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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常简称
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以下简
称《协定》）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
保护协议之一，也是首个聚焦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议。

本报告对公海上不断增长的人类活动
压力进行了最新分析，强调通过《协定》
实现“3030”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22年，各国达成了联合国“3030”目
标，该目标要求到2030年前至少保护全
球30%的海洋，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每年
需要保护11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协
定》是实现“3030”目标所必需的工具。

本报告概述了《协定》生效所需要的体制安排，
包括设立缔约方大会、科学和技术机构等大会
附属机构。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进行必要的准
备工作，有利于推动《协定》的生效和实施。

基于“全球渔业观察”平台的数据，绿色和平国际总部研究
人员估算出，从2018年至2022年，公海上渔船的捕捞时长
总体增加了约8.5%（662,483小时），2022年，公海上渔船
的捕捞时长累计达到8,487,894小时。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在2019年发布的《30x30：全
球海洋保护的蓝图》报告中基于“3030”目标设
计了公海保护区网络，在所设计的网络区域内，
渔船的捕捞时间在2022年达到2,938,182小时，
比2018年增加了22.5%（541,607小时）。

本研究选取三个优先保护海域，开展基于《协
定》进行保护的案例分析。这三个海域分别为
位于北太平洋的帝王海山、位于北大西洋的
马尾藻海和位于南半球的南塔斯曼海/豪勋爵
海隆，上述海域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都具有重
要意义，并且正在遭受气候变化和工业捕捞
的严重影响。我们将列举人类活动给这些海
域造成的累积压力，并展望如何基于《协定》
对它们进行保护。

保护公海并实现“3030”目标，迫切需要各国政府采取
行动。在公认应被保护的生态敏感区域内，工业捕捞
的规模仍在不断增加，这更凸显了保护行动已经迫在
眉睫。任何行动层面的拖延都将加剧海洋所面对的压
力，使得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依赖健康海洋获取食物和
生计的数十亿人口遭受更加严重的影响。

各国政府在批准《协定》的同时，还须开始准
备海洋保护区的提案。相关流程应当立即启
动，而任何迟缓都将损害《协定》的及时和全
面实施，并威胁到“3030”目标的实现。

延绳钓、鱿鱼钓和拖网是最常见的公海工业
捕捞方式。延绳钓占全球公海捕捞活动的四
分之三以上。延绳钓渔船的主干鱼线极长，长
度可达100公里以上，装有数千个带饵的鱼钩。
延绳钓会导致大量非目标物种被误捕，因而
具有破坏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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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对近五年来公海上工业捕捞的活动范围进行了最新分析，详细描述了公海捕捞
的巨大规模。此外，针对在“3030”目标下建议设立保护区的公海海域，本报告还介绍了
这些海域内捕捞活动的大致情况。

包括塑料污染在内的污染问题正在
持续恶化，并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
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航运不仅使相
关公海区域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石油
和噪声污染之下，还要面对各种事故
和溢油风险。

��x��

报告要点

海洋正面临大规模威胁，要实现“3030”目标，时间所剩无几，保护
行动刻不容缓。各国政府应力争促使《协定》在2025年6月召开的
联合国海洋大会之前生效，以留出足够时间落实“3030”目标。

2023年，海洋温度再次突破纪录。变
暖、酸化和脱氧改变了海洋的化学组
成，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
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会干扰海
洋在调节地球温度和气候方面所起
的关键作用。

深海采矿是公海面临的新的严重威胁。已有许
多国家表态支持对深海采矿按下暂停键。海洋
健康已无法承受更多压力，暂停推进深海矿产
开发将至关重要。

��.�%

海洋面临的多重严峻威胁，正在对海洋健康造成
深远的影响。这些威胁包括：海洋变暖、酸化和脱
氧，包括塑料污染在内的各种污染，航运，新兴的
深海采矿业，以及工业捕捞。

+�.�%

本报告阐述了通过《协定》在公海上建立海
洋保护区的流程：从向缔约方大会提交海
洋保护区提案开始，直到实施并积极管理
新的海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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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刻不容缓。各国政府应力争促使《协定》在2025年6月召开的
联合国海洋大会之前生效，以留出足够时间落实“3030”目标。

2023年，海洋温度再次突破纪录。变
暖、酸化和脱氧改变了海洋的化学组
成，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
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且会干扰海
洋在调节地球温度和气候方面所起
的关键作用。

深海采矿是公海面临的新的严重威胁。已有许
多国家表态支持对深海采矿按下暂停键。海洋
健康已无法承受更多压力，暂停推进深海矿产
开发将至关重要。

��.�%

海洋面临的多重严峻威胁，正在对海洋健康造成
深远的影响。这些威胁包括：海洋变暖、酸化和脱
氧，包括塑料污染在内的各种污染，航运，新兴的
深海采矿业，以及工业捕捞。

+�.�%

本报告阐述了通过《协定》在公海上建立海
洋保护区的流程：从向缔约方大会提交海
洋保护区提案开始，直到实施并积极管理
新的海洋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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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填补了关键的治理空缺 《协定》的达成
离不开科学证据和多方努力

《协定》填补了全球治理和保护领域的一个关键空缺，即致力于
保护各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这个区域占到了全
球海洋总面积的61%，通常被称为“公海”。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各国必须保护其管辖范围内区
域的生物多样性，并监管其公民在公海上的活动。然而，在《协
定》诞生之前，在公海建立保护区方面并不存在全球一致的做
法，也没有专门负责保护这些海域中生物免遭破坏的机构。区
域性和部门性的管理机构构成了主要负责监管公海上人类活
动的治理体系，例如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
际海事组织。然而，这一分散的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保护海洋。

鉴于公海占据了近一半的地球表面积，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的空缺所带来的后果不容忽视。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公海
由于位置遥远，得以免受像沿岸海域那样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
响。然而，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沿海资源日益减
少，监管日益加强，工业开发活动逐渐扩展到公海。人类在缺乏
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追求财富，在公海上重演对陆地野生
生物进行过度捕杀的历史。

无论是直接成为工业捕捞目标还是成为间接受害者，那些引人注
目的、标志性的公海生物的数量经历了速度惊人的灾难性崩溃。
例如，太平洋的棱皮龟、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和长鳍真鲨的种群数
量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超过90%。位于海山山坡上的诸多
栖息地遭到破坏，科学家和探险者甚至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或记录
它们的原貌，只能通过残留的痕迹来推断损失的情况。

起初，这些损失并未被察觉，但由于公海监测方法的改进、科学
研究的增强以及各方努力，令人震惊的种群衰退和栖息地破坏
逐渐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在这些有力的科学证据基础上，通过
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环境保护机构的共同和不懈努力，以及相
关国家的明智判断和积极推动，《协定》的制定得以启动并最终
达成。

演员兼环保人士简·方达（Jane	Fonda）和塞内加尔社区领袖安塔·迪乌夫（Anta	Diouf）
向联合国《协定》谈判政府间会议主席李陈蕙菁递交了一份由550万人签署的倡议书，要
求制定强有力的《协定》。

©	Stephanie	Keith	/	Greenpeace	

执行摘要

2023年3月，联合国历史性地达成了一项全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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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常简称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或《BBNJ协定》，以下
简称《协定》）。

经过近20年的准备工作和艰苦的国际谈判，这一《协定》的达成代表了在当前国际关系深受冲突压
力的时代下多边主义的罕见胜利。它证明了世界仍然能够团结起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以确保地
球能够维持人类宜居状态。	

然而，实现《协定》的目标需要多边合作进一步加快步伐。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非常紧迫。

为实现《协定》的目标，多边合作必须进一步加快步伐。

作者：卡鲁姆·罗伯茨（Callum	M.	Roberts），埃克塞特大学海洋保护学教授、海洋生物学家、海洋学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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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意义

各国应在2025年前批准《协定》
以促进“3030”目标的实现

《协定》包括“一揽子”四个议题，以应对现有和新兴的人类活
动对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协定》第一部分规定了《协定》整体的目标、原则和术语定义，
并强调各缔约方有责任合作实现《协定》的目标，包括开展“与
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领域机构
的合作”。2第7条规定了风险预防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在《协定》
中的适用。序言明确表示《协定》中的任何条款都不会减少或取
消土著人民的现有权利。

《协定》为保护公海提供了规定，这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扭转野生种群衰退取得重要进展。《协定》为建立全球规模的保
护区网络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些保护区网络将确保生物圈的功
能、活力和奇观得以长久存续。

《协定》于2023年6月19日在联合国正式通过，将其付诸实施的
程序也由此开启。只有在60个国家批准、核准或加入后的第120

→
→
→
→

各国领导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海洋

正如这份由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发布的报告所呈现的，全球海
洋，包括那些为落实“3030”目标应设立为保护区的海域，都在
面临捕捞造成的巨大压力。不仅如此，这些直接冲击还会叠加
因人类造成的全球变化而加剧的慢性压力。如果没有步调一致
的国际行动去应对各种变化的驱动因素，海洋生物将遭受毁灭
性打击。
这些驱动因素包括：
→

→
→

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后果——海水变暖、脱氧、酸化和生
产力下降
化学污染、噪音污染和塑料污染
航运量的增长

海洋遗传资源，包括获取和分享惠益
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
环境影响评价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

→
→

海洋生物得以恢复和繁荣，并增强其适应全球快速变
化的能力
保护可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蓝碳存储库
保障全球数十亿人口的食物和生计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和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持续从
多方位开展高强度且专注的工作。这些工作应当延续甚至超越
在达成《协定》时所做的努力。

协定及时生效对于达成“3030”目标意义重大。“3030”目标是
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中的一个重
要目标，指到2030年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和陆地。如果将
公海排除在外，显然无法在全球海洋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功能
完备的《协定》是达成“3030”目标的关键，但各国政府也必须意
识到，时间极其紧迫。

即使《协定》能够在2025年生效，也仅剩5年的时间用来建立公
海保护区网络。这将需要规模前所未有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正
如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对该协定所做出的评论，我们需要“利
用现有的一切想法和工具”，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3

天，《协定》才会生效。

以往的经验表明，国际协定的生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例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费了12年的时间才生效。公海保护进
度已经严重滞后，而对有效保护的迫切需求与日俱增。这一次，
全球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新兴的活动，如深海采矿，使得有效治理公海变得更加迫切。

海洋保护区，特别是完全禁止或严格限制各种破坏性活动的	
完全或高度级别的保护区，对解决当前的海洋危机至关重要。
完全或高度级别的保护区为以下方面提供了空间：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努力推动《协
定》在2025年的联合国海洋大会
之前生效。

一只被延绳钓渔船捕获的鲨鱼。

©	Tommy	Trenchard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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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为海洋保护区提案提供了证据

为了加快保护进程，我们建议各国合作准备候选的海洋保护
区提案，以便在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上进行审议和讨论。根据《协
定》的规定，这次大会将在《协定》生效后的一年内召开。

幸运的是，多年来针对公海生物多样性持续的科学记录和评估
为保护区的提案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基础。

2006年，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发布报告《复原之路：全球海洋保
护区网络》（Roadmap	 to	 Recovery:	 A	 Global	 Network	 of	 Marine	
Reserves），该报告显示，基于当时对公海的科学认知，已经能够确
定公海保护的优先区域，并勾勒出公海保护区网络的基本框架。

自那时起，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都行动起来，迅速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2010年，旨
在确定和描述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EBSAs）
的努力得以启动。这一国际合作行动至今已描述了320多个
EBSAs，其中许多EBSAs都符合建立保护区和（或）采取其他措
施保护野生生物的多个适宜性标准。

2019年，约克大学、牛津大学和绿色和平国际总部的研究人员
发布了一份关于识别公海保护的优先区域的研究报告《30x30：
全球海洋保护的蓝图》。该报告基于公海和公海生物的最新科
学研究，利用先进的保护区网络设计工具，提出了具有气候适
应性、连通性的保护区系统，并规划出覆盖全球公海的从海面
到海底的保护区网络。

既有的公海资源开发行为仍在继续，新的开发行业蓄势待发。
海洋温度的最高纪录不断被打破，海平面上升和冰川融化速度
不断加快，生态崩溃的临界点逐渐接近。虽然无法确定临界点
距离我们还有多远，但预防性原则要求我们迫切行动起来。

如果各国不及时批准和实施
《协定》，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可能

会变成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应立即着手准备海洋保护区提案

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工作现在就应启动，而不能等《协
定》生效并建立了执行机构和机制后才启动。我们必须在等待
协定生效的期间，就协调多方迅速开展合作，确定相关行动和
候选保护区提案。否则，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可能会变成一次历
史性的失败。

在协定生效之前，海洋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包括过度捕捞和破
坏性捕捞、污染和全球变化，将越来越紧迫。本报告的分析发
现，在绿色和平2019年基于“3030”目标规划的公海保护区网
络内，相比2018年，2022年渔船的捕捞时间增加了22.5%。4这
清楚地表明了采取保护行动的迫切性。每延迟一刻，公海面临
的威胁就会加剧一分。

在《协定》谈判的第五次政府间会议（IGC5）前夕，绿色和平美国分部的工作人员在纽约标志性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投影。

©		POW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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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域对野生生物具有重要意义，是许多珍稀且种群不断衰
退的物种栖息地，许多生物仅在这些地方存活。不管过去还是
现在，这些海域都在持续遭受渔业捕捞的严重影响，并正在经
历快速且破坏性的气候变化，以及来自新兴人类活动的威胁。
这三个海域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保护和科学研究的关注。绿色和
平2006年和2019年的研究得出的公海保护区网络设计方案均
包含了这三个海域，它们在科学界、保护界、公众以及高层政治
界中获得了广泛支持。

亟待保护的海域：三个案例

在本报告中，我们以三处公海区域为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它们
是广受认可的优先保护海域，《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应尽快
讨论在这些海域设立保护区的事项。

→
→
→

位于北太平洋的帝王海山（Emperor	Seamounts）
位于北大西洋的马尾藻海（Sargasso	Sea）
位于南半球的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South	 Tasman	
Sea/Lord	Howe	Rise）

本报告包括三个案例分析：位于
北太平洋的帝王海山、位于北大
西洋的马尾藻海、位于南半球的
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它们选
自广受认可的优先保护海域，应
尽快基于《协定》设立海洋保护
区，保护这类海域。

一头座头鲸在大堡礁海域跃起。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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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刻行动为海洋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迅速落实这些保护提议，各国政府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包括
以下机构在内的《协定》的执行机构：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支持建立筹备委员会，以支持《协定》尽早实施。

筹备委员会将由联合国的常规预算资助，并根据政府间会议的
程序规定进行运作。筹备委员会可以具有起草关键文件、议程、
程序规则、财务规定等职能，为《协定》及其附属机构的运行打
下基础。如果没有筹备委员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甚至后续的
缔约方大会将耗费时间用于解决这些事项，导致《协定》实施的
延迟。

