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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共有的海洋现在危机四伏。

我们这颗星球表面的三分之二被海洋覆盖，海洋

系统不仅是地球生灵和人类福祉的支撑载体，同时也

是气候的调节器。海洋提供氧气、食物、能源、水和

原材料，提供卓越的文化服务，是世界各地就业和经

济活动的一个来源。

我们这个世界的海洋是如此重要，然而海洋的

未来却已到危急关头。由于过度开发、污染和气候变

化，海洋生物多样性正在严重丧失。如果海洋健康不

再，那么海洋所提供的一切服务都将受到影响，后果

将不堪设想。

《2030年议程》专门设定了有关水下生物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14，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

源”。在我们迈入实现《2030年议程》的最后十年之

际，我们需要紧急行动起来，减缓人类活动（包括在

海上或沿海区域进行的活动和在距离海岸数百公里的

内陆地区进行的活动）所引发的有害影响。

当前，全球范围内有一系列举措在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这当中包括环境署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和沿

海管理及海洋治理工作：“可持续蓝色经济倡议”、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以

及各区域海洋方案的努力。此外，科学发现层出不

穷，不断夯实我们制定海洋政策和管理解决方案所

依据的知识基础——这也是环境署有幸与众多合作伙

伴共同牵头开展的“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年”（2021–2030年）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行动

十年”（2021–2030年）两项活动的一个工作重点。

国际资源委员会这份题为“沿海资源治理：对可

持续蓝色经济的意义”的报告提纲挈领地概述了陆上

活动跨越陆海边界、在多个空间尺度上影响沿海资源

的主要路径。报告还强调，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策略，

考虑到陆上活动和沿海资源之间的联系。报告就如何

加强现行陆海治理做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选择方案，

并以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和助力向可持续

蓝色经济转型为落脚点，提出了新的治理结构。减轻

人类影响，我们的重大机遇与重大责任并存。

时至当下，应该行动起来，拯救我们这颗蓝色星

球，让人类走向繁荣昌盛。我相信，国际资源委员会

的这份重要报告将为实现更全面和更有效的海洋管理

这一迫切需要的转变作出宝贵贡献，使我们走上众所

倚赖的可持续海洋轨道。“照旧行事”这个选择方案

已然行不通。COVID-19已经证明，人类可以集体应对

共同的全球挑战——让我们立足于此，掀起一场势不

可挡的运动，为所有人打造可持续的海洋。

里吉亚·诺伦娜（Ligia Noronh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经济司司长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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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古至今，人类对海洋的管理一直为自然、法定

和行政边界所框囿，呈条块分割的局面。对陆上活动

和海上活动的管理向来各自为政，导致影响发生地与

影响源头地被割裂开来。

众所共知，人类陆上活动对海洋环境具有重大

影响。例如，据估计，80%的海洋污染源自陆地。然

而，能够虑及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且真正行之

有效的治理机制即便有，也是寥寥无几。

自2007年以来，国际资源委员会就自然资源的

现状、趋势和未来状况提供了独立、权威且关涉政策

的科学评估。在本报告中，我们聚焦沿海资源，特别

是人类陆上活动如何影响沿海和海洋资源的质量和可 

获性。

本报告确定了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产生影响的众

多路径，并承认这些路径可能会因当地生态系统所在

位置、类型、状况和复原力而有所差异。报告还明确

指出陆上活动所致沿海资源基础变化对可持续蓝色经

济的影响，并在关于对虾养殖业和沿海采矿业的详细

评估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

基于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本报告呼吁大力改进

治理策略，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负面影响，助

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扭转人类活动对我们共同

海洋的影响，我们既面临重大机遇，同时也肩负着重

大责任。

我们感谢各位主要作者及其团队为整合证据基础

所作的孜孜努力，这些证据毫无疑问地表明，必须加

强陆上活动治理与海洋资源治理之间的协调。正如报

告所倡导的那样，未来的治理体系不应再为现有边界

所桎梏，因为这些边界往往将原因与结果割裂开来。

相反，应更加注重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推进落实

《2030年议程》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摒弃当前不

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模式。

亚内兹·波托奇尼克 
（Janez Potočnik） 

国际资源委员会 
联合主席

伊莎贝拉·特谢拉 
（Izabella Teixeira） 
国际资源委员会 
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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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讯息

