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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治理并不遥远

全球海洋治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0世纪以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海

水增温膨胀、陆地冰川和极地冰盖融化等因
素影响，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几十年来，格
陵兰冰盖加速融化。如果其全部融化，全球
海平面预计会上升7米。假如海平面上升1
米，就可能淹没部分小岛。

尽管中国沿海城市短期内尚未面临被海
水淹没的威胁，但海平面上升也加剧了海洋
灾害影响。2021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
1980年至2021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
为3.4毫米/年。2021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
常年高84毫米，为1980年以来最高。如今，
长江口和钱塘江口咸潮入侵程度总体加重，
沿海省份局部地区海岸侵蚀加剧，海水入侵
范围加大。

海平面上升，仅仅是众多全球海洋治理
问题的“冰山一角”。目前，全球海洋治理领
域还包括海水酸化、海洋微塑料污染和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等热点问题，而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极治理，也
是持续受到关注的重点议题。

当前，联合国正在主导进行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问题的政府间谈判，涉及海洋遗传资源
分配、环境影响评估、公海海洋保护区等海洋
资源开发与环境管理的诸多问题。这些既是
海洋治理的前沿问题，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
议程。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
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
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高度重
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
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
有序开发利用，旨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
海蓝天。

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构建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之一。推进全球
海洋治理，则是践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重要载体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具体
抓手。

从治理主体看，当前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包括沿海国、群岛国、内
陆国等。此外，还有联合国框架下的相关涉
海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
私营企业、社会民众等。

实践中，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导
致相关治理责任、义务的区分和利益分配是

一个相互博弈妥协的过程。各类全球性海洋
问题成因和治理方式技术的复杂性，使得海
洋生态环境恢复的周期相当漫长，需要海量
的治理资金、先进科技投入，以及各国协调一
致的行动，而且治理成效不易显现，带有明显
的滞缓性。比如，海水酸化的自然恢复至少
需要数千年。而遏制它的唯一有效途径，是
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全球海洋治理中国在行动

中国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既体现于全球
海洋保护、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环
境保护、南北极治理等领域的国际贡献，也涵
盖国内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强化海洋环
境保护和治理、推动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等
方面的持续有力举措。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是推进全球
海洋治理的必然要求。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自然资源部
联合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将
辽东湾、黄河口及邻近海域、北黄海、苏北沿
海、长江口—杭州湾、浙中南、台湾海峡、珠江
口及邻近海域、北部湾、环海南岛、西沙、南沙
划为重点海洋生态区，将海南岛中部山区热
带雨林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力推动

入海河口、海湾、滨海湿地与红树林、珊瑚礁、
海草床等多种典型海洋生态类型的系统保护
和修复。

同年，为期8个月的“碧海2020”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集中整治破坏珊
瑚礁、盗采海砂、非法倾废、破坏岸线、侵占湿
地等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国还持续推进红
树林的保护和修复，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
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做好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对于推
进全球海洋治理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理
事会成员，为国际海底区域治理体系建设、资
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
重要贡献。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获得国际海底区域
勘探矿区数量最多、资源种类最全的国家；作
为国际海底管理局与成员建立的首个培训和
研究机构，“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
与研究中心”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学员，致力于深海科学、技
术、政策培训和研究工作，展示了中国促进发
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实际行动。

放眼未来，我们应充分考虑中国正从海
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身份定位的转变，着眼今
后海洋利益拓展等因素，为国际规则制度完
善预留空间和余地。 □吕贤臣

全球海洋治理,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海洋占地球表
面积约71%，占地球全部水资源的97%，
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人类以及地球上
所有其他生物的生命都依赖于海洋。海
洋为人类提供了许多资源和服务，如氧
气、调节气候、固碳、提供食物和医药
等，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海洋产生了地球上至少 50％的氧
气，是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家园。全球超
过10亿人口摄入的蛋白质也主要来源于
海洋。海洋对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预计
到2030年，全球海洋产业将有4000万就
业人口。

“世界海洋日”宣传活动，是希望告诉
公众，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推动公民
守护蔚蓝海洋，并动员和团结世界人民保
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

今天是第十四个“世界海

洋日”和第十五个“全国海洋宣

传日”，主题为“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9年4月23日，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

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

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

时，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的重大倡议，表示我们要

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

世界，促进了发展。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有机组

成部分。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

海洋治理，也已成为推动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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