保护区并非在《协定》生效之前唯一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领域。
眼下，深海采矿已经越来越逼近深海生态系统。虽然越来越多
的国家加入到保护的行列，倡议在深海采矿尚未正式开启之
前，暂停这种可能带来灾难的产业。然而，要将倡议转化为现
实，仍需要更多国家的支持。国际学术机构已经得出结论，深海
采矿将带来严重、广泛、持久和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一历史性

《协定》的达成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以促成全球社会团结起来，
对深海采矿按下暂停键，并发出明确的信号：破坏海洋的时代
已经结束，保护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

缔约方大会
科学和技术机构及缔约方大会的其他附属机构
信息交换机制
秘书处

→
→
→
→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的行动者们在深海采矿公司租用的船舶侧面涂上了“危险！”（RISK!）字样。
绿色和平“彩虹勇士号”考察船前往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见证深海采矿行业的活动。

©	Marten		van	Dijl	/	Greenpeace

北大西洋马尾藻海海域的马尾藻和鱼。

©	Shane	Gross	/	Greenpeace



引言

印度洋撒雅德玛哈浅滩海
域的海草。

2023年3月，海洋保护迎来振奋人心的历史时刻——各国代表在
联合国总部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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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案文。1该协定常
被简称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或《BBNJ协定》，本报告中，将
其简称为《协定》。《协定》是自2015年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
来最重要的多边环境立法。

各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通常被称为“公海”，占到了全球
海洋总面积的61%，是地球上最大的栖息地。这些海域是数百
万物种的家园，蕴育了千姿百态的生态系统，是我们蓝色星球
上的各种生命得以维系的关键支撑。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海
洋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公海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加，
包括工业捕捞、污染以及新兴的深海采矿行业。2

《协定》被各国批准和生效后，将使得在公海上建立完全或高
度级别的海洋保护区网络成为可能，为海洋提供有力的保护，
给予海洋生物恢复和繁荣生长的空间。

《协定》是实现“3030”目标的强有力工具。“3030”目标是指到
2030年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和陆地，该目标是“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目
标。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一
致同意达成了“昆蒙框架”。*32030年已经近在咫尺，我们必须
尽快采取行动。

各国政府必须迅速实施《协定》并确保采取有力度和规模的保
护措施。以往的经验表明，国际协定的生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费了12年的时间才生效。这意味
着，要使《协定》尽快生效，实现富有雄心的保护目标，迫切需要
各国提升政治意愿。时不我待。

基于最新的分析研究，本报告提出了明确的行动路线，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
→

→

→

→
→

《协定》的重要意义及相关条款简介。
公海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新威胁，本报告基于“全
球渔业观察”平台数据估算和分析了最新的渔业捕捞
活动。
各国应“双管齐下”，切实执行《协定》的路径：一方面应
加速批准《协定》、准备《协定》生效的体制安排和相关
流程，推动《协定》尽快生效；另一方面，在准备《协定》
生效期间，各国应同步准备海洋保护区提案。
三个海域的案例研究以及此类海域应成为首批海洋保
护提案的原因。三个案例研究的海域包括帝王海山、马
尾藻海和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
绿色和平对下一步海洋保护工作的建议。
确保《协定》成功通过的因素，以及绿色和平多年来的
贡献。

*	“3030”目标指到2030年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根据科学研究，这是确保海洋健康所需达到的最低保护水平。

©	Tommy	Trenchard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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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协定》成功通过的因素
2023年3月4日晚间，在经过了30多小时连续磋商后，政府间会议主席李陈惠菁宣布“船已靠岸”	——	《协定》案文
终于达成，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4经过多年的磋商，在各国谈判代表的心目中，《协定》达成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

多年来，许多政府、组织和个人孜孜不倦地努力构建全球政治意愿，推动《协定》达成。合作是《协定》成功的关
键。公海联盟（High	 Seas	 Alliance）在激励和协调非政府组织的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蓝色领导者（Blue	
Leaders）、全球海洋联盟（Global	Ocean	Alliance）和高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目前成员已经达到
52个国家）等组织在《协定》正式谈判期间兴起，为保持雄心和达成共识提供了关键支持。6

在《协定》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持《协定》达成期间这种多边合作的政治动力，并进一步加快步伐。

历史概览

全球政治运动向着改善保护公海海洋生物的治理机制发
展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当时，海洋健康状况不断
恶化，对海洋保护区是恢复生态复原力的关键解决方案的
认可日益增强，这些因素促使各机构采取行动。全球海洋
保护的进程和目标在增加雄心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推
动了《协定》的制定以及有关增加海洋保护区覆盖率的国
际倡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持续推动着公海保护的进程。迄今为止，
《生物多样性公约》一直是为各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设立
海洋保护区提供指导的主要全球机制，并要求各缔约国就
超出自己国家管辖范围但受自己管辖或控制的有害活动
进行监管。《生物多样性公约》认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采取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公海保护方面力有不逮。公海上
的人类活动大多通过其他公约和协议进行管理，例如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或国际海事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并未十
分明确的要求各国采取集体措施来保护公海，也未提供建
立公海海洋保护区的机制。现在，《协定》填补了这一重大的
治理空缺。

《协定》于2023年6月1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通过，并
受到了各国各界人士的欢迎。7非洲集团谈判代表、塞拉利
昂大使迈克尔·伊姆兰·卡努（Michael	 Imran	 Kanu）和新
加坡外交部长评价《协定》是“共同的游戏规则改变者”。8,	9

众多人士，例如欧盟环境、海洋和渔业事务委员维尔吉尼
尤思·辛克维丘斯（Virginijus	 Sinkevičius），将《协定》的达
成誉为“海洋的历史性时刻”。10

---------------------------------------------------------------------------
请参阅绿色和平国际总部2019年发布的《30×30：全球海
洋保护的蓝图》报告，了解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国际治理
的关键历史进程的更多信息。11

14 确保《协定》成功通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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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重要性和规定

©	Greenpeace	

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的第二周，绿色和平美国分部的行动者将海洋保护信息投影到克莱斯勒大厦上，向在联合国参与谈判的代表们发出
明确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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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达成代表着保护海洋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它
填补了海洋治理框架中的重大空白，并为采取跨区域和跨部门
的一致、明智的协同行动提供了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是，《协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

《协定》建立了一个设立公海保护区的新框架，在此之前，此类
框架在大部分公海区域是缺失的。**

《协定》囊括了各国在2011年商定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
→
→
→

海洋遗传资源，包括获取和分享惠益
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
环境影响评价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
→
→
→
→

缔约方大会
科学和技术机构
秘书处
执行和遵守委员会
信息交换机制

国际海事组织、以及管理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深海采矿活动的
国际海底管理局。

根据《协定》，如果决策过程中无法达成协商一致，可以通过投
票表决。针对有关海洋保护区部分下的决定，投票表决有两个
步骤，需先通过三分之二多数确定为达成协商一致的所有努力
均已穷尽，然后以四分之三多数通过相关事项的决定；海洋遗
传资源货币惠益分享相关的决定则仅有一个步骤，以四分之三
多数通过。允许投票表决的规定对于推进“3030”目标的实现
至关重要。投票机制将防止保护措施受到少数派的阻碍。在《协
定》之外的一些机构，例如区域渔业组织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养护委员会，在设立海洋保护区等事项上，就曾遇到类似问题。

《协定》缔约方大会不会受制于这类阻碍。

《协定》的规定赋予缔约方大会“视需要决定通过”“紧急适用
的措施”的权限，以便迅速应对自然现象和人为灾害。遗憾的
是，上述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污染或其他诸如管道泄
漏、地质工程或其他不符合纯紧急情况下的破坏性状态。

《协定》序言指出有必要以“协商一致及合作的方式”处理海洋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它还指出了导致海洋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若干因素，包括气候变化、海水酸化、污染和

“不可持续”的利用。12这段关键陈述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
强调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紧密联系，还突出了

《协定》在更好地整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行动方面的作用。

《协定》的第一部分阐明了适用于后续所有章节的目标、原则
和术语定义。重要的是，缔约方有义务通力合作以实现《协定》
的目标，其中包括“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
域、次区域和领域机构的合作”。13第7条规定了风险预防和污染
者付费原则在《协定》中的适用。

序言“回顾”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确认协定中的任何
内容都不会减少或取消土著人民或“在适当情形下”的当地社
区的现有权利。许多土著人民和沿海社区的生计和文化，无论是
在生态还是文化方面，都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紧密相连。例
如，太平洋岛民的波利尼西亚祖先利用自然环境的提示，在散布
在大洋中的岛屿之间航行，穿越数千公里的开阔洋面。14

《协定》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些机构，包括：

信息交换机制作为一个集中的平台，使各方能够获取、提供和传
播有关其活动的信息。

建立之后，上述机构将成为《协定》和现有管理机构之间互动与
合作的渠道，比如管理捕捞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管理航运的

**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和南极条约体系的相关规定为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制定了明确的机制，但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这意
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就无法建立海洋保护区。https://www.ccamlr.org/en/science/marine-protected-areas-mpas

生物学家苏珊娜·洛克哈特（Susanne	 Lockhart）博士在研究南极生物。绿色和平记录
了南极独特的野生生物，以推动创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提案。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海洋遗传资源

公海中的海藻、动物和微生物所含有的遗传信息使它们能够产
生各种各样的生化物质，其中许多物质对人类可能有用。海洋遗
传资源（包括其数字化版本，即数字序列信息）以及从公海物种
中获取的衍生物可能对药物化合物、化妆品、食品补充剂、研究
工具和新型工业过程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15

为了实现公平分享海洋遗传资源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惠益，
《协定》第二部分在收集、使用和商业化海洋遗传资源之前设
定了严格的通知要求。非货币利益包括获取样本和加强科学合
作，等等。在货币惠益分享方面，《协定》规定了建立一个财务机
制来管理未来潜在的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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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
等措施
为了建立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协定》第三部分赋予缔约方大
会在公海上设立海洋保护区并采取相关管理措施的权限。长期
以来，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建立机制的缺失是推动《协定》制定
和达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环境影响评价

尽管《协定》第四部分中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协定》中将其简单
定义为一个“识别和评估某项活动的可能影响以供决策参考的
程序”）的规定没有覆盖到预期的广泛范围，但它们依然代表了
规范公海上人类活动的重要进展。

根据《协定》，各缔约方国家必须确保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
何计划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既包括公海上该国注册船
只进行的活动，也包括在该国国家管辖范围内进行或计划中的
可能会对公海或深海海床造成“严重污染”或“重大和有害的变
化”的活动。

《协定》为影响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建立了一套决策标准。
它涵盖了已有监管机构管理的活动和新型活动（例如公海上的
大规模地质工程提案、水产养殖和铺设海底电缆），并要求对这
些活动进行管理，以避免或减轻对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对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已有监管机构管理并且可能具
备相关环境影响评价规定的活动，包括捕捞和其他活动，《协
定》中设有豁免条款。然而，在这些机构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将通过《协定》信息交换机制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发布，进而
提升透明度。缔约方国家有义务促进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并采
用和实施由科学和技术机构制定的标准和指南。随着时间推
移，这将有望提高标准，并在各个海洋管理组织的环境影响评
价规定上实现更大的协调一致性。

与《协定》的其他部分一致，发展中国家也将获得相关支持，以
便它们能够全面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的各个方面。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协定》第五部分中关于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规定是该
协定最具进步性的方面之一。开展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将
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全面参
与《协定》并从中获益。这些规定贯穿了《协定》“一揽子”事项中
的海洋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评价各个组成部分，
并对公平实施《协定》起着重要作用。16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包括以下类型：
→
→
→
→
→
→

分享知识和研究
与科学机构合作交流的机遇
发展相关基础设施
提供有效监测、控制和监视的工具
发展管理资源的能力
发展“技术、科学和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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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速尔群岛的紫水母。
©	Greenpeace	/	Gavin	Newman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鼓励合作，助力发展科学和技术能
力，并促进公平条件下的技术获取。《协定》将成立专门的委员
会，以确保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有关规定的有效执行，并
完成相关监督工作。

西班牙延绳钓渔船在西南印度洋海域捕获的金枪鱼。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签署《协定》表明签署国愿意继续参与后续过程，但并不意味着该国接受《协定》的法律约束，后续还需要经过批准、接受或认可。批准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一级采取
的行动，通过这一国际行为确定其同意受条约约束（根据联合国关于公约相关的术语词汇表）。

供资

为了妥善实施《协定》并满足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的要求，充足
的资金投入必不可少。缔约方大会的一个初期任务就是设立到
2030年可调动资金的初步目标。《协定》的各个附属机构将通过
各缔约方分摊的会费来获得资金支持。

用于实现《协定》目标的财务机制包括自愿信托基金、特别基金
和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

由缔约方大会设立的自愿信托基金将使那些原本很难参与《协
定》的缔约方代表能够参与其中。

特别基金旨在确保从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数字序列信息中获得的
任何货币惠益，包括商业化的货币惠益，都应“公正和公平分享”。
特别基金的供资来源将包括各国的年度缴款和从开发海洋遗传
资源中获得的货币惠益分享。私营实体也可以向该基金自愿捐
款。

生效

虽然《协定》达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当前日益分裂的世界
中，外交和多边主义的胜利，但它仅仅是确保公海保护的第一步。

《协定》于2023年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开放签署。
届时，各国可以表示其批准《协定》的意向***17。然而，《协定》只有
在获得60个国家批准后第120天，才会正式生效。

联合国秘书长有责任在《协定》生效后的一年内召集首次缔约方
大会。



19PART 1: BACKGROUND PART 2: DESIGNING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 FOR THE HIGH SEAS

2
公海面临的威胁不断升级

©	Tommy	Trenchard	/	Greenpeace

在东南大西洋，被西班牙延绳钓渔船捕捞到的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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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
全球渔业资源持续衰退。鱼类种群中被过度捕捞或达到最大可
持续产量的比例逐渐增加。21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
据，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的种群比例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增
加，从1974年的10%增长到2019年的35.4%，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的统计展现了这一趋势。

过度捕捞

在最大产量上可持续捕捞

未充分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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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海洋生物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促使绿色和平和其他机
构发起了《协定》的长期倡导。这些持续存在的威胁包括过度捕
捞、栖息地破坏、海水变暖、海洋酸化和脱氧，冰川消融、海平面
上升、污染和航运，此外，还有许多新的威胁，如深远海养殖和
深海采矿。18

公海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是累积的。其中一些威胁的影响可以
达到地球/海洋系统尺度，不同的威胁因素会相互作用，增强影
响。19这使得公海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也凸显了实施与威胁程
度相称的海洋保护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项2019年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海洋（59%）正在经历显著增加
的人类累积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包括渔业、陆
源污染和航运的影响。20尤为严峻的是，如果当前的变化轨迹持
续下去，人类对海洋的全球累积影响可能会迅速导致许多海洋
区域超过生态崩溃的关键临界点。

