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观点R

海 洋 是 一 座 巨 大 的 蓝 色 宝
库。随着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利
用水平不断提升，人类活动也给海
洋带来影响。许多国家重视海洋
保护，兼顾保护与开发，深化国际
海洋合作，为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五渔村位于意大利北部，由利古里亚海沿岸

的 5 个村落组成。这里风光秀丽，于 1997 年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都

会吸引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五

渔村海域是抹香鲸、海豚等众多海洋珍稀物种共

同的家园，大量游客的涌入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造成了影响，如何兼顾发展与保护成为五渔村面

临的挑战。

意大利海洋资源丰富，拥有长达 7600 公里的

海岸线，世界排名第十五，全国约 60%的人口居住

在沿海地区，海洋相关产业为意大利提供了 90 万

个工作岗位，创造的产业附加值达到 1345 亿欧

元，占该国经济总量的 8.5%。与此同时，人类过

度活动也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利影响，世界自然基

金会 2019 年发布的塑料污染报告指出，每年有近

23 万吨塑料垃圾进入地中海，其中 15%来自意大

利，在所有国家中居第二位。

保护海洋生态、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重要目标，并体

现在其 2018 年制定的最新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文件中。此外，意大利政府及学界也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合作，针对该组织发起的联合国“海洋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计划成

立了全国委员会，并对计划中提到的问题提供解

决方案。今年 5 月，意大利议会正式批准《拯救海

洋法》，规定对渔民将海中垃圾带上岸的行为给予

奖励。

设立海洋保护区是意大利实现海洋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截至目前，意大利生态转型

部（原环境、领土与海洋部）共设立了 29 个海洋保

护区和两个水下公园，涉及 2280 平方公里海域、

约 700 公里海岸线，占意大利全部领海的 9.7%。

以五渔村为例，意大利中央政府在 1997 年、

1999 年分别在这里设立了海洋保护区和国家公

园，对海洋和沿岸陆地进行保护。目前该保护区

内分为 3 种区域，最严格的区域禁止任何船只进

入，一般保护区允许摩托艇进入和开展潜水项目，

其他部分则允许垂钓。意大利其他海洋保护区也

有类似规定，著名的“水城”威尼斯从去年 8 月起

禁止所有大型游轮进入市中心，以减少污染。

此外，意大利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海

洋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领域研究。意大利与克罗地

亚等国合作，共同解决其所在的亚得里亚海塑料

和废水污染等问题；意大利最大的海港热那亚则

与欧洲多个港口城市签订合作联盟协议，探索航

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和技术。

意大利政府 2015 年参与在中国厦门举办的

中国与南欧国家海洋合作论坛。截至目前，中意

已举办 8 届业务化海洋学学术年会，为中意两国

海洋预报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和应对区域气候变

化提供了交流平台，并签署《中意业务化海洋学和

气候预测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意大利

环境保护与研究高等研究所、意大利比萨大学等

高校还与中国高校展开合作，联合培养海洋科技

领域人才，为两国海洋科学领域合作和海洋可持

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意大利——

划分不同区域，平衡保护与发展
本报记者 谢亚宏

谢尔盖·多布列佐夫博士是阿曼苏丹卡布斯

大学海洋生物技术卓越中心主任，他的团队正在

研究来自阿曼附近海域海洋生物的抗癌化合物。

研究结果表明，超过 1/4 的测试海洋生物具有有

效的抗乳腺癌活性。“目前，我们正在鉴定抗癌化

合物并研究它们的作用机制，这或许能为市场提

供新的抗癌药物。”多布列佐夫说。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角的阿曼三面环海，附

近海域有 1000 多种海洋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阿曼政府十分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生物资源研究等。1981 年阿曼颁布第一

部海洋捕捞和生物资源保护法，之后陆续出台实

施条例，并不断修改完善。自 2019 年以来，阿曼

陆续推出“204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愿景”等规划，

将包括海洋渔业在内的 5 个产业确定为引领经济

可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核心，重点推动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除了传统的捕捞渔业外，海洋生物资源正成

