的海洋资源及分类新论［Ｊ］．自然杂

志，１９９８，２０（１）：２１－２３．

ＺｈｕＸＤ，ＳｈｉＢＷ．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８，２０（１）：２１－２３．

［２１］孙悦民，宁凌．海洋资源分类体系研究［Ｊ］．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０９，２６（５）：４２－４５．

ＳｕｎＹＭ，ＮｉｎｇＬ．Ｏ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

ｃｅｓ［Ｊ］．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６（５）：

４２－４５．

［２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ＧＢ／Ｔ１９８３４—２００５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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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Ｂ／Ｔ１９８３４—２００５Ｏｃｅａ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

［２３］张志涛，戴广翠，郭晔，等．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基本框

架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８，４０（５）：９２９－９３５．

ＺｈａｎｇＺＴ，ＤａｉＧＣ，ＧｕｏＹ，ｅｔａｌ．Ａｂａｓ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

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ｈｅｅｔ［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４０（５）：９２９－９３５．

［２４］薛智超，闫慧敏，杜文鹏，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土

地资源过耗负债的核算方法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８，

４０（５）：９１９－９２８．

ＸｕｅＺＣ，ＹａｎＨＭ，ＤｕＷＰ，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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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ｈｅｅｔ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４０（５）：９１９－９２８．

［２５］韩英夫，佟彤．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的嵌套式构造［Ｊ］．

资源科学，２０１９，４１（１２）：２２１６－２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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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１（１２）：２２１６－２２２６．

［２６］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

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

［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１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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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ｎ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ｆｏｒ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ｉａｌ）》［ＥＢ／ＯＬ］．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１１－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０－１１／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６３３１１．ｈｔｍ．

［２７］詹龙圣．从“三调”分类到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分

类转换技术方法探索［Ｊ］．智能城市，２０２１，７（１２）：１－３．

ＺｈａｎＬ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

ｓｅ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ｉｔｙ，２０２１，７（１２）：１－３．

［２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６—２００７海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

分：海洋生物调查［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６—

２００７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Ｐａｒｔ６：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ＮＢｉｎ，ＷＡＮＧＭｉｌｅｉ，ＺＯＵＬｉａｎｇ，ＸＵＥＢｉｙｉｎｇ，ＱＩＵ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ＨＵＲｕｉ，ＹＵＥＢａｏｊｉｎｇ，
ＸＵＧａｎｇ，ＬＩＮＸｉ

（Ｑｉｎｇｄａ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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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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