请参阅绿色和平国际总部2019年发布的《30×30：全球海洋保
护的蓝图》报告，了解各类威胁因素如何影响公海的更多详细信
息。本章将介绍有关这些威胁的变化的进一步信息，在若干情况
下，这些威胁进一步的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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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扭转这种下降趋势，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重建渔业资源。
正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指出的，对于一些高度洄游、跨境
以及完全或部分在公海捕捞的渔业资源来说，形势显得尤为严
峻。22

联合国跨境水评估项目将人类渔业捕捞活动对公海造成的影响
描述为“残酷的且分配不公平的”。23

一项有关渔业捕捞对公海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表明，公海渔业
捕捞会降低物种的丰度，并影响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角色，
进而降低食物网的生物多样性和恢复能力。24

公海渔业的不公平性从参与其中的企业分析中显而易见。25研究
表明，排名前100位的企业占据了36%的公海渔业捕捞总量。这
些工业化捕捞船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的高端市场供应海产品。26

公海远洋渔业活动普遍存在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
（IUU）以及强制劳动等问题。近年来，绿色和平开展了详细的研
究和调查，揭示了全球公海远洋渔业捕捞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
巨大伤害。27,	 28,	 29这些工作反映了当前全球远洋渔业管理体系的
诸多问题。在建立有效的全球监测、控制和监督体系之前，这些
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将继续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从业者造
成伤害。

对公海渔业捕捞活动的新分析
鉴于全球渔业衰退严重的现状，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在本报告进
行了全新的分析。

这项对全球渔业的新分析显示，在公海上存在广泛而持续的工
业化渔业捕捞压力，主要采用延绳钓、底拖网和围网等破坏性捕
捞方法。随着鱼类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关键物种濒临灭绝，生
态系统和栖息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包括在应优先划为保
护区的海域内），这项新的分析明确表明了保护行动的迫切性，
以建立安全避风港，给海洋一个恢复的机会。

©	Nick	Cobbing	/	Greenpeace

在巴伦支海作业的拖网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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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从《生物多样性公约》官方网站下载了
每个优先地点的“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
（EBSA）的矢量数据：https://www.cbd.int/ebsa/	

注：该网站上的马尾藻海区域的矢量数据包括了百慕大专属
经济区，本研究利用专属经济区矢量数据（参考该网站数据：
https://www.marineregions.org/gazetteer.php?p=
details&id=8402）对其进行了编辑，将百慕大专属经济区从
中排除。
	
随后，本研究将这些矢量数据上传至“全球渔业观察”平台，
以便从该平台下载相应区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的“潜
在渔业活动数据”。

“全球渔业观察”平台有关“潜在渔业活动”（apparent		
fishing	 activity，本报告中简称为“渔业活动”）的定义：“‘全
球渔业观察’平台使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以下简称AIS）发送的有关船只的
身份、类型、位置、速度、方向等信息，并通过卫星和地面接
收器收集这些数据。AIS是为了安全和避免碰撞而开发的。

‘全球渔业观察’平台分析从已确认或可能的商业渔船
中收集AIS数据，基于船只速度和方向的变化，应用渔业活
动存在算法来确定‘潜在渔业活动’。该算法对这些船只的
每个AIS数据点分类为进行捕捞和未进行捕捞两类，并在

‘全球渔业观察’渔业活动热力图上显示出捕捞活动。AIS
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质量上可能存在差异，此外，卫星
或地面接收器的数据收集过程可能会因数据缺失或错误
而引入误差。‘全球渔业观察’的渔业活动存在算法是一种
通过数学模型来尽可能识别‘潜在渔业活动’的方法。鉴于
上述原因，可能会有一些渔业活动无法被‘全球渔业观察’
确认，反之，‘全球渔业观察’可能显示存在渔业活动，但实
际上并没有渔业活动。因此，‘全球渔业观察’对船只渔业
活动的分类进行了限定，并将术语‘渔业活动’及其同义词
（例如‘捕捞’或‘捕捞强度’）表述为‘潜在渔业活动’，以表
达其非确定性。‘全球渔业观察’关于‘潜在渔业活动’的任
何信息都应被视为估计值，并且完全由使用者自行承担相
关风险。‘全球渔业观察’正在努力确保渔业活动的分类准
确性。‘全球渔业观察’的渔业存在算法通过使用观察员收
集的实际渔业作业数据，并结合对船只移动数据的专业分
析，以及人工对数千个已知渔业活动进行手动分类，进行
开发和测试。‘全球渔业观察’还通过研究项目与学术研究
人员广泛合作，分享渔业活动分类数据和自动分类技术。”

授权
除非另有说明，“全球渔业观察”的数据根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4.0授权条款开放使用，
程序码根据Apache	2.0授权条款开放使用。

建议的数据引用格式：
Global	Fishing	Watch.	2022,	updated	daily.	Vessel	presence	
and	apparent	fishing	effort	v20201001.

“全球渔业观察”是本研究使用的开放数据的提供者，“全
球渔业观察”是一个国际非营利机构，致力于通过提高人类
海上活动的透明度来推进海洋治理。本研究所表达的观点
和意见仅代表作者看法，与“全球渔业观察”无关，也未经其
赞助、背书或授予官方地位。通过创建和公开共享可视化地
图、数据和分析工具，“全球渔业观察”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和
改变我们管理海洋的方式。本研究使用了“全球渔业观察”
的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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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至2022年间，公海渔业活动增加了50多万个小时。
渔业活动增加的部分原因，尽管不是全部原因，可能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更多渔船使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30自2018年以
来，除了2021年有所下降之外，渔业活动一直呈持续上升趋

势。2020年的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渔业活动至少下降了5%。31

然而，这种整体下降并未反映在2020年的公海渔业捕捞时长
方面，尽管它可能对2021年的渔业活动下降产生了连锁效应。

公海捕捞渔船分布示意图（按船旗分）

各类型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
*“未分类”指由于“全球渔业观察”平台无法确定其捕捞方式，因而无法进行分类的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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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拖网

延绳钓
延绳钓是公海上使用最广泛的渔具类型，占总渔业捕捞活动的
四分之三以上。

延绳钓的组成包括一根靠近海面的主干鱼线或称“母线”组
成（表面长线），主干鱼线上有间隔有序的浮标和系着带有饵
料的鱼钩的绳子（分支鱼线），目标渔获物包括金枪鱼、旗鱼或
鲨鱼等大型中上层鱼类。这种渔具悬挂在水面以下约60-100
米处。延绳钓的主干鱼线非常长，长度从20公里到上百公里
不等。2022年，绿色和平西班牙和英国分部的调查显示，在北
大西洋，每24小时布设延绳钓长度可达1,280公里，相当于从
北京到上海的距离。我们估计，如此长度的延绳钓上可能会有
15,500至28,000个鱼钩。32

延绳钓是一种非选择性渔具，会兼捕（即意外捕获）大量其他生
物，包括海洋哺乳动物、海龟、海鸟和某些鲨鱼物种等。33据估
计，延绳钓渔业每年至少捕杀16万只海鸟，甚至可能超过32万
只。34值得注意的是，延绳钓的兼捕是造成全球信天翁种群数量
下降的最主要因素。35

有针对性的捕捞和兼捕也导致许多鲨鱼种群濒临崩溃。2021年
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渔业捕捞压力增加了18倍，
导致全球大洋性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减少了71%。36事实上，29年
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做过评估，延绳钓是公海鲨鱼死亡最
主要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延绳钓的捕捞强度非常之大。这种
渔具所兼捕的软骨鱼类（包括鲨鱼、鳐鱼、蝠鲼在内的一个鱼类
分类）占所有被兼捕的软骨鱼类重量比例的80%，个体数总量
的70%。37尽管由于监测的局限性，这类渔业的评估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鱿鱼钓
鱿鱼钓是仅次于延绳钓的另外一种在全球广泛使用的捕捞方
式。自1950年以来，全球头足类渔业（包括鱿鱼、章鱼和乌贼）增
长了10倍以上，于2014年达到每年近500万吨渔获量的峰值产
量。38其中，鱿鱼渔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绿色和平国际总
部揭示了一些可能比鱿鱼钓选择性更差、兼捕水平更高的新捕

“全球渔业观察”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公海底拖网捕捞活动水
平在过去五年中相对稳定，约占渔业总捕捞强度的4%。

深海底拖网捕捞主要集中在海山和大陆架上，具有极大的破坏
性。它不仅对深海生物造成影响——深海生物通常生长缓慢、寿
命长且繁殖率低，容易受到过度捕捞的威胁——而且还对深海
栖息地造成破坏。41一艘装备大型渔网、配有钢板和重型滚筒的
渔船在海底拖过一次就会对海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它搅动
沉积物，对岩石表面造成刮痕，干扰并破坏底栖生物。历史悠久
的珊瑚“花园”可能会因此化为废墟，成群的海绵也会被刮掉。

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底拖网捕捞破坏性大，而且在没有补
贴的情况下通常无利可图。42

延绳钓示意图

底拖网示意图

围网
围网是公海四种主要渔业捕捞方式之一。围网在作业过程中会
利用网底的重物和网上边的浮球使网在水中保持垂直，可以将
集群的金枪鱼围在公海的近海面。

工业围网船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使用漂浮式人工集鱼装置。人
工集鱼装置是一个漂浮物（可以是各种材质，包括原木和人造
结构），上面有浮标和回声探测器。尽管人工集鱼装置对诱捕渔
获物非常有效，但其巨大的数量对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每
年可能有超过10万个人工集鱼装置被使用。43它们会吸引三种
热带金枪鱼鱼类大量的幼鱼，包括鲣鱼、黄鳍金枪鱼和大眼金
枪鱼，导致大量兼捕（幼鱼），兼捕比例超出不使用人工集鱼装
置的捕捞方式。44

捞方式。39鱿鱼捕捞活动的增长发生在被过度捕捞的鱼类捕捞
量下降的同一时期，反映了过度捕捞和渔业管理存在缺陷的严
重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公海鱿鱼捕捞活动集中在没有多边机
制监管的海域，因此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不受管制的捕捞”
的定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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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3030”目标设计的保护区网络
正如在广阔的公海中所看到的，工业捕捞活动带来巨大压力。过
去五年内，在绿色和平2019年规划的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中，工
业捕捞压力有所增加。有关该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详细信息可
参阅报告《30x30：全球海洋保护的蓝图》。该报告使用由卡鲁姆·
罗伯茨教授领导的开创性网络设计工具，基于“3030”目标规划了
海洋保护区网络。

“3030”目标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2022年12月达成
的一个目标，指到2030年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妥善保护
30%的公海将有力的促进海洋健康，帮助鱼类种群恢复和增
长。从长远来看，这不仅不会妨碍全球渔业，还将有助于确保数
十亿人口的长期粮食安全，保护关键的海洋栖息地、物种和生
态系统免受破坏性工业渔业的影响。

自2019年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基于“3030”目标规划保护区网络
以来，发生在规划的保护区网络中的渔业活动大约占全部公海
渔业活动总量的30%。另外，与公海海域整体情况相似，在规划
的保护区网络中，底拖网捕捞活动的总量在过去五年中保持相
对稳定。

围网渔具（左）和人工集鱼装置（右）示意图

人工集鱼装置还会导致幽灵捕捞，对珊瑚礁的破坏以及增加已
经超负荷作业的渔场的捕捞压力。45一些潜在影响仍不为人所
知或仍在讨论中，例如，使用如此多的人工集鱼装置，金枪鱼可
能会占据次优区域。从而可能减少鱼群的规模。46



26 2. 公海面临的威胁不断升级

绿色和平设计的“3030”保护区网络内各类型渔船捕捞活动

公海渔业捕捞的主要类型以及应优先保护的海域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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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变暖、酸化和脱氧
变暖
在2023年4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科学家发布了最
新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数据。数据显示，（极地海洋除外）月初
的平均海洋温度达到了21.1摄氏度的历史最高记录，超过了
2016年记录的21摄氏度。50根据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气候科学家
Matthew	 England教授的说法，海洋表面温度的不断上升似乎
已经“突破了图表之外”，这是气候变化对我们海洋影响加速的
诸多迹象之一。51

深海变暖较慢可能暗示着那里的生物多样性比表层受到的气
候变化影响更小，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们研究了物种为了
适应其气候生境而必须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所谓的“气候速度”），
发现从1955年到2005年，深海物种的移动速度要快得多。52研
究显示，未来深海生物多样性面临不可避免的气候速度加快，
尤其是在海洋中上层（200-1,000米）。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
支持深海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采取
严格的措施保护它们免受捕捞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建
立公海保护区，以适应在不同深度以不同速度移动的物种。53

随着海水变暖进入未知领域，调节地球气候的海洋过程受到
越来越强烈的干扰。542023年6月，极地科学家呼吁加强国内
外研究和观测工作的紧迫性，因为海冰消融速度前所未有地
加快。55

海冰对地球系统至关重要，它调节了地球反射光的总量。它还
有助于调节深海通风、热量储存，并分布着重要的藻类生态系
统。在北极地区，2022年7月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无冰区域，并且
持续了几周。而在南极，海冰面积在2023年2月达到了新的历史
低点，继续刷新了2017年和2022年2月的记录。56

新的研究表明，气候驱动的海水变暖可能会导致大西洋和南大
洋的深层环流模式减缓，到2100年减缓比例可能高达42%。57这
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它将减少海洋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
并加剧和延长炎热的气候条件。研究人员使用的模型显示，随
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营养物质将被
困在深海中，从而导致全球生物生产力的降低。58

酸化
海洋酸化是由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其发生速
度比过去6,600万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甚至可能是过去3亿年
中最快的。

不同的海洋生物对海洋酸化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些依赖溶解碳
酸盐来构建壳或外骨骼的生物最为脆弱，因为酸化可能会使它
们更难建造壳。

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指出，根据
预测，如果我们不减少碳排放，到本世纪末，海洋表面水体的酸
化程度可能达到上个世纪末的两倍以上。59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其他人也开始着眼于优化政策框架以应对
酸化问题，包括考虑保护区的作用。60

完全或高度保护的海洋保护区，可以在《协定》下设立，为鱼类
种群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并帮助它们恢复，从而对渔业有益。47

从完全或高度保护的海洋保护区中恢复的鱼类种群可能会“溢
出”到相邻水域，从而增强周围渔业的发展。48,	49

脱氧
脱氧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而导致的第三个主要海洋影响，而
且情况正在恶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在一个“维持现状”的情
景中，即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预计全球海洋的氧含
量到本世纪末将平均下降约3%至4%。61自然生成的低溶解氧区
域，通常位于大约100-1000米深处，目前正在扩大。东北太平洋、
南大洋和印度洋的溶解氧减少最为严重。62

海洋生物有多种途径受到海水脱氧的负面影响。首选栖息地的范
围和环境可能会整体缩减变差，海洋生物的生长速度和达到的最
大体型可能会受到压制，从而导致繁殖的下一代减少。脱氧可能
干扰繁殖过程，使生物更容易感染疾病。因此，海洋微生物和动物
的多样性、组成、丰度和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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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堡礁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