1. 沿海生物资源受陆上活动威胁最为严重。陆上活动对沿海生物资源影响最大，其中，农业、 

港口码头和水产养殖业带来的影响尤为突出。生物多样性当属受陆上活动影响最大的沿海资源。 

而从有限的证据来看，沿海非生物资源似乎基本不受陆上活动影响。

2. 蓝色经济所有组成部分都容易受到沿海资源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捕捞业、水产养殖业和	
旅游业。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步伐可能会因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受阻。

因此，陆上活动的治理对于实现可持续蓝色经济至关重要。

3. 现行的陆海治理策略无法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造成的影响。条块分割的治理局面有碍采取

协调行动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而且当陆上活动源自其他国家或导致整个区域的沿

海资源退化时，这个问题又会进一步加剧。

4. 陆海治理亟待加强，以保护沿海资源免受陆上活动影响，并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需要

确立新的治理框架，将陆地与海洋联系起来，形成连贯的治理体系，以便能够从影响的源头地

一直到发生地对影响加以考量。

5. 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是一项全球要务。应优先考虑针对那些对沿海资源影响最大的

陆上活动采取紧急行动，因为这将会以最快的速度为可持续蓝色经济带来最大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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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沿海资源对人类、自然和经济至关重要

沿海区是食物、能源和矿物的一大供给来源；是文化、娱乐、休闲和健康机会的一大支柱；也是重要的运

输和贸易基础设施的空间载体。然而，沿海区却受到许多相互关联的变化驱动因素的影响，具体如图1所示。

图1：沿海区变化驱动因素概述

沿海区变化的

驱动因素

人口增长

到2030年，全球人口 

将达到86亿。

其中，50%以上的
新增人口将出现在 
非洲。

工业化

到2030年，全球建筑

业产出将增长85%，

达到15.5万亿美元。
中国、印度和美国将占到

全部新增产出的57%。

迁移

1970–2000年期间，

几乎所有沿海生态系统

都出现了净迁入现象。

全球化

尽管全球贸易增速

放缓，但船运业将

继续扩张。

城镇化

到2030年，全球

60%的人口将生
活在城镇。

目前，全球13%
的城镇人口生活在
沿海地区。

气候变化

海洋温度和酸化
水平上升→鱼群
迁移，贝类生产
力下降

天气模式变化
→农业做法发
生改变，采掘
业波动性加大.

海平面上升和极
端风暴→海岸线
风险加大，防御
基础设施增加

北极海冰 
融化→ 
开辟新航线

所有这些社会和自然驱动因素都在影响陆上活动的发展和范围并导致沿海资源发生变化。

个人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

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30%。
对可再生能源（包括海洋可再生能源）的

需求将占到新增需求的60%。

智能手机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需求的增加可
能会导致深海采矿业扩张。

全球沿海旅游业预计将迎来增长，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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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蓝色经济需要健康的沿海资源

沿海资源是新形成的可持续蓝色经济议程的一个关键重点（方框1和图2）。据估算，全球海洋经济每年的

价值高达3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联合国，2017a）。蓝色经济增长必须维持并且最好还能增

强其所依赖的自然资本，而且还要产生公平分配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而要充分实现可

持续蓝色经济的潜能，就必须认识到并解决陆上活动带来的负外部性。

方框1：可持续蓝色经济

关于何为可持续蓝色经济，目前尚无全球公认的定义，本报告采用的工作定义为：基于海洋，为今世后代提供

公平分配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恢复和保护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功能，并且依托于清洁技术

和物质循环流动的经济（改编自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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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部分可持续蓝色经济部门

陆上活动影响沿海资源

如何管理对沿海资源产生有害影响的陆上活动，是沿海地区，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面临的一

项特殊挑战，这一认识早已有之。这些有害影响当中有许多是人类陆上活动无心造成的附带后果，而现行治理

框架也未能顾及于此。因此，制定更有效的陆上活动治理策略以限制陆上活动的影响，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沿海自然资本及相关服务的关键所在。然而，对源发于陆地的沿海资源问题应采取何种治理对策，这个问题仍

像以往一样难以决断，而且随着酸化和变暖等气候变化的影响强化，甚至还可能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捕捞业 水产养殖业 旅游业 船运业 海洋可再生能源业

沿海集料	
开采业

采盐业 油气业 其他沿海	
开采业

海底电缆业

部分可持续蓝色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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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

在本报告中，“陆上活动”系指完全或部分在陆地上进行的任何活动。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造成影响的例子