为药物资源和工业原料，为阿曼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和就业机会。阿曼于 2004 年成立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海洋生物技术教席，协调全球海洋生物

技 术 领 域 工 作 ，以 推 动 海 洋 生 物 技 术 研 究 与

发展。

“海洋生物技术是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主要是

利用海洋生物及其组成部分来开发新产品和新工

艺。这些产品可应用于食品、健康、海运、能源、环

境保护等领域。”多布列佐夫表示，尽管利用海洋

生物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 4000 多年前，但是海

洋生物技术直到最近才发展起来，仍是一门新兴

学科。海洋生物技术卓越中心研究领域包括海洋

微生物学和生物污损、从海洋生物中分离和鉴定

潜在有用的化合物、商业物种的遗传学和生物信

息学等，目前该中心已成为阿曼海洋生物技术研

究领域的重要力量。

国际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利

用。自 2014 年起，依托国家海洋生物科学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平台，多布列佐夫的研究团队与来

自中国的上海海洋大学梁萧研究团队合作，在海

洋生物污损、贻贝幼虫生物学等领域开展科学研

究。“海洋生物对船舶、平台、浮桥和网箱等人工

基质的附着，给海运业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希

望通过合作研究，找到一种方法，既能防止生物

污损，又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多布列

佐夫说。

“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多布列佐夫认为，阿曼和中国都拥有

独特的海洋生态环境，双方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为两国研究海洋生物和推动海洋生物

技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平台。中国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理

念，为全球海洋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目前，

双方正在筹备建立一个阿中联合海洋生物技术实

验室，旨在开展该领域的创新研究以及培养两国

的年轻研究人员。

阿曼——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利用
本报记者 沈小晓

在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的 中 葡 海 洋 生

物科学国际联合实验室里，来自葡萄

牙阿尔加夫大学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的研究人员正和中方研究人员共同

开展实验，探讨海水贻贝附着机理及

对海洋环境变化响应的问题。这一

实验室已连续运作了 5 年，中葡研究

团队合作项目的实施极大推动了两

国绿色可持续海水养殖合作，也对海

洋贝类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产生引

领和示范效果。

中葡两国在海洋科学领域的合作，

是中外海洋合作的一个缩影。当前，覆

盖地球表面 70%的海洋正面临资源过

度开发、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气

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多重严峻挑战。

这些挑战具有全球性，其所引发的气

候、环境、安全、食品等问题将给人类生

存发展、健康生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解决方案需要考虑世界各地海洋发展

不同现状，通过全球海洋治理，制定全

球性解决方案，以应对现有挑战。同

时，全球海洋治理事关绝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日益凸显。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多

层次、高水平的国际海洋合作，是推进

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通

过务实的国际海洋合作，凝聚海洋共

识，增进海洋互信和海洋福祉，有效推

动了蓝色经济发展，培养了高层次海洋

人才，也促进了海洋文化交融。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海洋合作主要聚焦在全球海洋治

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科研、海洋经济、海洋生态与环保、

防灾减灾、人文交流等领域。在中国的推动下，一系列合作

正在展开：中泰两国科研人员围绕布氏鲸调查技术、调查方

法以及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的研究和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交流

与合作，携手保护珍稀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中国和阿曼的

科研人员聚焦海洋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生物附着现象，联合

开展贻贝幼虫附着机理和新型海洋防污技术研发，为水产

养殖苗种技术改良和环境友好海洋防污技术研发提供新的

理念和技术方案；由中国公司提供关键设备的意大利贝莱

奥利科海上风电项目于今年 4 月并网，可以满足当地近两

万个家庭用电需求……

中国始终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全球海洋治理

的建设者、国际海洋秩序的维护者。当前，中国积极参与联

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计划，

在气候变化、海洋碳汇、国际渔业履约、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极地和深海探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贡献中国方案和中