化学污染
尽管遏制塑料污染的措施已经姗姗来迟，至少正在加速推进，
但海洋化学污染对海洋生物构成的潜在威胁并未受到应有的
关注。由Back	 to	 Blue于2022年出版的《看不见的浪潮：实现
零化学污染的海洋》（The	 Invisible	 Wave:	 Getting	 to	 zero	
chemical	 pollution）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通过概述海洋生命
受到的重大全球威胁的现状，为此提供了一个概览。69大多数
化学污染物来自陆地，它们可能对海洋生物造成许多不同的
危害。70

©	Dean	Miller	/	Greenpeace

大幅削减排放是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机制，以减少并最终逆转
人为二氧化碳在海洋中的积累，并缓解气候危机。与此同时，完
全和高度级别的海洋保护区可以建立生态复原力，帮助海洋生
物更好地应对这些威胁。63

基于《协定》建立一个涵盖各种生态系统的全球海洋保护区网
络至关重要。这可以保护海洋中的天然碳储存（“蓝碳”）及其积
累过程。64

污染
塑料污染
塑料污染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公海上都成为一个问
题。65塑料垃圾占据了所有海洋废弃物的80%。据估计，每年至
少有1,4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66其中一部分将最终进入五大海
洋垃圾带，这些垃圾带是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废弃物在主导洋流
的作用下聚集而成。尽管这五个环流区具有特别高密度的塑料
废弃物，但这个问题无处不在，并且正在迅速恶化。现在塑料可
以在水表面、整个水层和海底找到，甚至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底
部也能发现。

公海上的塑料与靠近海岸的塑料污染有所不同。沿海塑料污染
通常包括大量塑料薄膜，如食品包装和塑料袋。公海上的塑料
污染往往源自丢失或抛弃的渔具。67公海上塑料污染的状况是

政府必须确保即将到来的全球塑料条约结束塑料污染整个生
命周期并大幅减少塑料的生产和使用的又一个原因。68

逆转人类活动引起的海洋气候影响
我们持续依赖燃烧化石燃料及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导致了海水
变暖、海水酸化和脱氧。这些变化的影响迅速而广泛。它们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
都带来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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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塑料废物及其相关化学物质（例如BPA、邻苯二甲酸酯），
海洋污染物还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物
质、重金属化合物、农药、药物、石油、个人护理产品以及其他工
业和农业排放物。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了解了某些持久性污染
物的影响，例如多氯联苯（PCBs）、滴滴涕和三丁基锡。但我们
最近才意识到更多的污染物对海洋生物的危害以及我们该如
何应对它们。71

多氯联苯对生殖和免疫功能产生影响，并威胁着全球超过50%
的虎鲸种群的长期生存能力。72不仅靠近工业化地区的种群面
临崩溃的风险，而且无论其所处位置如何，那些位于高营养级
的种群也面临相同的风险。

全氟化物化学物质（用于防水处理、阻燃剂和不粘涂层）由于其近
乎不可分解性和通过环境传播的特性，被称为“永久化学品”。73,	74

它们已被证实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具有毒性。有些已被证明干扰
激素、生殖和免疫系统，并促进某些癌症的发展。75

许多成千上万种化学物质的毒理效应根本不为人所知，对海洋
生物的影响也不被人们所了解。它们存在于整个海洋中，已被
发现在极地海洋、大西洋西北边缘的海水和浮游生物中。76它们
被发现存在于鱼类、赤蠵龟、海鸟、海豚、鲸和北极熊身上。77	 这
些动物中疑似出现的健康问题包括北极熊免疫抑制。78,	79

最近一项研究关注污染物可能加剧全球变暖的方式，该研究强
调海洋面临的威胁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海洋污染物，包括微塑料、黑色煤烟和有毒的“永久化学
品”，正在严重破坏海洋表层微表层。80海洋表层微表层类似一
层皮肤，作为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边界起着关键作用。它在调节
气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层的减少可能导致海水蒸发增
加、云的形成和降水增加，同时也会导致湿度和温度升高，进一
步助长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化学污染问题的规模使得斯德哥尔摩韧性中心的研究人员得
出结论，“新型实体”（即包括塑料在内的合成化学物质）的水平
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加大了地球系统过程稳定性面临
的风险。81

虽然海洋保护区的边界无法将污染物排除在外，但在《协定》下
设立的完全或高度基本的海洋保护区中栖息的海洋生物将面
对的压力源将减少，因此可能更能够抵御污染的影响。82解决污
染问题必须从源头着手。最近才有关于需要制定全球监管框架
和强有力的全球塑料条约的高级别讨论。各国政府必须尽快完
成这些工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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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答腊岛，
一只塑料杯中的小
绿海龟。

深海采矿
深海采矿发生的概率在2021年大幅增加：瑙鲁与加拿大注册的
The	 Metals	 Company公司合作，触发了“两年规则”，给国际海
底管理局设定了完成采矿规章制定的截止日期——2023年7月。
该规则的触发意味着若采矿规章制定未能如期完成，承包商可
以在规章空白的情形下开始提交深海采矿申请。****	84,	85

然而，截至2023年7月，关于采矿规章的谈判远未结束，有超过
20个国家宣布支持对深海采矿实施停采、禁止或谨慎暂停的
措施。由于规章的空白仍然存在，按照“两年规则”，这意味着从
2023年7月9日起，承包商可以申请深海采矿的许可。确定任何
申请获得通过应采用的决策机制，仍是国际海底管理局一个尚
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深海采矿的潜在影响可能是“
广泛、持久、不可逆转、且无法缓解的”。86例如，最近一项研究整
合了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底栖动物的所有记录，该区
域富含多金属结核，备受深海采矿行业的关注。研究发现该地
区共有5,578种已被鉴定出来的物种，其中预计有92%是科学
界新发现的。87

深海采矿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于采矿作业产生的沉积物羽流，
无论其是在海底产生还是经采矿船的废弃物被排放到中水层。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深海采矿不仅会通过直接破坏和导致生
物窒息对底栖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还对中水层生态系统构成
重大风险。88“蓝色危机”（Blue	 Peril）是国际机构基于科学执行

****	采矿规章内容包括在国际海底区域的所有矿产开采活动的规则、法规、程序、标准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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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
船舶运输承载着全球80%的贸易量，其中许多船只穿越国际水
域进行货物运输。在全球海运贸易于疫情期间经历了急剧下降
和航运成本大幅上涨之后，2021年世界海运贸易增长了3.2%，
达到110亿吨。发展中国家所有地区的海运贸易均实现了增长，
非洲增长了5%，拉美、加勒比和亚洲地区增长了3%。93

航运业通过长期的油污染、噪音污染以及事故和泄漏带来的
风险对公海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但最大的关注点是温室气体排
放。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8年间，全球航运
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从9.77亿
吨增加到10.76亿吨（9.6%的增长）。94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规定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
并且该条款没有受到《协定》的改变，但航运业的环境影响仍需
要考虑，以确保其不会损害未来可能设立的海洋保护区的保护
目标。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航行速度和燃料消耗进

行限制，并且针对一些特别脆弱的区域可能需要重新规划航
线。

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整体要求将有助于通过国际海事组织
和航运业推动环境改善。这可能包括努力减少有害噪音污染或
使用将废水排放到海洋中的开环式洗涤器。国际海事组织应主
动调整其议程以与《协定》的要求相协调，例如将特别敏感海域
的设立范围扩大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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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深海采矿公司用于测试技术的矿物结核收集器，在向海水表面排放其携带的沉积
物。

的研究项目，模拟了太平洋海域深海采矿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
影响。89基于科学建模，“蓝色危机”预测The	 Metals	 Company
公司在汤加赞助的合同区域内进行矿物开采所排放的废物将
在三个月的时间到达夏威夷水域、基里巴斯的北线群岛和美国
领土，90这可能对当地渔业产生潜在影响。

同样，深海采矿作业产生的噪音污染可能覆盖广泛的空间。最
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单个矿场的噪音可以传播约500公里。
这可能对深海物种产生影响，其中许多物种依赖声音定位、交
流、觅食、寻找配偶和侦查捕食者。91深海采矿还会产生与鲸豚
类在全球海洋中用于沟通和导航的频率重叠的噪音。这会干
扰母鲸和幼仔之间的交流信号，或是交配伴侣之间的呼叫，可
能进而导致海洋哺乳动物行为改变，增加母鲸和幼仔分离的风
险，扰乱觅食行为，并迫使鲸迅速升至水面，对它们的健康产生
影响。92

尽管深海生态系统仍不为人所熟知，但显然深海采矿将对生物
多样性产生严重的危害，并造成无法避免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这些影响将广泛而持久，在降低公海生态系统复原力的同时，
扰乱对地球系统调控至关重要的生态过程。

深海采矿还威胁到太平洋地区原住民社区的文化遗产。其中许
多社区一直反抗在太平洋岛国（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管辖水域
以及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的国际海底发展这个新兴行业。总

部位于欧洲和北美的私营公司主导了从太平洋海域开采矿物
资源的热潮，这被批评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虽然《协定》本身不能阻止深海采矿的进程，但它确实涉及在
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海床上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方（也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成员国）和《协
定》缔约方在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决策时被要求推动实现《协
定》目标，并与《协定》进行合作。因此，《协定》增加了对那些同
时是这两个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动力。

《协定》还将带来更大的透明度：例如，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环境
影响评价应该在《协定》信息交换机制上公开发布，并报告监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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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造林”
近年来，科学家、决策者和产业之间出现了关于扩大近海海藻
养殖并将其沉积以吸收碳的可能性的讨论，作为一种“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减缓气候变化。96一些支持者将这种形式
的二氧化碳移除活动称为“海洋造林”，甚至正在考虑在整个海
洋范围内实施。97

海洋“造林”的气候干预潜力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
唯一需要仔细考虑的方面——生态影响、技术可行性、经济学、
共同效益与风险、治理和社会层面的考虑等都很重要。98，99，100一
项研究观察到了北大西洋（亚）热带地区的马尾藻属，强调通过
海洋“造林”改变浮游海藻数量可能会改变海洋表面的反射系
数（反照率），从而改变太阳辐射的反射量和海洋吸收热量的程
度，这显示出该方法固有的复杂性。101

正如海洋和南极研究所的博伊德教授所说：“最终，由于对海洋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及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会造成大规模的
重大有害影响，任何碳移除活动的价值都可能被这些损失所抵
消”。102

海洋“造林”是一项新的活动。因此，所有的公海项目都需要根
据《协定》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进行审查。尽管它不属于开采性
活动，但海洋“造林”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大改变，在海洋保
护区中尤其不应该存在。

多年来，公海生物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且除非采取紧急行
动，否则这些压力还将进一步加剧。海洋保护区——尤其是完全
和高度级别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和栖息地、重建海洋
生物多样性、帮助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并维持关键生态系统服务
的最强大工具之一。新达成的《协定》能够在公海上提供这样的
保护。

苏格兰特里什尼什群岛的海带森林。

©	Will	Rose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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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展望以及建立第一批海洋保护区

鉴于公海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加，覆盖公海的全球海洋
保护区网络亟需建立。相较于2005年绿色和平开始该倡议的时
候，如今这一需求已经更为迫切。

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非常紧迫。现在《协定》已经通过，各国政府
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落实全球“3030”目标，建立第一批海洋保
护区，保护物种、栖息地和维持地球系统的生态系统功能。

这将需要双管齐下，同时推进两方面的工作：

必须立即开始行动。

→

→

一方面，尽快实施《协定》——各国应批准《协定》以使其
尽快生效，建立《协定》的体制安排（包括设立财务机制
和能力建设委员会）
另一方面，制定提案并推进第一批公海海洋保护区的
工作，例如本报告中讨论的三个区域

©	Paul	Hilton	/	Greenpeace

科莫多国家公园中的玳瑁海龟。

马尾藻海的管水母。

©	Shane	Gross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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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协定》将在60个国家批准后的120天生效，并成为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确保《协定》尽快生效意义重大，因为《协定》生效
之前，无法正式在公海上设立海洋保护区。

以往许多国际条约的批准和生效过程十分缓慢，例如，《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花费了12年时间才生效。鉴于海洋保护的紧迫性，
绿色和平和公海联盟正在努力推动《协定》在2025年联合国海
洋大会之前正式生效。103快速生效并非没有可能，当有足够的
政治意愿时，各国可以更快地批准国际条约，例如，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在达成后的一年内就获得多个国家批准并生效。104

为了使《协定》及时生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协定》通过之
后，应确保公海保护继续在政治议程受到足够关注。所有《协
定》的支持方需要持续提醒各国批准《协定》会带来的益处、机
遇和责任；105通过制作发布相关材料、召开讲座、研讨会和高

级别活动来提升意识、提供信息和开展能力建设；此外，还需要
与各种受众进行互动，包括公众、科学界、产业界、国会议员和
将负责执行《协定》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

一个国家要执行或履行《协定》，需将其纳入国内法律。对于能
力较弱的国家来说，协助其进行需求评估和提供立法资源将有
助于加快这个过程。106示范法、法律核对清单和立法指南都有
助于减轻这些国家的负担。

“高雄心联盟”成员国家有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它
们可以以身作则、迅速批准，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案例和经
验，以及提供指导和技术援助。欧盟的全球海洋计划已承诺提
供4000万欧元的资金来支持《协定》的批准和早期实施，并邀请
其他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同样的行动。107

实施《协定》的第一步
要使《协定》尽早生效并开始执行，需要进行一些程序性的步
骤。这些步骤包括：建立体制安排、确认供资和财务机制、设立
秘书处。还需要起草重要文件，如议程、程序规则、财务规章和
其他运行模式，为《协定》及其附属机构的运作奠定基础。如果
没有这些准备工作，第一次以及后续的缔约方大会可能将耗费
大量时间解决这些事项。

这些程序性的工作必须立即开始。延迟不仅会损害《协定》的及
时和充分实施，还可能危及“3030”目标本身。

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一只赤蠵龟被困在围网渔船的渔网中。

©	Alex	Hofford	/	Greenpeace

《协定》的体制安排
要全面实施《协定》，需要建立各种体制安排，包括缔约方大会、科
学和技术机构及缔约方大会的其他附属机构、信息交换机制和秘
书处。

然而，在建立这些体制安排之前，已经有一些初步职能需要得
到履行。因此，除担任《协定》保存者外，联合国被赋予了各种职
能，相关职能需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包括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
洋法司显然可以担任临时秘书处以及在《协定》生效后最迟一
年内召开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的职能。108

