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拉帕戈斯群岛距厄瓜多尔本土

约 1000 公里，曾给予达尔文创作《物种

起源》的灵感，197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如今是厄

瓜多尔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

这个“活的生物 进 化 博 物 馆 ”，游 客 可

以 与 企 鹅 共 享 日 光 浴 ，同 海 狮 一 起 游

泳，和巨型陆龟面对面，感受生物多样

性魅力。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加拉帕戈斯群

岛不断注入生机。2019 年，群岛到访游

客超过 27 万。游客的增多带动了岛上

酒店业的发展，酒店数量从 2006 年的 65
家增长至 2017 年的 317 家。游客大部分

围绕以海洋为基础的游览和体验活动进

行消费，因而岛上 85%的经济活动直接

或间接与旅游业相关，当地旅游业从业

者人数也不断增加。

国际加拉帕戈斯旅游业者协会主席

吉姆·卢茨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海

岛整体发展，也反哺了海岛生态环境保

护，“旅游业的收益有助于更好监测和保

护 国 家 公 园 及 海 洋 保 护 区 ”。 创 建 于

1959 年的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涵盖岛

上 97.5%的陆地，环绕岛屿的 13.3 万平

方公里海洋也被设为保护区，禁止工业

化捕鱼。2016 年，群岛中的达尔文岛和

沃尔夫岛附近又划定了 3.8 万平方公里

的“ 禁 渔 区 ”，区 域 内 禁 止 一 切 捕 捞 行

为。这片区域是鲨鱼最密集的海域之

一，当地有研究称，鲨鱼所具有的旅游价

值远远超过其渔业价值，捕获一头鲨鱼

对渔民来说价值约 200 美元，而鲨鱼一

生所能创造的旅游价值可能超过 500 万

美元。

为了促进海岛生态游的可持续发

展，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电

动汽车的使用，限制岛上建筑和常住人

口增加，禁止使用塑料制品，并对进岛游

客数量、物品以及游客活动作出了严格

规定。“这里的环境、社会和生物特性都

十分特殊，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制定特别

的 规 则 ，从 供 应 端 出 发 考 虑 旅 游 业 发

展。”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前负责人瓦尔

特·布斯托斯表示。

不仅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厄瓜多尔

沿海地区的海洋旅游产业近年来日益发

展成熟。在不少旅游相关调查中，有着

红树林、旖旎海滩和绝佳冲浪地的厄瓜

多尔沿海区域都是游客首选目的地。马

纳维省的洛佩斯港以观赏鲸鱼著名。每

年 6 月至 9 月，南极座头鲸会被此地温暖

的海水吸引，前来繁衍后代。在观鲸活

动的带动下，洛佩斯港开发出浮潜、观

鸟、垂钓、水上运动等多种旅游项目，每

到观赏季，这里还会举办一系列文艺活

动。据统计，洛佩斯港每年在观赏季可

以吸引约 4 万名游客。

2017 年，厄瓜多尔制定了《沿海和

海 洋 空 间 管 理 规 划 2017—2030》，对 包

括旅游在内的海上运输、捕捞、水产养

殖、港口、采掘、科研等多领域明确发展

方向。政府希望通过各部门协作，保护

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合理

发展海洋旅游产业，促进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开发利用。

厄瓜多尔

海洋旅游业反哺海岛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记者 朱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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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孕育了生命、联
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前 途 无
量。从海洋渔业、海洋交
通运输业等传统产业，到
海水利用业等新兴产业，
世界各国不断探索如何
更好开发海洋资源，促进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让
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更好
造福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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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西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布雷