国智慧，助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放眼未来，进一步深化的国际科研交流、海洋联合项目

研究，将在学术界、政府、科技园和产业界之间创造协同效

应，推动全球海洋科研创新与技术产业应用、海洋生物技术

等前沿科技研发、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可持续发展，为完善

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作者为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科学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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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 月 22 日，在广西涠洲岛附近海域，一群

布氏鲸在捕食。 广西科学院供图

图②：1 月 13 日，在法国南部土伦，一款被用于

潜入地中海深处进行科学考查的潜艇机器人正在被

检测。 尼古拉斯·图卡特摄（影像中国）

图③：6 月 30 日，中葡两国科研人员在葡萄牙阿

尔加夫大学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对地中海贝类进行贝

壳形成机制和免疫功能研究。 张学书摄

图④：荷兰正尝试用环保技术恢复野外珊瑚礁，

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修复。5 月 23 日，荷兰代

尔夫特动物园的两名潜水员将人造珊瑚礁放置在水

族馆的水下，用于试验。

安娜·费尔南德斯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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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拉帕努伊海洋保护区内，三三两两的原

住民正使用从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鱼钩捕鱼。这

里虽然禁止一切工业捕鱼和采矿活动，但传统捕

鱼仍可继续。这里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由原住

民参与投票，确定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的海洋保

护区之一。

拉帕努伊海洋保护区位于南太平洋中部，海

域面积达 74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

保护区之一。在这个 2018 年建立的保护区内，

禁止工业捕捞和采掘，仅保留当地人的捕鱼传

统，海洋保护与风俗文化传承得到有机结合。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生活在保

护区内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的居民开展项

目合作，政府部门、渔业和旅游界代表、居民协会

等定期举行研讨会，就保护海洋、应对气候变化

等问题展开讨论，探寻最佳解决方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当地协调员卡罗尔·查莫罗表示，当地

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当地环

境问题的“专家”。

近年来，智利海洋保护区范围迅速扩大，已达

到其专属经济区面积的 43%。目前，智利共有 4
类海洋保护区，包括海洋公园、海洋保育区、自然

庇护区、多用途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在其中一些

海洋保护区内，民众参与的保护模式逐渐得到推

行。位于该国南部的卡维斯卡国家公园就是其中

之一。公园附近的保护区海域里生物物种丰富，

沿岸也是大量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智

利政府计划邀请当地原住民共同参与该地区的管

理，共同协商确立管理保护方案。

除了加强和完善海洋保护区建设，智利政府

还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2020 年，智利政府多个部门和机构联合建立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审查网络”，共同加强对

捕捞、登陆、运输、营销等环节的监督管理。渔船

被要求安装摄像头，记录从出发到登陆的捕捞作

业全过程，这也推动了渔业信息数字化。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这项技术开始受到更多国家关注，

在打击非法捕捞领域，电子监控系统成为代替人

类观察员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

智利总统博里奇近日在全国讲话中表示，智

利将推出新的渔业法案，同时加强海洋管理。据

介绍，新法将推出促进手工捕鱼和小规模水产养

殖的举措，包括建造 17 个新的渔场，使 1 万多名传

统渔民受益。“智利将采取更为可持续的做法，为

海洋发展提供最高标准的保护。通过创造当地就

业机会，将经济效益和包容性发展结合起来。”博

里奇说。

同时，智利也积极开展海洋国际合作，以加强

海洋保护。几年前，智利沿海暴发赤潮，造成近

10 亿美元损失，智利政府官员、研究所专家和养

殖企业代表组成考察团，到访中国学习改性黏土

治理赤潮技术，并与中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通

过国际第三方检测后，改性黏土正式出口智利，并

沿用至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蓝色经济特别顾问贝

塔雷利指出，智利在海洋保护方面表现突出。展

望未来，要在全球海洋保护上取得更大发展，还需

要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

智利——

仅许传统捕鱼，加强保护区建设
本报记者 毕梦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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