在最后一次政府间会议上，多个代表团和专家也表达了他们
希望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以支持《协定》的早日生效和早期实
施。这个筹备委员会可以由联合国常规预算资助，并依据政府
间会议的程序规则运作，其职责可以包括起草关键文件，例如
议程、程序规则、财务规章和其他运行模式，为《协定》及其附属
机构的运作奠定基础。109筹备委员会还可以就体制安排提出建
议并制定临时预算。这些草案文件和建议将提交给第一次缔约
方大会进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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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与协定的其他要素一样，为落实“3030”目标，不能等到《协定》生
效后才开始处理资金方面的问题。众多利益相关方已经在研究如
何更好地为《协定》实施提供资金支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其2022年发布的一份政策简报中，探讨了一
些创新供资机制的方法，涉及金融、技术和保护领域的诸多利益
相关者，以及慈善机构和政府部门。110该文件阐述了提前准备资
金的益处，并支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方法。

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筹备委员会可以成立一个临时供资工作
组，来协助确保启动资金并确定潜在的捐助者。111

合作伙伴关系和提供货币和非货币支持的承诺将是推动科学、知
识和行动的关键。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是《协定》中旨在促进较富裕的北方国
家与资源较少的南方国家间公平性的一大关键要素。为开展能力
建设和技术转让，提供非货币与货币支持都是必需的，且同样重
要。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将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取资源、专长和技能，以充
分参与并从《协定》中受益。
	
如果没有有效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可
能无法履行其义务，包括与海洋保护区相关的义务，或者无法实
现自身权利。112因此，需要更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援助、知识共享、
技能发展、机构建设、资金支持和形成良好实践等方式，为发展中
国家的能力提升提供帮助。

科学

信息交换机制

《协定》的最终文本强调了根据最佳可得科学和科学信息，对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和信息共享是《协定》成功的核心关键。《协定》达成之
际，正值“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简称“海洋十年”）的第三年，可谓恰逢其时。《协定》有助于进一
步加强人们对海洋面临的诸多压力的认知与应对这些压力的
能力。114正如《自然》社论文章指出的，《协定》是“一个供研究人
员和资助方利用现有一切想法和工具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以
填补空缺、恢复海洋健康。115

在这方面，筹备委员会可以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可就能
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领域，与各国和各区域组织展开合作，
评估国家和区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和优先事项。这将涉及评估需
求，建立数据库，以及了解有关实施《协定》的倡议。这还能确保
没有重复投入，没有错过合作和扩展上述倡议的机遇。在此方
面，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和
学术界都有各自的角色，尤其是通过（这些机构）合作进行海洋
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技术转让。113

信息交换机制，是促进《协定》相关信息的获取、提供和传播的开
放性平台。筹备委员会必须考虑信息交换机制及其运作方式。着
手点可以是确认机制的需求、最佳实践，以及机制的框架、交换形
式和便利其运作的可选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已表示愿意支持信息交
换机制的建立和管理。鉴于该委员会在收集和共享信息和数据方
面的核心作用，它将能够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116

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工作，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甚至后续的缔约方大
会将耗费大量时间用于解决这些事项。

推进海洋保护区
考虑到日益增加的人类压力，在推动《协定》实施的同时，必须加
快速度开展建立第一批海洋保护区的工作，不能停滞不前。

正如本报告下一章“需要保护的三个公海区域”所述，《协定》对
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流程做出了规定。这三个案例研究强调了在

《协定》实施后的新治理框架下，设立海洋保护区需采取的相
关步骤和行动，以及需共同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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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学依据
根据《协定》，设立海洋保护区，需要缔约方单独或集体提交保护
区提案。提案必须包括保护区的位置、其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包含
管理措施的管理计划草案。提案应基于最佳可得科学。

马尾藻海案例研究（参见第47页）展示了2011年进行的基线研
究如何帮助该海域被确认为“具有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
域”。该案例研究还显示了该海域遭遇的急速发展的重大环境
变迁，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和持续的监测对于理解马尾藻海生态
系统和过程的重要性。在马尾藻海进行的生态系统诊断分析的
科学工作将为其他海域提供有用的参考。该案例研究同时展示
了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如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如何联合参与并支持

《协定》相关的工作。该案例研究工作还涉及到多个合作伙伴，
以及实施《协定》和设立海洋保护区所需的能力建设要素。

尽管下一章仅聚焦于三处海域的案例研究，但全球海洋保护的
全局现状不应被忽视。建立全球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需求仍
客观存在。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在2019年提出公海海洋保护区系

统强调了用网络来确保生态连通性的关键原则。这三个案例研
究海域是构成全球代表性保护区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将具有
大面积的连通区域，促进生物在海洋区域之间的迁移，并为海
龟、金枪鱼和鲸等物种提供迁徙走廊。117

因此，即使在《协定》生效之前，各国就必须采取系统化的网络
设计方法。这种方法应包括具有生态重要性和代表性的区域，
考虑不同地点之间的连通性，并在跨界、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开
展工作。118

捕捞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不直接受《协定》约束，然而，它们是关键的利
益相关方。任何向《协定》缔约方大会提交的海洋保护区的提案，
都必须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其他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领域机
构进行协商。提案方将考虑协商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并酌情对
提案进行修改，然后由科学和技术机构审查，最终提交给缔约方
大会审议。

最大的六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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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公海保护区得到《协定》缔约方大会的批准并得以设
立，那么所有缔约方都将受到该海洋保护区管理计划和相关措
施的约束。当缔约方参与其他管理机构的工作时，也有责任在
这些管理机构下推动《协定》目标的实现。这包括倡导这些管理
机构通过相关保护和其他措施以支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然而，

《协定》也同时规定了“不应损害”现有的管理机构。

尚未批准《协定》的国家将不受《协定》下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管
理措施的约束。然而，这些国家可能是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的成员，因此受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措施的约束。因此，为了最
大限度地提升公海海洋保护区的有效性，《协定》下海洋保护区
的提案方应与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合作采取行动，并实行互
补的保护措施。但这并非建立保护区的必要条件——《协定》缔
约方大会仍然能够建立对其缔约方具有约束力的海洋保护区
和相关管理措施。119

破坏性的底拖网捕捞对深海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它正在破坏世界上许多极其珍贵的区域的保护价值，因此我们
必须尽快停止它所带来的威胁。例如，通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
会和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分别为帝王海山和南塔斯曼
海/豪勋爵海隆等深海栖息地确立禁止此类渔业的禁令，这不
仅是为保护这些海域所做出的重大举措，而且将为未来在《协
定》下提出海洋保护区提案增添动力。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以应对新型人类活动

筹建政治支持

马尾藻海案例研究（参见第47页）突显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及
其所面临威胁的急剧增加。马尾藻不仅受到来自环境变化和污
染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新兴人类活动（如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马
尾藻沉降和深海采矿）的影响。这表明环境影响评价是《协定》不
可或缺的、必要的部分。

作为一项新兴活动，公海的海洋“造林”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价
程序。该过程需考虑公海“造林”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
如对海洋化学和微生物生态可能带来的变化。120该过程确保任
何项目都应事先经过详细的公告和协商，并采取相应措施以防
止、减轻或管理重大不利影响。《协定》的科学和技术机构也将
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审查。

该案例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海洋“造林”及其相关风险可能仅
是在马尾藻海海域的一项拟议活动，但来自大西洋中脊的深海
采矿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并可能对邻近的马尾藻海产生负面影
响，这些负面影响可能来自海洋洋流携带的远距离传输污染物。

与受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理的公海渔业捕捞活动相似，深海采
矿活动不受《协定》的直接管理，而是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
然而，由于《协定》的保护目标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底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建立一个公海海洋保护区。下一章
的三个案例研究均强调，如果希望在《协定》缔约方大会上达成
共识或者获得足够投票支持，牵头国家需要开展合作并争取对
保护区的更多支持。这需要时间，还需要发挥政治影响力以及
积极主动的对外沟通和联络。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开展的公众活
动有助提升公众支持，鼓励政府进一步加大在保护方面的投入。

在领域机构（如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各项会
议的筹备和正式会议期间，也需要开展相关工作。提案的拟定需
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

例如，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海洋保护区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包
括新西兰毛利人。就帝王海山而言，需与夏威夷沿海社区进行讨
论，这些社区可能会从相邻的国际公海水域的保护中受益。

过去，在制定国际文书的协商中，土著人民大多是被忽视甚至漠
视的群体。《协定》提供了一个宝贵机遇，帮助我们探索如何将传
统环境知识更好地纳入《协定》整个决策过程，以及海洋保护区
建立的过程之中。

为了能够在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准备好提案，筹建政治支持
这项工作刻不容缓。

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们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所做的选择和行动将对现在和未来数千年产生影响。既然

《协定》和全球“3030”目标已经达成和通过，各国应立即采取行
动批准并执行《协定》，准备海洋保护区的相关提案并争取各缔约
方的支持，以尽快建立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中的第一批保护区。

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协定》生效后，同时作为《协定》缔约方和
国际海底管理局成员国的国家将需要遵守一些特定义务，包括
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促进《协定》目标的落实。就深海采矿而言，
各缔约方需确保国际海底管理局遵循《协定》所规定的环境影
响评价程序。

最重要的是，深海采矿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互不相容。为防止深
海采矿可能造成的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损害，各国政府应确保
深海采矿在全球的任何地方都不被启动——包括海洋保护区之
外。

为落实《协定》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的相关要求，
需要通过开展科学项目和评估（借助《协定》能力建设和技术转
让的相关规定），在许多国家发展和培育其科学、技术和政策专
长，以确保在《协定》生效之时，缔约方国家具备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的相关机构和科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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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使得各国政府在考虑如何最好地
管理公海以造福当代和后代时，能够将生物多样性置于首要位
置。

《协定》要在至少60个国家批准后才能生效。但是各国不能等
到《协定》生效后才着手推进首个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公海生态
系统面临日益增长和各种新的威胁，迫切要求在准备《协定》生
效期间，就同步推进设立海洋保护区的事宜。

公海联盟已识别出多个应优先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海域121。这些
海域均被确定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具有重要生态或生
物意义的海洋区域”，是被广泛认可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122，
并且其中许多海域位于绿色和平规划的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
中。

下文将以三处颇具借鉴意义的海域为例，梳理当前保护工作的
进展程度，以及基于《协定》下一步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三处海
域分别为帝王海山、马尾藻海和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

马尾藻海的飞鱼。

©	Shane	Gross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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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实施过程中
应优先保护的海域分布示意图

广受认可的应优先设立保护区的海域
绿色和平2019年基于“3030”目标设计的保护区网络
专属经济区

马尾藻海

帝王海山

哥斯达黎加热穹庐

萨拉斯-戈麦斯和纳
斯卡海脊

沃尔维斯海脊

撒雅德玛哈浅滩太平洋
大西洋 

豪勋爵海隆

南塔斯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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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海山的珊瑚。

帝王海山
海山是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但全球海山普遍受到
了破坏性捕捞活动的严重影响。

帝王海山不仅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而且是展现了现行
治理体制不足的典型案例——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行业利益
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进一步推动《协定》实施的进程中，应阻止
底拖网捕捞对帝王海山的进一步破坏，这是全面保护帝王海山
的关键第一步。

帝王海山的地理位置
帝王海山位于北太平洋，是一串由800多座海山组成的海山链，
呈弧形由夏威夷群岛向西北方向延伸至阿留申群岛，最后到达
于千岛-堪察加海沟。

帝王海山的南部是西北夏威夷海脊，最南端位于美国管辖海
域范围内。美国政府已经将此区域设立为帕帕哈瑙莫夸基亚
国家海洋保护区（Papahānaumokuākea	 Marine	 National	
Monument）。该保护区的面积达1,508,870平方公里，是世界
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之一。123帕帕哈瑙莫夸基亚保护区和周围广阔的海域对夏威夷
的原住民文化在思想和传统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里既是夏
威夷人祖先居住的环境，也是夏威夷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理念
的集中体现。124

海山的研究
帝王海山是一个生物资源丰富的区域，物种多样性高，包括濒
危物种和该地区的特有物种。

海山是高出周围海底100米以上的水下山脉（或地形特征），深

帝王海山的生物多样性
根据目前的研究可知，帝王海山是各种冷水珊瑚和海绵的栖息
地。这些珊瑚和海绵被认为是基础物种，因为它们是捕食者的
食物来源，并为许多诸如螃蟹、铠甲虾和海星等物种提供了栖
息地，也是底栖经济鱼类的育幼场所。

在该地区发现的鱼类包括惠氏拟五棘鲷和红金眼鲷。它们是
该地区底层捕捞作业的两个主要目标物种。最近这里还发现了
一个无足狼鳚的新种，这表明即使在长期有渔业活动的深海海
域，仍有许多未知的物种。130,	131

据信，该地区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15种海豚和小型/大型齿鲸
(齿鲸类）、8种须鲸和4种鳍足动物。132尽管并不常见，但该区域
仍有可能出现大型鲸类，如蓝鲸、抹香鲸、座头鲸和北太平洋露
脊鲸。众所周知，海山在各种鲸和鲨鱼的迁徙和生命周期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鲸可以利用海山“定位导航”从繁殖场
所迁徙到觅食场所。133

许多鸟类也在海山觅食。其中包括黑眉信天翁和黑足信天
翁。134其中一只名为“智慧”的黑眉信天翁，是世界上已知的

度在海平面200米以下。125海山周围的洋流会冲走一些表面的
沉积物，使得包括珊瑚在内固着生活（无柄类）的物种得以定
居。这些洋流还源源不断地为生活在海山上的海洋生物带来食
物，并将深海的营养物质通过上升流带入海山，促进浮游生物
的生产。丰富的浮游生物吸引来了鱼类，这些鱼类正是金枪鱼、
鲨鱼、鲸类和海鸟等大型动物的食物。因此，海山由于其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而被称为海洋中的“生命绿洲”。126

帝王海山链中的大多数海山被归类为海底平顶山（guyots，又
称tablemounts）。127海底平顶山具有平坦的山顶。最初位于水
上的山顶，却在深海下沉时被海浪削为平顶。海山通过岩架和
洼地上的硬质基底和壁架和洼地的软质混合沉积物为底栖生
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

由于所处位置的深度和偏远性，海山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直
到最近都是个研究难题。帝王海山生物多样性的大部分研究都
和海山渔业有关，因此主要集中在经济鱼类和一些底栖物种上。

新技术为研究提供了便利，2019年，两次分别由俄罗斯和美国
组织的对帝王海山的探险活动，都使用了无人遥控潜水器，大
大加深了我们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了解。128,	129

©	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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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的压力
帝王海山在历史上曾遭受底拖网带来的严重捕捞压力，并且仍
在受到一些底层捕捞活动的影响。2018年的一次专家研讨会
确定了以下几点：过去，帝王海山的珊瑚曾遭到重大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很可能仍在发生；如果渔业活动仍采用目前的管理机
制，这些影响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底层捕捞活动破坏了大量生
长缓慢的深海生境，还威胁到那些恢复缓慢的物种137，并危及
渔业及其他行业的健康发展。