包括：塑料废物经由河道和排水渠进入沿海区域；砍伐红树林，为发展酒店业或水产养殖业让路（原先储存的沉

积物随即释放，扼杀附近脆弱的珊瑚生态系统）；城市排放的营养丰富的生活垃圾造成海水中的氧气流失，令海

洋生物窒息；以及受城镇人口对蛋白质需求的驱动，世界上33%的鱼类种群的捕捞量超出生物可持续性限度（粮

农组织，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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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实现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路径

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能够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并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治理策略。

研究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如图3所示）来评估全球规模的驱动力因素如

何催生陆上活动（压力），进而影响沿海资源的质量和可获性（状态），随后考察了沿海资源变化对部分可持

续蓝色经济部门的影响，最后提出可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从而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治理

响应对策分析。我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迭代循证分析方法来确定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产生的单一影响和累积影

响。借助三场研讨会，总计审查了1000余份证据，以验证并完善分析。

图3：“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图解

DPSIR

D

P

S

I

R

Drivers: Forces, societal (e.g. demographics) and natural (e.g. climatic processes), 
that shape the development and scale of relevant land-based activities.

Selected items of analysis

Pressures: human activities that generate stress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these are land-based activities (e.g. ports and harbour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affect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sources it contains.

Response: Societal interventions intended to shift a system to deliver desirable 
outcomes.  In this study, responses are governance interventions.

Impact: A measure of change in the state of a coastal resource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affect blue economy sectors.

State: The condition and availability (for use) of coastal resources, which can be 
affected by the stressors generated by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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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资源治理：对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意义

主要讯息

1 在某些情况下，对陆上活动所作分类可能会造成影响未得到充分反映的印象。例如，旅游休闲活动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废物排
放，而这些排放又被视为单独的陆上活动，因此可能会导致旅游休闲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被低估。

主要讯息#1：沿海生物资源受陆上活动威胁最为严重

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产生多种单一和累积影响。有确凿证据表明，所有沿海生物资源都受到陆上活动的严

重影响，其中，农业、港口码头和水产养殖业带来的影响尤为突出。如图4所示，生物多样性当属受陆上活动

影响最大的沿海资源。相比之下，从相对有限的证据来看，沿海非生物资源似乎基本不受陆上活动影响。

图4：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累积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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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摘要

主要讯息#2：蓝色经济所有组成部分都容易受到沿海资源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捕捞业、
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国家和国际海洋政策越来越重视从不可持续的沿海和海洋资源利用模式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因此，考虑到陆上活动所致沿海资源基础变化对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如图5所示，蓝色经济所有

部门都容易因为陆上活动所致沿海资源变化而受到影响。捕捞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比其他部门更容易受到

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对沿海生物资源具有依赖性，而沿海生物资源又特别容易因为陆上活动产生的负面影

响而陷入危险境地。方框3和方框4分别探讨了陆上活动对水产养殖业和采掘活动的影响。

部分蓝色经济部门面对沿海资源变化的相对脆弱性

捕捞业 水产	

养殖业

旅游业 船运业 油气业 沿海集料	

开采业

采盐业 海洋可再生	

能源业

其他沿海	

开采业

海底电缆业

图5：部分蓝色经济部门面对陆上活动所致沿海资源变化的相对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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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对虾养殖业

过去65年中，水产养殖业显著扩张。在产量上，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占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89%。对虾养殖

通常在湿地和河口等沿海生态系统以及靠近红树林的区域进行。对虾养殖业对沿海生物资源和依赖这些资源的

经济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令人尤为关切的问题是，由于对虾养殖业缺乏规划和管制，红树林惨遭砍伐，

致使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随之一并消陨。水产养殖业固然可能会损害蓝色经济其他领域，但其

本身也极易因为沿海生态系统整体质量下降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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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摘要

方框4：采掘业

海洋集料是蓝色经济中的一项重要资源，随着城镇的扩张，集料需求量巨大。然而，以疏浚方式进行的集料

开采活动也会对沿海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据发现，采盐业和蒸发岩开采业位居最脆弱的蓝色经济领域之列，

其脆弱性在于能否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有赖于海水的纯度和质量，而水质又受到一系列陆上活动的影响。开采出来

的沿海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材料，是工业活动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也是全球经济几乎每一个部门的生产资

料。因此，在今后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负责任的集料开采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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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资源治理：对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意义