斯特市，有一片占地 107 公顷的园区。

园区建筑整齐又现代，不远处有序停靠

着一艘艘船舶。这里是布雷斯特科技

园区，作为法国国家级海洋高新技术园

区、主要的海洋产业聚集区，这里拥有

包括船舶制造、海洋生物科技、海洋能

源利用及沿海区域管理等领域的众多

企业及相关机构，引领着法国海洋经济

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风向。

法国北靠北海、英吉利海峡，西临

大西洋，南接地中海，海洋资源十分丰

富，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突出优势。为

推进本国的海洋战略，法国在 1967 年成

立了国家海洋开发中心，负责推动海洋

领域研究相关工作。上世纪 80 年代，法

国建立海洋部，统一管理海洋事务。此

后，该国陆续出台多项海洋战略计划和

政策，以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 欧盟蓝色

经济报告》显示，2018 年法国海洋经济

产 值 达 217 亿 欧 元 ，相 关 就 业 37.5 万

人。其中，沿海旅游是海洋经济的支柱

产业，产值占比 52%，创造了该领域一半

以上的就业岗位。此外，包括渔业、造

船业、航运、港口、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

等在内的传统海洋产业也是法国海洋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除传统海洋产业外，新兴

海洋产业愈发受到重视。法国政府通

过相关海洋政策大力支持科研创新，进

一步发掘海洋经济潜力，促进海洋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布雷斯特科技园区正

是 借 助 这 一 政 策 实 现 迅 速 发 展 。 自

1988 年建立以来，园区在法国各级政

府的支持下，以科研机构及高新技术企

业为依托，通过产学合作的方式实现

“双向反哺”，一方面拉动其所在的布列

塔尼大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作为全

法乃至欧洲最知名的海洋科学中心之

一，该园区也不断推动法国海洋科技和

生命科学高水平发展。

距布雷斯特科技园区约 200 公里

外，坐落着世界第二大潮汐电站朗斯

电站。24 台直径 5.35 米的涡轮机组利

用潮水涨落形成的水位差进行发电，

装 机 容 量 达 240 兆 瓦 。 近 年 来 ，法 国

进一步加快能源转型的脚步，将目光

投向风力、潮汐等潜力巨大的能源利

用领域。其中，潮汐发电、风力发电、

波浪能发电等能源利用方式均已投入

实践或通过测试。

根据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 2019
年公布的能源发展规划草案，到 2028
年底，法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

较当前水平翻四番，新增装机主要来自

风电和太阳能。法国《回声报》文章指

出，去年法国推出了总值 1000 亿欧元

的经济复苏计划，绿色转型是重点领域

之一。随着相关项目和投资逐渐落地，

法国海洋经济将迎来新一波“绿色发展

浪潮”。“法国政府将继续推动法国西部

海域及地中海部分海域的风电场开发，

并以国家资源协助开发漂浮式离岸海

上风电场。”法国总理府能源顾问艾蒂

安·贝克指出。

法国

推动海洋科技和生命科学高水平发展
本报记者 刘玲玲

荷兰发展海洋经济历史悠久，海洋

渔业、航运、港口、造船、海上风力发电等

行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海洋经济相关

产业是该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

来，荷兰注重综合规划，努力推动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

航运业与港口业务是荷兰经济的亮

丽“名片”。荷兰濒临北海，地处北大西

洋航路和欧陆出海通道交汇处，拥有莱

茵河、马斯河等欧洲多条重要河流出海

口，素有“欧洲门户”之称。在北海沿岸，

10 多个大大小小的海港依次排开，其中

鹿特丹港吞吐量超过 4.6 亿吨，长期以来

都是欧洲第一大港，每年经这里驶往内

河的船只达到 13 万艘。

目前，荷兰拥有航运企业超过 2.1 万

家，直接创造价值超 186 亿欧元，周边产

业产值超 46 亿欧元，带动就业 26 万余

人。依托成熟的港口和发达的海运，荷

兰造船业、旅游业、金融业等行业持续蓬

勃发展。

注重创新是荷兰实现海洋经济长期

发展的重要原因。据统计，荷兰航运相

关行业的研发经费占收入总值的 4%，远

超荷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1.5%的水

平。以造船业为例，虽然荷兰造船业总

体规模不大，但是在半潜船等高端船舶

制造领域，荷兰占据重要地位。

荷兰海事研究所是一家专注于海洋

科学的研究机构。近年来，荷兰海事研

究所将目光投向大型漂浮人工岛、海岸

漂浮防护堤、漂浮太阳能电池板等前瞻

性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未来技术成

熟投入使用后，有望助力荷兰成为这些

领域的有力竞争者。

作为著名的“低地之国”，荷兰地势

低洼，易受海潮侵蚀。数百年来，该国

通过围挡筑堤等方式填海造地总计约

7000 平 方 公 里 ，约 占 其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1/5。在抵御海水侵蚀的同时，填海造地