1967年，前苏联拖网渔船在帝王海山发现了大群中上层五棘
鲷，于是开始使用底拖网和流刺网进行捕捞。帝王海山是这些
鱼类产卵和度过生命最后几年的地方，因此极易受到过度捕捞
的影响。日本渔船随后加入了捕捞队伍，与前苏联船队一起从
一个海山捕捞到另一个海山，每年捕捞约50,000至210,000吨
的五棘鲷。历经10年，共有80万吨的五棘鲷被捕捞，五棘鲷的渔
业资源严重枯竭，于是渔船将目标转向了另一种鱼类，红金眼
鲷。138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该海域渔获量在全球海山
渔获量中名列前茅。139此后，该海域的底层捕捞活动水平有所
降低，但仍有超过90％以上的底层拖网渔获物是惠氏拟五棘鲷
和红金眼鲷。底层流刺网和延绳钓渔业的渔获物包括多种不同
种类，这两种捕捞方式都会伴随着高比例的兼捕物种。如下文
的研究所示，延绳钓是目前该海域最常见的捕捞方式。

最古老的野生鸟类，它于1951年孵化并于1956年被标记。135,	136

最新研究发现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的最新研究显示过去五年帝王海山存在着
显著的捕捞活动，这些捕捞活动的特点与全球捕捞活动所共有
的特点有着相似性：

→

→
→
→

→

延绳钓是最主要的捕捞方式，占2018年至2022年渔业
活动的57.9%
17.6%的渔业活动无法确定其捕捞渔具
在这五年期间，仅有2.1%的渔业活动是拖网作业
尽管2021年的渔业作业时间有所下降，但和公海渔业
一样，2022年并未出现反弹，而是继续下降
帝王海山的捕鱼的大部分渔船都是来自日本（45.3%）
和台湾（33.7%）注册的船只

©NOAA

帝王海山的金色珊瑚。

帝王海山海域的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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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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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
*“未分类”指由于“全球渔业观察”平台无法确定其捕捞方式，因而无法进行分类的渔船。

帝王海山海域渔业捕捞活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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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海山海域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按船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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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海山海域的捕捞渔船分布示意图（按船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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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保护区中的珊瑚礁鱼类。

©James	Watt

保护的依据

努力消除捕捞的威胁

帝王海山明显符合《协定》中有关保护的标准，这里是海洋生命
绿洲，并受到人类活动威胁。帝王海山链和夏威夷海岭北部的生
态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2016年，这个海域被确定为《生物多样
性公约》框架下“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尽管由
于过去的捕捞活动的影响，该海域在“自然状态”标准方面的得
分较低。140

不过，帝王海山的生态仍然有望恢复。最近的研究表明，经过30
多年的保护后，在西北夏威夷海岭和帝王海山曾经严重衰退的
海山上，残存的珊瑚出现重新生长的迹象，底栖大型动物的数量
也有所增加。141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说明海山深海珊瑚群落有
可能在30到40年的时间尺度内通过长期保护得到一定程度的恢
复。

除了被确定为“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之外，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保护地委员会在2008年公布的“公海瑰
宝”（High	seas	gems）初始名单中呼吁保护该地区。142	“蓝色使命”
（Mission	 Blue）计划也将帝王海山列为其“希望点”(Hope	 Spots)
之一。143

近年来，对脆弱的深海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各种
民间社会组织正在积极争取将帝王海山列为第一批公海海洋保
护区之一。其中包括深海保护联盟和公海联盟（HSA），此外还有
公海珊瑚礁联盟（Coral	Reef	of	the	High	Seas	Coalition），该联
盟目前正开始加强有关帝王海山的科学研究并提高人们对该海
域的认识。

政治支持也在不断加强。2021年11月，“海洋领军女性”（Leading	
Women	 for	 the	 Ocean）网络成员温迪·沃森-赖特（Wendy	
Watson-Wright，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
秘书）、玛丽亚·达马纳基（Maria	 Damanaki，前欧盟海洋和渔业
事务委员）和黛比·雷门格索（Debbie	Remengesau，前帕劳第一
夫人），都在影片《帝王海山-世界隐秘的自然奇观》（The	 Emperor	
Seamounts	–	the	hidden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中表达
了她们对保护该海域的支持。144 停止仍在进行的底层捕捞活动是保护帝王海山和为建立海洋保

护区应当采取的切实可行的第一步。该海域的底层捕捞活动仅
占捕捞活动总量的2.1%，却有极高的破坏性。下一步则是解决
延绳钓捕捞的问题，它是该地区主要的捕捞方式（占57.9%）。

这涉及到相关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
会。147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除了管理底拖网的目标鱼类惠氏拟
五棘鲷和金眼鲷捕捞外，还管理太平洋秋刀鱼、鲐鱼、银鳕鱼、日
本沙丁鱼、北太平洋柔鱼和太平洋褶柔鱼渔业。

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加拿大、中国大陆、欧盟、日
本、韩国、俄罗斯、台湾、美国和瓦努阿图。巴拿马是“合作非缔约

《协定》之下的保护路径
根据《协定》，要将帝王海山设立保护区，需要向缔约方大会提交
一份提案。

鉴于美国之前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联合国大会上在深海捕捞
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有可能成为保护帝王海山的支持
者。1452022年12月，负责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的助理
国务卿莫尼卡·梅迪纳（Monica	Medina）表明了采取进一步行动
的意愿，她表示：“破坏性的渔业捕捞行为正在损害全世界脆弱
的海洋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终止这些行为”。146

美国应支持建立该海洋保护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将与已经设
立的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保护区相辅相成，增加生态连
通性，有助于提升两个海域的复原力。此外，由于这条海山链的
一部分位于美国管辖海域内，将提供从国家水域到公海水域的
连续性保护，这可能有助于经济鱼类资源的恢复。

然而，一项提案想要取得成功，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拥有多个
支持方的提案将更有可能获得通过。韩国可能是确保帝王海山
海洋保护区的关键国家之一。虽然韩国是一个远洋渔业活动较
多的国家，但在近年来的政府间会议谈判中，韩国表现出比以
往更注重保护的立场。韩国外交部曾就《协定》召开了一次研讨
会，并将于2025年主办“我们的海洋”大会。无论2024年4月的选
举结果如何，韩国都有望继续为海洋保护树立强有力的国家形
象。

正如最近对帝王海山的科学考察揭示的那样，人们对海山的海
洋生态系统及其功能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合作进行科学
考察是推进保护工作和建立国际支持的另一个关键要素——邀
请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与富裕国家的科学家和机构共同开展研
究，将有助于履行《协定》有关能力建设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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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近年来唯一在该海域开展底拖网捕捞的国家。倡导保护
的国家应与日本进行双边合作，劝说日本停止在帝王海山的底
拖网捕捞。这将为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通过正式措施终止底拖
网捕捞铺平道路，从而消除底拖网捕捞对该海域的威胁，使深海
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

禁止底拖网捕捞具有现实可行性。2021年9月，美国和加拿大已
经成功地推动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在其所辖公海所有可捕捞深
度的海山海域内，禁止底层捕捞活动。152

方”。欧盟于2022年3月23日正式成为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成
员。148

自2015年生效以来，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已经在帝王海山链沿
线采取了一些养护管理措施。2020年，深海保护联盟对这些措
施进行了评估。149在2023年的会议上，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同
意了一项新的养护管理措施，要求在委员会所辖海域的西侧部
分，将底拖网捕捞力度控制在2007年2月商定的水平，并禁止底
拖网捕捞扩展到目前尚未发生过此类捕捞活动海域。150

然而，现有管理措施都不足以保护这里的生态系统。美国政府
在2020年向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立场
文件中，建议采用预防性方法，在能够证明渔具不会造成重大
消极影响之前，应禁止所有海山区域的底层捕捞活动。151这样的
措施不仅适用于未曾遭受拖网捕捞的区域（采取“冻结足迹”方
法），也适用于捕捞活动活跃的区域。这将使受损或破坏的海底
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重建，同时也有助于恢复重要经济鱼类种
群，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认为这些鱼类种群已经
枯竭。

鉴于目前在帝王海山的底层渔业捕捞的规模非常小，以及对于
保护脆弱的珊瑚和相关深海生态系统的共识，北太平洋渔业委
员会停止底层渔业捕捞的时机已经到来。相关成员国，如美国和
加拿大，必须和仍在进行捕捞活动的国家合作，证明保护环境的
多重长期利益会超过关闭渔业的短期经济成本。

马尾藻海的地理位置

小结 

马尾藻海位于北大西洋亚热带环流中。它没有海岸线，四面被
顺时针旋转的主要洋流包围。西面是加勒比海和美国，东面是亚
速尔群岛和西非。其核心区域包括百慕大群岛周围约200万平
方海里的水域，其大部分海域都位于各国的国家管辖范围之外。

马尾藻海海域内风小雨少。在科氏力的作用下，北大西洋环流
中的洋流将海水推向环流中心，地球自转则使海水向西偏移。因
此，马尾藻海是一个洋流汇聚和缓慢下沉的区域。153

禁止帝王海山的底拖网捕捞活动是保护该海域的第一步。该海
域因其独特而珍贵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而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受
到来自开发利用活动的威胁，尤其是延绳钓捕捞，这是该海域最
常见的捕捞方式。该海域应通过实施《协定》设立为完全或高度
级别的海洋保护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组领头国家积
极推动进程，拟定一个具有保护目标和管理计划的保护区提案。
这个提案应该作为首批设立的海洋保护区提案之一，提交给缔
约方大会。

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
洋保护区中的红色鱼类。

马尾藻海
马尾藻海被多个场合列为应优先保护的海域，因为它是唯一没
有陆地边界的“海”，拥有独特且高度多样化的海洋生物。

随着马尾藻海面临的各种威胁和压力日益增长，百慕大政府
与亚速尔群岛、摩纳哥、英国、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巴哈
马、加拿大、开曼群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同做出了促进马尾
藻海保护的承诺。

马尾藻海委员会（Sargasso	 Sea	 Commission）在提高人们对
该海域的认识和争取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委员会
的工作凸显了在没有合适框架的情况下采取实际保护措施的
困难。现在，最新通过的《协定》提供了所需的框架，并为建立全
球海洋保护区网络和实现“3030”目标提供了范例。现在是开始
行动的时候了。

©James	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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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藻海的生物多样性
马尾藻海联盟（Sargasso	 Sea	 Alliance）在其2011年发表的里程
碑式报告《马尾藻海的保护与管理	 -	 大西洋上的的金色漂浮雨
林》中明确指出，马尾藻海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该报告
阐述了保护马尾藻海的科学依据。154

交汇的洋流汇聚了漂浮物，较高的营养物质促进了两种马尾藻
的生长。这片"金色漂浮雨林"拥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其中还
包括十个特有物种。

马尾藻海的海藻漂浮层是超过145种无脊椎动物和127种鱼类
的栖息地。这些漂浮层是鱼类、海龟和海鸟重要的产卵、育幼和
觅食场所。在深水区，马尾藻海被认为是濒危美洲鳗鲡（Anguilla	
rostrata）和极度濒危的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唯一已知的
产卵场。155马尾藻对许多肉食动物的觅食和生态非常重要，因为
它为飞鱼等关键的被捕食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更重要的是，马尾藻海在大西洋中充当着一个生态交汇点，将其
独特的生态系统与非洲、美洲、加勒比海和欧洲连起来。据记录，
马尾藻海有30种鲸类，如座头鲸、须鲸、抹香鲸和虎鲸，它们从加
勒比海的繁殖场所前往北大西洋的觅食场所。其他途径此处的
迁徙物种还包括几种金枪鱼、海龟、鲨鱼、魟鱼和剑鱼。大西洋的
棱皮龟从南美洲圭亚那的筑巢海滩出发，经马尾藻海迁徙到加
拿大新斯科舍省附近的觅食场所。

通过利用卫星标记技术追踪海洋生物，我们对动物迁徙的认识
有所提升，马尾藻海的尖吻鲭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156

在进行长期卫星追踪研究之前，人们认为尖吻鲭鲨在冬季会离
开温度较低的北方海域，来到马尾藻海这个温度更适宜的海域
越冬。然而，之后的研究发现，虽然尖吻鲭鲨确实会进入并穿越
马尾藻海，但它们不会在那里逗留。研究人员认为，尽管马尾藻
海的水温可能适合尖吻鲭鲨，但该海域的生产力较低且可捕食
的食物有限。马尾藻海中相对较弱的洋流也使得尖吻鲭鲨能够

马尾藻海是加勒比地区渔船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远洋渔船的重要
渔场。百慕大当地渔业的目标渔获物是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刺鲅
和黄鳍金枪鱼等中上层鱼类，这些鱼种在当地渔获量中占比很
高。在加勒比其他海域，商业渔船会捕捞刺鲅、鲯鳅和鰤鱼，这些
鱼类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依赖着马尾藻海。

马尾藻及其周边海域对美洲鳗鲡和欧洲鳗鲡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两种鳗鲡分别在欧盟和美国的海域被捕捞。导致其数量急剧
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商业捕捞是其中一个原因。2023	年，欧盟委
员会建议将每年的鳗鲡捕捞禁渔期从三个月延长至六个月。159

在马尾藻海公海海域捕捞的各国的远洋渔船使用多种作业方
式，主要目标渔获物为金枪鱼和旗鱼。这些国际船队偏好的目标
渔获物多是迁徙性强的鱼类。事实上，整个大西洋捕捞渔业所捕
获的许多鱼类，在其不同生命阶段都依赖着马尾藻海，马尾藻海
的健康对这些鱼类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的研究显示了2018年至2022年期间在该海
域捕捞的渔船的构成。

渔业捕捞的压力

高效穿越该海域，因此马尾藻海充当着迁徙走廊的角色。

直到2022年，通过标记技术，研究人员才首次揭示成年欧洲鳗鲡
洄游到马尾藻海进行繁殖的直接证据——尽管在一个世纪之前，
就有人提出了存在这样一条长途迁徙路径的观点。157

百慕大海燕，又称百慕大圆尾鹱（Pterodroma	 cahow）在楠萨奇
岛（Nonsuch	 Island）和一些筑巢小岛上繁殖，但在公海和更北
边的水域觅食，包括整个墨西哥湾流区域。158这一百慕大的国鸟
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现在被列为濒危物
种。

马尾藻海海域的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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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藻海海域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按船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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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2022年期间，96.7%的渔业捕捞活动来自
延绳钓渔船
2018年至2022年期间，拖网渔船的作业非常少，仅占
渔业活动的0.3%
与整个公海的明显渔业活动特点一致，马尾藻海渔船
捕捞总小时数在2021年有所下降，并且在2022年继
续下降，没有发生反弹
渔船主要来自台湾（48.2%）、西班牙（17.1%）、中国
大陆（9.1%）和美国（8.8%）。韩国的渔船在这五年间
的捕捞活动中占2.7%，但主要集中在2020年（1,992
小时），另外有小部分发生在2018年（844小时）