主要讯息#3：现行的陆海治理策略无法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造成的影响

经分析现行治理策略发现，目前陆上活动管理是通过具体部门的安排来进行的，而这些安排即便顾及到陆

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也是关注度有限。各国和各部门之间在治理制度、框架、实践和有效性方面存在相

当大的差异（而且国家和部门内部亦往往如此），海岸线通常被用作法定和行政边界，位居这一分界线两侧的

陆地和海洋所适用的治理制度往往截然不同。这导致治理体系条块分割，有碍采取协调行动减少陆上活动对沿

海资源的影响。而当陆上活动源自其他国家或导致整个区域的沿海资源退化时，这个问题又会进一步加剧。现

有的沿海治理模式无法充分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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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摘要

主要讯息#4：陆海治理亟待加强，以保护沿海资源免受陆上活动影响，并助力向可持续
蓝色经济转型

需要确立新的治理框架，将陆上活动与沿海资源系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便能够从影响的源头地一直到

发生地对影响加以考量。以下介绍可加强现行陆海治理做法的选择方案以及新的治理策略。

加强现行陆海治理做法的选择方案

• 应以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作为沿海资源治理的指导原则，这样便可以通盘考虑沿海资源承受所有影响 

（重点在于健康的基础生态系统）。

• 应利用经过改进和调整的现有区域管理工具来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如海洋保护区、海洋空

间规划、土地利用综合规划和沿海综合管理）。

• 需要改进协调机制，以克服国家行政当局、部门之间以及陆地和海洋治理安排之间各自为政的局面。

• 应制定注重执行的能力建设方案，并向目标陆海治理工作者进行传播。

• 应优先填补证据空白，特别是陆上活动对沿海非生物资源之影响方面的证据空白，并确定其对有效治理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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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资源治理：对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意义

用以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之影响并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新型治理结构选择方案

• 沿海治理应重点关注多种陆上活动与沿海资源之间的联系路径，而且不应为法定或行政等人为规定的边

界所桎梏，因为这些边界导致因果被割裂并阻碍协调一致的治理对策。

• 应制定区域监管框架，从法律上规定陆上活动有义务考虑到其对沿海资源的影响，以此减轻陆上活动对

沿海资源的影响。

• 陆上和海上自然资本保护是一项统一的原则，可将其作为把原本条块分割的治理体系整合起来的共同 

事业。

• 需要对沿海自然资本进行摸底调查并予以保护，因为目前还存在巨大的证据空白。

• 必须构建一个利益攸关方共同体，以思考陆上活动和沿海资源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构建当前典型的基于

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 监测和评估应重点关注影响路径，而不仅仅是沿海资源的状况。

• 需要开发一项决策支持工具来支持陆海治理工作，侧重影响路径并虑及不同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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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摘要

主要讯息#5：应对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是一项全球要务

应优先考虑针对那些对沿海资源影响最大的陆上活动采取紧急行动，因为这将会以最快的速度为可持续蓝

色经济带来最大惠益。鉴于任何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影响都会因当地生态系统所在位置、

特点、状况和复原力而有所差异，各国可自行对本国境内影响最大的陆上活动展开分析。从这项全球研究来

看，影响最大的陆上活动分别是农业、港口码头和水产养殖。在较长时期内，应努力实现以下宏图愿景：从目

前条块分割的陆海治理结构转向更加一体化的治理策略，从而将影响路径（陆上活动至其对沿海资源的影响）

的各个阶段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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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资源治理：对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意义

图6：向沿海综合治理模式转变，以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并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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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摘要

沿海资源——包括鱼类、矿产和能源——对人类、自然

和经济至关重要，是新形成的可持续蓝色经济议程的一个重

点。如何管理对海洋环境中沿海资源产生有害影响的陆上活

动，是沿海地区面临的一项特殊挑战，这一认识早已有之。这

些压力当中有许多是陆上人类活动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而

现有资源治理框架未能虑及于此。因此，本报告的重点在于拟

定虑及陆上活动如何影响沿海资源质量和可获性的更佳陆海

治理办法。

这项全球研究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DPSIR）框架来评估全球规模的驱动力如何推动陆上活动 

（压力）的发展，进而影响沿海资源的质量和可获性（状态）。 

随后考察了沿海资源变化对部分可持续蓝色经济部门的影

响。该项研究审查了有助于海陆协调的现有沿海治理办法，并

详细评价了采掘和水产养殖部门治理安排，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能够更好地考虑到并最好减轻陆上活动对沿海资源的影响

从而助力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的种种可能的治理对策。

国际资源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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