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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保护海洋，守护生命之源

Protect the oceans and safeguard the source of life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

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

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宇宙中看到地球全貌

的人。他这样描述所看到的地球:“它是个

蓝色大水球！我们给地球起错了名字，它

应该叫作水球。”

地球表面积的71%被海洋占据，地球

上近80%的生物生活在海洋中。海洋是生

命之源，为人类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其生态

系统关联着当今6.6亿多人的就业。没有海

洋，就没有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是，

不可理喻的是，“海洋——生命的起源之

处——现在却受到其中一种生命的威胁,

海洋正以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发生着变

化……而人类对海洋所造成的威胁更多的

是威胁人类自身”（蕾切尔·卡逊）。遗憾的

是，“海洋对人类如此重要，可人类对海洋

的认识却如此贫乏”（美国国家科学院海

洋学委员会）。

今日的海洋，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

加快，受到来自各方面不同程度的污染和

破坏，陆源污染、废物倾倒、过度捕捞、气候

变化等正在严重破坏海洋的健康。联合国

于2019年5月8日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自工

业化以来，人类已经改变66%的海洋生态

环境”“自1980年以来，海洋塑料污染增加

了10倍，影响到86%的海龟、44%的海鸟和

43%的海洋哺乳动物。”今年3月初，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发布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

作为评估全球环境最全面的报告，其结论

触目惊心。报告指出，“42％的陆地无脊椎

动物、34％的淡水无脊椎动物和25％的海

洋无脊椎动物被认为濒临灭绝。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和各种功能正在衰退……人类活

动引起的温室气体释放正在导致海平面上

升、海洋温度变化和海洋酸化。珊瑚礁正因

这些变化而受到破坏。每年高达800万吨的

塑料垃圾流入海洋。海洋垃圾，包括塑料和

微塑料，现在存在于所有海洋，在所有深度

都能找到。”

开放、流动和不可分割是海洋的天然

特征，也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若要避免

“公地悲剧”，需要同舟共济的意识。历史的

经验表明，应对海洋问题和海洋危机，仅凭

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力量无法胜任，需要

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全球海洋治理的

机制。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多公

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沿海岛屿，有着悠

久的海洋文化，自先秦时期就出现吴、越、

燕、齐等海洋强国，自汉代以来开辟与发展

了通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在全球

海洋环保问题上责无旁贷。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 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这是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全球海洋治

理领域贡献的又一“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长期性、艰巨

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各国要共同保护海洋生态文明，要像

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唯有世界各国携

手共同努力、同舟共济，走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打

好海洋污染治理这场持久战，守护人类共

同生活的唯一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