也为荷兰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须德海工程是荷兰规模最大的造陆

工程。该工程自上世纪初开始规划、建

设，目前仍在建设中。该工程通过修建

拦海大坝隔开北海和须德海，并在大坝

上修建双向四车道的公路。建成后，这

里将成为东北欧交通要道。大坝内的区

域一部分成为淡水湖，另一部分则建成

可用于耕作的农业用地。数据显示，须

德海填海造地总面积超过 2600 平方公

里，聚集人口超过 300 万。

近年来，荷兰政府在进行规划时更

加注意生态保护，减少填海造陆区域的

农耕区面积，大力新建、扩建湿地等自然

保护区。

随着海上风力发电等新兴产业不

断兴起，北海海域日益“拥挤”，海洋生

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为更好地保护

海 洋 环 境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海 洋 资 源 ，

2018 年，荷兰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制定了

北海开发综合方案，合力推动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努力在海洋开发与保护中

寻求平衡。

荷兰内政部空间政策主管罗伯特·
戴克斯特里介绍说，北海未来发展必须

对航道规划、风力发电、渔业捕捞和养殖

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通过科学设计，

充分利用海洋空间，使航运、发电、养殖

等活动各得其所。戴克斯特里强调，海

洋开发必须对自然有包容性，并将海洋

当作一个生态系统来看待，推动海洋生

态可持续发展。

荷兰

航运业研发经费占收入总值的4%
本报记者 张朋辉

在 毛 里 求 斯 东 海 岸 蔚 蓝 的 海 面

上 ，125 口 直 径 20—25 米 的 圆 形 网 箱

漂浮在海面，白色船只穿行其间给鱼

苗们喂食。这座水产养殖场属于毛里

求斯马埃堡海洋养殖公司，年产鱼类

约 3000 吨 ，以 出 产 优 质 红 鼓 鱼 而 闻

名。马埃堡公司还拥有自己的鱼类孵

化场及加工厂，产品包装标注有加工

日期等信息，以实现“鱼类从孵化到包

装的可追溯”。

毛里求斯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渔

业和水产品加工成为该国最具潜力的

产业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部分

海域的过度开发，鱼类因过度捕捞而数

量锐减，海洋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

90 年代起，毛里求斯政府开始采取限

制措施，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水产养殖

业。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在介绍相

关计划时特别提道，“为了巩固和发展

渔业产业，我们将进行种群评估，以更

好地管理和保护海洋物种”。

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运输对于

毛里求斯来说至关重要。毛里求斯位

于印度洋南部地区的主要海上贸易路

线上，是欧、亚、非和大洋洲之间的海、

空交通枢纽。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

凡绕道好望角至亚洲马六甲海峡的过

往船只都要在这里停泊。即使在今天，

首都路易港仍是非洲最繁忙的良港之

一。毛里求斯港口管理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9 财年毛里求斯港口贸易运

输量超过 800 万吨，对国家 GDP 贡献

度超过 2%。

因其运输经济性和安全可靠性，海

洋运输成为毛里求斯开展对外贸易的

主要运输方式，围绕港口开展的相关活

动也成为该国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内

容。为促进港口发展，2002 年起毛里

求斯开始实施港口总体发展规划，采取

有效措施维护和升级港口基础设施，从

而使港口满足日益增长的大型集装箱

船的停靠需求。在港口现代化及扩建

方面，毛里求斯已投资超过 60 亿毛里

求斯卢比（1 元人民币约合 6 毛里求斯

卢比）。根据最新修订的港口总体发展

规划，毛里求斯计划追加投资超过 7 亿

美元，用于发展邮轮客运码头及智能港

口系统等。

“海洋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文化、环

境和经济的遗产”——在毛里求斯经济

发展局官网显著位置，写着这样一句

话。该国拥有 19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专属经济区，同时和塞舌尔共同管理

39.6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如此庞

大的专属经济区，海洋部门将成为经济

发展的主要支柱”。毛里求斯因其迷人

的海岛风光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据统计，包括旅游业、渔业、海鲜

加工、海港活动等在内的海洋经济活动

在 GDP 中所占比重约为 30%。

为进一步挖掘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更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 1998 年制

订的《十年渔业发展计划》基础上，2005
年毛里求斯又制订了《五年渔业发展计

划》，并于 2010 年推出一份《全国行动

计划》，以制止和消除非法捕捞，推动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从 2014 年起，毛

里求斯将海洋经济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并制定了详细的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

计划在巩固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

水产养殖、航海服务、海洋生物技术以

及油气勘探等新兴产业。

毛里求斯

实现“鱼类从孵化到包装的可追溯”
本报记者 吕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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