污染
海洋环流塑造了马尾藻海，造就了马尾藻海独特的生态系统，
然而，同样的环流也会聚集塑料和其他污染物，对生活在这里
的鳗鱼、海龟和其他生物带来不利影响。

马尾藻海的渔船在以下方面有着与全球渔船一致的特点：

马尾藻海海域的捕捞渔船分布示意图（按船旗分）

©	Shane	Gross	/	Greenpeace

马尾藻海中的鱼和塑料垃圾。

海洋教育协会（Sea	Education	Association（WHOI））利用拖网
法收集的数据，研究马尾藻海的塑料污染情况。初步研究结果
表明，该海域大部分的塑料碎片可能并非来自陆地污染源，而
是来自于没有遵守《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定的船舶
的废弃物。160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2019年的研究显示，马尾藻海中的微塑料污
染水平已经与“大太平洋垃圾带”相当。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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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
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马尾藻海航行的商业船只数量大幅增
加，这可能是由于巴拿马运河的运力增加所致。164

与船舶有关的影响可能包括污染物排放、通过压舱水引入外来
物种、水下噪声、与鲸类相撞以及对马尾藻漂浮层的物理破坏。

马尾藻海的海藻
历史上，主张保护马尾藻海的人一直强调马尾藻将来可能会被
过度捕捞。最近，人们开始担心两种马尾藻物种（Sargassum	
fluitans和S.	natans	I）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正在受到另一种马
尾藻（S.	natans	VIII）的负面影响。165

由于自然原因和污水排放等人为活动带来的氮输入，这种入侵
物种正在整个大西洋马尾藻带的更南面茂盛生长。它已经成为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海岸线的重大威胁。166值得注意的是，越
来越多的人对利用大西洋马尾藻带进行海洋“造林”以减缓气
候变化的潜力表现出了兴趣。167,	168

简而言之，马尾藻在生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变
化正在引发生态和经济危机。

气候和环境变化
在提出保护马尾藻海的科学论证的十年间，各种生物地球化学
和海洋学变化已被记录在案。马尾藻海是全球海洋中研究最深
入、特征描述最清晰的区域之一。对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40
年间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温度、盐度、含氧量和酸度的
变化明显加快。162这些变化可能会对马尾藻海生态系统产生连
锁效应。163

保护的依据
马尾藻海因其生物多样性和面临的各种威胁而被认为是

《协定》应优先实施保护的区域。包括西尔维亚·厄尔（Sylvia	
Earle）在内的多位专家认为，马尾藻海对大加勒比地区渔业
相关经济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70

201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将马尾藻海“描述”为一个“
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马尾藻海符合“具有重
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的所有七项标准，并且在六项
标准中的得分很高。171马尾藻海“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
海洋区域”覆盖了整个200万平方英里的核心区域，是当时公海
上最大的此类区域。

200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马尾藻海列入其“公海瑰宝”初始
名单。自	2011	年以来，“蓝色使命”计划也一直倡导保护马尾藻
海，并将马尾藻海列入其“希望点”之一。172,	 173从那时起，绿色和
平、公海联盟以及许多其他机构也积极开展了保护马尾藻海的
活动。

最后，马尾藻海也是有潜力满足“突出的普遍性价值”标准的
五个地点之一。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
当该公约缔约方制定提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作为世界遗
产地点的程序后，需要满足这一标准才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174,	175

深海采矿
2011年，一项在马尾藻海地质资源的调查发现了多金属硫化
物和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但这些矿藏被认为不具有商业开发
意义。然而，2018年，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了一项令人担忧的
为期15年的深海矿物勘探合同。勘探区位于大西洋中脊，紧邻
马尾藻海。勘探活动扰动沉积物形成的悬浮物羽流可能会随
洋流会到达马尾藻海。169

女演员兼环保活动家谢琳·伍德
蕾（Shailene	Woodley）与绿色
和平在马尾藻海考察。

©	Shane	Gross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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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藻海联盟
由于马尾藻海联盟所作的先驱性工作，在这一海域建立海洋保
护区是本报告三个案例中时机最成熟的。

马尾藻海联盟由百慕大政府（英国海外领地）和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的国家海洋保护区计划、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斯
坦福大学海洋解决方案中心以及“蓝色使命”/西尔维娅·厄尔
联盟和海洋保护生物学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176

马尾藻海联盟提供了有力的生物学依据来支持保护该海
域，并强调了该海域现有管理的复杂性和不足之处。在他
们的努力之下，2014年，《关于合作保护马尾藻海的汉密尔
顿宣言》（Hamilton	 Declaration	 on	 Collabo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argasso	 Sea）得以签署，马尾藻海委员
会宣布成立。177

的各个机构保持联系，并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接触，以尽可能
的发挥影响力。

谅解备忘录是这一“软外交”的重要工具。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助
于加强合作关系，正式认可马尾藻海委员会的角色。

实现保护马尾藻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管理该海域渔业捕捞
活动的两个主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开展合作。

其中一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该组织负
责管理西北大西洋的大多数渔业资源，但鲑鱼、金枪鱼、旗鱼、
鲸和贝类等底栖物种除外。178该组织也负责管理在马尾藻海北
部海山的一些捕捞活动。

另一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国际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
该组织负责包括马尾藻海在内的整个大西洋的金枪鱼和
类金枪鱼（包括大洋性、中上层和高度洄游性鲨鱼）资源的养
护。179,	 180西北大西洋公海海域的所有其他捕捞活动目前暂不
受管制。

底层捕捞对深海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破坏众所周知，自2006	 年以
来已经就此形成全球共识。181虽然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多年来
（在管理底层捕捞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82但相比当前采用
临时和个案处理的方式，永久禁止底层捕捞将更有利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183,	 184由于马尾藻海目前几乎没有明显的拖网捕捞作
业，全面禁止（底层捕捞）在该海域具备现实可行性，有望实
现。

多年来，马尾藻海委员会一直与国际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
会保持联系，并鼓励该渔业委员会将马尾藻海生态系统作
为示范，展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框架的实施情况；此
外，已向该渔业委员会的科学机构，其研究与统计常设委员会
（Standing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提交了
至少15篇科学论文，论文内容主要是关于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
管理方法的各种要素，如制定基于生态系统的指标报告单和拟
议的实施路线图。185,	 186然而，进展缓慢，（该渔业委员会）的一些
成员不愿采用预防性方法，甚至不愿采纳研究与统计常设委员
会的建议。尽管马尾藻海捕捞活动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延绳钓渔
船（目标渔获物为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包括剑鱼和濒危鲨
鱼），但（该渔业委员会）却缺乏行动，这更加凸显了实施《协定》
推进该海域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马尾藻海委员会与现有管理机构的合作方式
与大多数公海海域一样，马尾藻海的治理是零散和碎片化的。

自成立以来，马尾藻海委员会积极主动地与负责不同行业利益

目前的治理机制无法全面保护马尾藻海
马尾藻海委员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污染、渔业捕捞和航运给马
尾藻海带来的变化，于2018年向全球环境基金提出了名为“加
强对具有重要经济和生物意义的公海区域的管理”的项目。187

马尾藻海委员会充当着这片非同寻常的海域的“管理者”，“不
断审查并维护其健康、生产力和复原力”。《关于合作保护马尾
藻海的汉密尔顿宣言》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签署国同意
促进马尾藻海的保护。这包括通过与其他区域性机构，如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和部门型机构互动。马尾藻海委员会由“致力于
保护公海生态系统的杰出科学家和其他国际知名人士组成，他
们以个人身份任职，由百慕大政府任命”。

签署了《关于合作保护马尾藻海的汉密尔顿宣言》的政府

年份 政府

2014 百慕大政府

2014 亚速尔群岛

2014 摩纳哥

2014 英国

2014 美国

2016 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

2016 巴哈马

2016 加拿大

2017 开曼群岛

20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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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项目名叫SARGADOM，它将马尾藻海和哥斯达黎
加热穹庐（二者均是“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
确定为两个非凡的公海生态系统，旨在支持发展“这些区域的
混合治理模式”。188

这些工作将产生两项重要的成果：社会-生态系统诊断分析
（socio-ecosystem	 diagnostic	 analysis）和马尾藻海长期管
理和保护的战略行动方案（Strategic	Action	Programme）。189

马尾藻海委员会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该项目名为“马尾藻海卫星同步观
测”（COVERAGE	–	Sargasso	Sea）。190它旨在整合所有卫星观测
数据，包括风、洋流、海表温度和盐度、叶绿素、水色等，并创建
一个可视化工具来监测马尾藻海的状况。

这些项目暂时了在过去十多年中，人们为改善马尾藻海的保护
和治理付出了大量努力。马尾藻海委员会及其前身在这些努力
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他们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这片公海海域的
特殊性和其所面临压力的认识，并证明了最佳可得科学能够为
政策制定和改善治理提供依据。191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支
持者团队，其中不仅包括签署了《关于合作保护马尾藻海的汉
密尔顿宣言》的国家，还包括各种合作伙伴关系。

各国政府必须抓住《协定》带来的机遇
马尾藻海正在发生变化，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多。随着我们对
马尾藻海生物多样性的不断了解，我们就越能意识到它的宝贵。

《协定》旨在解决目前的治理缺陷，并为建立公海海洋保护区
提供机遇。鉴于迄今所做的努力，所有签署《关于合作保护马尾
藻海的汉密尔顿宣言》的国家都应抓住这一机遇，以证明合作
和共同努力的价值所在。

在各个签署国家中，英国是最合适的倡导者。这不仅是因为它
是“高雄心联盟”的成员，而且还与百慕大政府（英国海外领地）
有着良好的关系。英国应推动海洋保护区提案的拟定，并投入
必要的政治和外交努力来争取其他成员的支持。随后，在《协定》
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上，英国应与加勒比国家共同提交该提案。

然而，马尾藻海委员会的相关经验凸显了碎片化和分散的公海
治理制度的缺陷。具体而言，虽然委员会的前身马尾藻海联盟
曾发挥关键作用，在2012年就将马尾藻海描述为“具有重要生
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但委员会通过其努力，仅推动确立
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也就是2016年西北大西洋渔业
组织对中层拖网捕捞的限制措施，委员会并未能够推动国际养
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实施任何限制措施。192

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是南太平洋两个相连区域，位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专属经济区之间，这个区域有时也被称为“海沟”
（the	 Ditch）。它们由一系列复杂的海山链组成，向北延伸至一
个广阔的海底高原。

这片海域地貌多样且变化丰富。其复杂的地形包括广阔的海底
软沉积盆地、高原以及散布着的各种海山、平顶山、小丘和尖峰。

这片海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温度梯度十分明显，北部水域的温
度比南部水域高出10℃。

既有热带水域的造礁珊瑚，也有低温带水域中的非造礁珊瑚，
同时还有热带和暖温带的鱼类。195

201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豪勋爵海隆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指出，
凸起的水深地形特征主要支持更丰富、丰度更高的冷水珊瑚
和海绵群落（以及其他附着滤食性生物），而平缓的水深地形
特征（宽阔的软沉积盆地和高原）则为蠕虫、海笔、虾类、以及
各种在沉积物中生活的食腐质动物提供了栖息地。196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生产力和生态系统主要受东澳大
利亚暖流、塔斯曼锋和远海海山地形的影响和驱动。塔斯曼锋
和涡旋场的动态海洋学过程与海山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个生
产力短时增强的斑块区。这些斑块区吸引了整个食物链上的
各种生物，包括大眼金枪鱼、剑鱼和鲨鱼等顶级捕食者。197

豪勋爵海隆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在深海鱼类物种调查中也
得到了体现，该调查覆盖了豪勋爵海隆以及北部的雷因加海
脊和诺福克海脊区域。研究结果显示，豪勋爵海隆的鱼类物种

豪勋爵岛周围以及伊丽莎白和米德尔顿礁的珊瑚礁是太平洋
最南端的热带珊瑚礁。它们是各种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海洋
物种的家园。193, 194这些珊瑚礁系统位于由东澳大利亚洋流向
南推动的温暖热带水域与较冷温带水域交界处。因此，这里

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的生物多样性



54 4. 亟待保护的三个公海区域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海域的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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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异常丰富的水平。198在该研究鉴
定出的348种底栖鱼类中，约有四分之一被认为可能是新物
种。豪勋爵海隆的许多地区仍未被探索过，因此很可能会在此
发现更多未知的海洋生物。

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是世界上海鸟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二。
繁殖期的安岛信天翁、棕头圆尾鹱和白头圆尾鹱常年在此栖
息，同时还吸引了幼年的漂泊信天翁，据说它们会长途跋涉数
千公里来这里觅食。199全世界约50%至65%的古尔德海燕都
会在繁殖季节来这里觅食。200（该海域）共有14种信天翁和6种
海燕被列入《保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名单中。201

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是包括座头鲸和南露脊鲸在内的许多
物种的重要洄游通道。202一项卫星跟踪研究揭示了海山对濒危
的南太平洋座头鲸洄游模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表明，大洋海
山作为该物种的繁殖地、休息区、导航地标甚至额外的觅食地，
发挥着多重重要作用。203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高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特有性
和海洋生物聚集现象，使这里成为一个需要优先保护的重要区
域。

该海域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吸引了捕捞
渔船的兴趣。这里的远洋捕捞船只来自多个国家，以包括南方
蓝鳍金枪鱼在内的高价值大洋性鱼类为捕捞目标。204延绳钓
是该海域渔船的主要捕捞方式，这种捕鱼方法对信天翁和海
燕的保护构成巨大威胁。205在塔斯曼海，安岛信天翁、黑眉信
天翁、新西兰信天翁和白顶信天翁是最常见的受害者，在9月
到次年4月的产卵和育雏期间，是渔船捕获到繁殖期鸟类数量
最多的高峰期。206

以底栖和底层物种为目标的商业捕捞仅发生在水深约1500米
的水域。底拖网和底层延绳钓渔船的主要商业捕捞对象包括
胸棘鲷、海鲂、金眼鲷和栉鲳。

自2000年以来，该海域的拖网渔船的数量有所减少，现在只有
少数新西兰渔船仍然在使用拖网捕鱼。2021年的捕获量仅有
20吨的胸棘鲷和1吨的铠鲨。207, 208不幸的是，近年来，悬挂新
西兰船旗的渔船被发现在禁渔区内非法捕鱼，并在一处“脆弱
海洋生态系统”海域中拖网作业，导致塔斯曼海国际水域（由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管理）中古老的珊瑚礁遭到
破坏。209,	210

渔业捕捞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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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海域渔船捕捞活动总时长（按船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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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塔斯曼海海域的捕捞渔船分布示意图（按船旗分）

在豪勋爵海隆和南塔斯曼海的渔业捕捞方式几乎全部是延绳
钓，占2018年至2022年记录的捕捞总时长的98.4%。

在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渔业活动中，日本渔船占一半以
上（56.8%）。其次是中国大陆的渔船（18.1%），然后是新喀里多
尼亚（4.8%）和斐济（4.1%）。

