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的海洋：保持亚洲及太平洋的生存 

 

在家的时候，如诗如画的海滩和波涛澎湃的海浪似乎是遥远的记忆。然而，我们无需远眺就能

领略亚洲及太平洋海洋的悠久历史。本区域世世代代倚靠海洋生生不息。本区域名称便含太平

洋，这是一片与我们区域数十亿人的福祉息息相关的水域。海洋提供食物、生计和认同感，太

平洋岛国的沿海社区尤其如此。 

 

可悲的是，海洋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可能淹没进步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

时间里，气候变化和不可持续的资源管理使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过度捕捞的程度

呈指数级增长，使鱼类种群和食物系统变得脆弱。流经本区域河流的海洋塑料污染占涌入海洋

碎片的大部分。虽然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暂时减少了对海洋的排放和污染，但这不应该是暂

时的缓解。而复苏努力有可能基于可持续性和韧性重建一种新的现实。现在是时候共同采取海

洋变革行动了。 

 

尽管在我们的集体想象中都有美丽的海景，但研究表明，我们对海洋的认识非常肤浅。今年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题为“调整风帆：加快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海洋区域行动”

的主题研究见解揭示，没有数据，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游泳。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水下生物”

十个具体目标中只有两个有数据可用。由于方法和国家统计系统的限制，各国之间不均衡的信

息差距持续存在。击败 2019 冠状病毒病是一场数字游戏，我们需要对海岸状况数据作出类似的

承诺。 

 

虽然有很多我们看不到，但塑料污染的图景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亚太区域的塑料产量占全球产

量的近一半，塑料消费量占全球的 38%。塑料给海洋造成了双重负担：生产塑料产生的二氧化

碳被海洋吸收，而且最终产品是进入海洋的污染物。能否克服这一挑战将取决于各国能否出台

有效的国家政策并重新思考生产周期。 

 

环境恶化也影响到日益减少的鱼类种群。本区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产地的地位是以过度开

发为代价的。以不可持续的数量捕捞的鱼类种群的百分比增加了二倍，从 1974 年的 10%增至

2015 年的 33%。生成关于鱼类种群的完整数据、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和养护海洋区域必须仍然是

一个优先事项。 

 

航运的经济活动也必须是可持续性的。虽然亚洲拥有联系最紧密的航运经济体，但太平洋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程度要低得多，使它们与全球经济相对隔绝。必须将弥合海上互联互

通差距作为区域运输合作努力的中心任务。我们还必须与航运界合作，朝着绿色航运的方向前

进。航运作为海洋产业，直接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执行可持续的航运政策对于减轻海洋

污染至关重要。 

 

海洋及其挑战的规模之大要求相关解决方案的广度及其合作深度必须与之相称。跨境海洋管理

和连接海洋数据需要本区域各国密切合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统计系统利用海洋统计数据作为

指南，指导各国监测趋势、制定及时对策并消除阻碍行动的盲点。亚太经社会正通过海洋账户

伙伴关系与各国合作，协调统一海洋数据，并为定期对话提供空间。将国际协定和标准转化为

国家行动也很关键。我们必须充分装备各国和所有海洋监管者，使其能够将全球协定转化为本

地具体成果。亚太经社会正与成员国合作，执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关于减排和环境标准

的要求。 

 

保持海洋无塑料将取决于促进循环经济方法的政策。该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使用，并尽可

能长时间地保持资源使用。这将需要经济激励和抑制措施，以及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本区域



几个国家已经成功实施了一次性塑料禁令。亚太经社会的“封闭循环”项目正在通过解决塑料

废物污染和泄漏到海洋中的问题减少东盟城市对环境的影响。 

 

海洋维系着我们的健康、经济和生活。在后 2019冠状病毒病时代，我们必须利用未来的关键

岁月，引领我们的集体舰队驶向可持续海洋。我们有共同的资源和承诺，我相信我们能够朝着

正确的方向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