在南塔斯曼海和豪森勋爵海隆的拖网渔业活动极少，2018、
2020	和	2021	年的作业时长总共仅有4.8小时。

（海鸟）物种，但有效的废弃物管理可以减少这种威胁。

污染
塑料污染无处不在，遍布整个海洋，渔具是其中一个主要来
源。211在距离新西兰5000公里的偏远的亨德森岛上，发现了大
量新西兰公司的塑料渔具废弃物，这一发现再次证实了塑料污
染可以长距离传输。212

201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塑料污染对于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之间的塔斯曼海的海鸟有着最为严重的影响。213研究人员预
测，海鸟摄食塑料的情况正在增加，到2050年将影响到99％的

气候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塔斯曼海变暖的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近年来，该海域连续出现大规模的海洋热浪。2017到2018年南
半球夏季的海洋热浪持续了三个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影响，
包括“热带化”现象的增加，出现了通常只在更北方的海域生活
的鱼类物种。214塔斯曼海是海洋变暖的全球热点地区，海水温
度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15

在考虑未来对这一海洋生命关键区域的管理时，必须将这一事
实以及可能更加频繁出现的海洋热浪纳入考量之中。

保护的依据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多年来一直是公海保护倡导者关注
的焦点，且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考虑。尽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在其2008年发布的“公海瑰宝”初始名单中仅单独纳入了豪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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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海隆。216

《生物多样性公约》认可了两个独立的“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
意义的海洋区域”：南塔斯曼海区域和北部豪勋爵海隆海燕觅
食区。前者在“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的7项标
准中有4项得分较高。217,	218

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建立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保护区都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包括蓝色使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和公海
联盟。219,	220

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对全球重要的海鸟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中许多是濒危或易危物种。这导致国际鸟盟在该地区确认了
五种重要的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域。他们正在该地区积极开展
区域保护活动。221

不可持续的渔业以及该地区的快速变暖威胁着南塔斯曼海和
豪勋爵海隆的海洋生态系统，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增强其韧性。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影响并促进恢复，所有海山应立即禁止底
层拖网捕捞活动，但南塔斯曼海西北部的两座海山的存在为紧
急保护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些海山尚未受到深海拖网捕捞的
影响，但由于可能存在深海珊瑚群落，因此被归类为高风险海
山。222

与帝王海山一样，保护受到影响和未受影响的栖息地同样重
要。虽然深海珊瑚的恢复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如2022年
对查塔姆岛海域和墓地海丘的研究表明，深海珊瑚确实会重新
定居和生长。223保护受影响的区域将有助于改善连通性，增强
面对环境变化的韧性。

©	Greenpeace	/	Roger	Grace

塔斯曼海上的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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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保护
鉴于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地理位置，未来任何的海洋保
护区都需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同支持。

两国已通过加入“BBNJ高雄心联盟”表明对《协定》的支持。224

在全球海洋保护议程方面，澳大利亚积极主动，并加入了由英
国牵头的“全球海洋联盟”支持“3030”目标。225澳大利亚政府于
2023年6月发布的声明展示了其言行一致的态度。他们计划将
麦考里岛海洋公园（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在塔斯马尼亚和
南极洲之间）的面积扩大三倍，并禁止在一个面积比德国还大
的区域捕捞和采矿。226新西兰之所以不愿更进一步，可能是因
为渔业对新西兰政府的影响力较大——渔业公司与政府的经济
产业部有着密切的关系。227,	228

需要提升现有的政治意愿。两国都应加强并展示在海洋保护方
面的全球政治领导力。

澳大利亚已经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多个海洋保护区（如豪
勋爵和吉福德保护区），其中一些保护区位置靠近南塔斯曼海
和豪勋爵海隆。229,	 230海洋保护区之间的连通性是帮助保护区实
现保护目标的关键，因此新的公海保护区将加强澳大利亚的国
家保护区网络。

民意调查显示两国公众对海洋保护普遍表示支持。例如，澳大
利亚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有关塔斯马尼亚人对海洋保护态度
的民意调查，以及绿色和平新西兰分部2022年的一项民意调
查显示，新西兰绝多大数民众都支持禁止在海山进行底拖网捕
捞。231,	 232然而，这种支持不是想当然就存在的，应对其给予重视。
任何海洋保护区提案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个透明的过程，以及所
有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233

努力消除渔业捕捞的威胁
和帝王海山一样，保护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第一步是停
止底拖网捕捞和其他有害的工业捕捞活动，例如占明显捕捞时
间98.4%的延绳钓。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是负责管理南太平洋公海非金枪
鱼渔业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它监管东南太平洋的竹荚鱼和秘
鲁鱿鱼，以及西南太平洋海山的深海底层渔业，包括南塔斯曼
海和豪勋爵海隆。通过新西兰国内的压力和南太平洋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施加的国际压力，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底拖网
捕捞可以停止。由于新西兰是该地区唯一还在进行底拖网捕捞
的国家——2021年仅有一艘渔船在该地区作业——这应该是有
可能的。

新西兰的深海渔业公司（包括Talley's及其子公司Amaltal，以
及Sanford和Sealord）对新西兰政府拥有强大的影响力。238与
此同时，多家新西兰非政府组织，包括LegaSea、ECO、Forest	
and	Bird、Our	Seas	Our	Future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新西兰办公
室，以及绿色和平新西兰分部和深海保护联盟，积极反对向新
西兰底拖网渔船发放公海捕捞许可证。239,	240

在国际上，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已在其管辖范围内，根
据预测可能会在捕捞深度范围内捕捞到八放珊瑚和硬珊瑚（以
及其他“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生物）地点，确定了多处“脆
弱海洋生态系统”，虽然明确存在生态学上的理由支持禁止底
拖网，但该组织仍未禁止底拖网捕捞。事实上，由新西兰提出并
由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于2023年通过的新规则中，首次
规定至少要保护70%“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生物或生物群
落。241,	 24270%阈值的随意性以及无法确定“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栖息地的总数和范围，使得这些规定受到了深海保护联盟的严
厉批评，该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的活动。243

迄今为止，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方
面进展甚微。然而，《协定》和“3030”目标的达成改变了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和其他公海治理机构运作的总体框架，使各国在保
护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对海鸟的保护
公海是信天翁和海燕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
海隆对海鸟生物多样性及其所面临的威胁具有全球意义。

因此，国际鸟盟正在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加强保护力度。234除了
将塔斯曼海确定为国际生物保护区，国际鸟盟还通过《保护信
天翁和海燕协定》工作组和咨询委员会以及相关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和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
会等说明了保护的理由。235,	236,	237

这些机构提供的所有保护措施都可以纳入该地区公海保护区
提案的制定中。

推进对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保护是建立公海保护区网
络的下一步合理步骤，这将使全球大部分信天翁和海燕受益。 豪勋爵岛。

©Tane	Sinclair-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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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米申湾，小型船舶在抗议底拖网捕捞。

邻近地区的政府必须加强对这些地区
的保护

《协定》有可能改变南塔斯曼海/豪勋爵海隆和南太平洋特殊
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的状况。但所有相关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迟
迟未采取行动。各国应充分利用《协定》赋予的权力，在现有机
构屡屡失败的地方提供保护。

我们对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水下“火山失落世界”的了
解才刚开始，这个地区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该地区一直被认
为是需要保护的公海区域，由于气温不断升高，再加上其他人类
压力，除了有限的封闭措施外，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作为南塔斯曼海和豪勋爵海隆的邻近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需要携手合作。他们应该挺身而出，成为该海域管理方面的领
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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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必须对深海采矿按下暂停键。深海采矿与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互不相容。为了防止深海采矿带来的不可避免、无法
逆转的伤害，政府应确保在全球海洋范围内暂停深海采矿，
包括海洋保护区之内和之外的所有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在批准《协定》的同时，各国应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上
共同努力通过关于暂停深海采矿的一般性政策。截至2023
年8月，已有来自太平洋、拉丁美洲和欧洲的20多个国家支
持暂停深海采矿或对深海采矿采取预防性暂停措施，并积
极开展协调工作，以期未来几年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达成该
目标。

建议

《协定》达成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协定》生效后，将
为在公海上建立海洋保护区，覆盖并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
提供关键工具。但是，海洋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剧，实现“3030”目
标的时间非常紧迫。各国必须充分借助日益增长的海洋保护趋
势，迅速采取行动。

●

●

●

●

●

●

●

《协定》将于2023年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开放签字，届
时，应至少有60个国家签署《协定》。尽管签署不代表接受

《协定》的法律约束，但将展现签署国批准《协定》的意愿，
也将展示各国推动《协定》生效的决心。

各国应加快批准《协定》，确保《协定》在2025年6月的联合国
海洋大会之前正式生效并成为国际法。《协定》的达成并非
终点，如果没有生效和有效执行，《协定》便只是一纸文书。

《协定》的生效和执行过程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的继续关注。

联合国必须在2023年底之前设立《协定》的筹备委员会。
在《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上，需要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
包括建立程序规则、财务规定和规模、附属机构的职责范围
和工作方式等。如果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之前没有进行筹备
工作，例如进行早期草案和咨询，第一次甚至后续的缔约方
大会将耗费时间解决这些事项，导致延迟《协定》的全面实
施和保护区的建立，进而影响“3030”目标的实现。因此，应
设立筹备委员会，为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相关事项提供准备
并确保其及时启动。

筹备委员会必须设立一个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工作
组，以评估各国和各区域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这将有助于通
过开展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确保兑现《协定》中有关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这对于《协定》的公平实施
至关重要，并将使所有国家公平地享有其权利，参与建立、
实施、监测和管理未来的公海保护区。

必须建立财务机制，以促进《协定》的成功实施。如果没有足
够的资金支持，《协定》的缔约方大会将难以成功运行。筹备
委员会应设立一个财务工作组，以确保资金的筹集。244

各国、各区域性组织和其他机构必须筹集资金，以促进《协
定》的成功实施。欧盟的全球海洋计划承诺提供4000万欧元
的资金，其他国家和机构也应该尽快做出类似的承诺。

各国必须开始准备公海保护区的提案，以便在《协定》第一
次缔约方大会上提交至少3个提案。牵头国家需要尽快起
草提案、争取各方支持并征询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海洋保
护区提案的准备工作应立即启动，并与《协定》准备生效的
过程同步进行，否则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将无法推进保护措
施，“3030”目标可能无法如期实现。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支
持，例如支持相关研究、开展公众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对于《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同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加拉帕戈斯海狮在捕鱼。

©	Tui	De	Roy	/	Minden	/	naturep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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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海洋日期间，塞内加尔渔民举着横幅和标语牌，要求对鱼粉和鱼油行业采取行动。



多年来，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发布了五份系列报告，详细阐述了
公海面临的威胁，揭示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不足和失败之处，并
呼吁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

获奖女演员兼活动家谢琳·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在马
尾藻海进行考察，研究塑料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以及马尾
藻在幼年海龟生存中的重要性。

备受赞誉的意大利作曲家兼钢琴家鲁多维科·伊诺第
（Ludovico Einaudi）在北冰洋的一个浮动平台上演奏了自

己创作的乐曲，呼吁保护北极。

“北极大使”、演员哈维尔·巴
登（Javier Bardem）与潜水艇
驾驶员约翰·霍塞瓦尔（John 
Hocevar）一起在南极考察，开
展科学研究，并强调建立南极
海洋保护区的紧迫性。

绿色和平从初期就一直积极跟进和参与《协定》的制定进程，
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海洋考察、环保行动、艺术创作、促进公
众参与以及与知名人士合作等方式，倡导从整体上解决不断
升级的海洋危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免受各种威胁。

2005-2019

2019

2020

2016

与著名动画制作公司阿德曼动画（Aardman）合作制作短片
《海龟回家路》，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在日益受到

威胁的海洋中，海龟一家的回家之路变得异常艰难⸺展示
了全球海洋面临的困境。

在2020年和2022年，绿色和平
国际总部与纽约石溪大学共同
开展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
深入调查了南极偏远地区的企
鹅栖息地，包括许多此前从未开
展过此类调查的地区，旨在研究
气候变化对这些脆弱物种的影
响。

环境活动家米娅-罗斯·克雷格（Mya-Rose Craig）站在北极浮
冰上，手举标语，在北纬82.2°举行世界上最北端的气候“罢工”。
绿色和平团队在北极记录气候危机的影响和研究该地区的海
洋生物。

2018

海洋科学家克尔斯滕·汤普森（Kirsten Thompson）博士和沙
玛·桑杜耶亚（Shaama Sandooyea）在撒雅德玛哈浅滩开展
科学考察，为更好地了解该海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促进该海
域的保护作出了贡献。

2021

03

在第四次政府间会议（IGC4）之前，绿色和平的行动者们在世
界各地（图中为西班牙）向各自国家的政府部门递交了“保护
海洋”倡议书，并用一个巨大的沙漏来强调制定一项强有力
的《协定》紧迫性。

2022

绿色和平的行动者们乘坐“极地曙光号”考察船在“蓝洞”海域
（位于阿根廷外海）记录鱿鱼钓渔船的捕捞活动，此次共发现

500多艘鱿鱼钓和拖网渔船在西南大西洋海域捕捞。

绿色和平韩国办公室举行无人机海洋节目表演，提升公众意
识并呼吁全球领导人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IGC5）上达成一
项强有力的《协定》。

斐济活动家维克多·皮克
林（Victor Pickering）在
一艘由一家极力推动深
海采矿的公司租用的船
舶之前。

在第五次政府间会议续会之前，绿色和平在世界各地（图中
为墨西哥）的标志性建筑物举行投影活动，呼吁各国政府推
动《协定》达成。

2023

在第五次政府间大会续会期间，绿色和平的志愿者们在全球
范围内（图中为瑞典）参与“全球行动日”活动，呼吁各国领导
人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协定》。

在第五次政府间大会续会期间，女
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和塞
内 加 尔 社 区 领 袖 安 塔 · 迪 乌 夫

（Anta Diouf）向联合国《协定》谈判
政府间会议主席李陈蕙菁递交了
一份由550万人签署的倡议书，要
求制定强有力的《协定》。

绿色和平英国和西班牙分部的行动
者们在北大西洋解救了一只被延绳
钓渔船捕捞到的尖吻鲭鲨。绿色和平
揭示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欧盟
捕鱼船队的破坏性行为，它们依赖鲨
鱼作为兼捕渔获物以保持盈利。

绿色和平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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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覆盖了全球海洋面积的61％，占据了地球上可生存空间（包
括陆地和海洋）的70％。这片巨大的全球公地是众多海洋生物的
家园，蕴育着千姿百态的生态系统。公海不仅对于我们蓝色星球
上各种生命的延续至关重要，同时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亦发挥

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带来的多重压力持续增长，公海
中的生物种群不断衰退，这促使联合国启动了公海治理的改革
之路。2023年3月，联合国终于达成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迎
来历史性的一刻。该协定是落实“3030”目标⸺即在2030年之

前保护至少30%的海洋⸺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时间紧迫，实现该目标需要强有力和迫切的政治响应。本报告提
出了明确的行动路线，以助力实现该目标并支持海洋重获繁荣。

绿色和平国际总部于2023年9月发布

实施《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

30x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