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保护区如何保护公海
保护区可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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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海是指从海岸线起 200 海里之外的海洋，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公海广袤无垠并且远离海岸，为探
索和知识收集带来了挑战。然而近年的科学考察表明，公海几乎占据世界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孕育着一系列
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种，对地球上的生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底山（海底山脉）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生物的家园；热液泉孕育着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生物；而至关重要的
迁徙路线则有助于物种的维持，进而为生态系统和依赖于它们的生物群落提供支持。 

然而，这些海域正受到渔业和其他开采性行业带来的压力，污染、航运业的发展、物种入侵以及气候变化的影
响更使问题进一步加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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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这些开采性活动的组织并不总是将保护海洋生物视为己任；即使这样做了，这些组织也并非总能成
功实现其目标。这些因素已经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事实证明，渔业管理尤其具有挑战性。联合国粮食农业
组织 2018 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得出结论，世界渔业正在持续下滑，33% 的鱼类资源已被过度捕捞。2

海洋保护区 (MPA) 是修复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工具。但目前的治理体系尚缺乏在大部分公海地区建
立和有效实施海洋保护区的机制。 

什么是海洋保护区？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保护区定义为“一个明确规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得到公认、关注和	
管理，以便实现具有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自然保护。”3

海洋保护区的范围包括允许某些类型活动（例如捕鱼）的多用途区域，以及禁止所有采掘活动的禁区。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近年的科学考察表明，距离海岸 200 海里的公海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种，对地球上的生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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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洋保护区涵盖从多用途区域到禁捕保护区 
科学研究表明，保护越严，益处越多

海洋保护区的科学依据和益处
有效管理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生物的重要工具。科学家们发现，禁捕海洋保护区在大规模、高度保护、	
隔离、良好执行和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最大的保护效益。当五个特点均已具备时，保护效益会呈指数	
级增长。4海洋保护区用于：

•• 保护生物多样性。科学家们发现，禁捕海洋保护区是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工具。最近的一项分析	
发现，海洋保护区内鱼类的平均生物量比相邻的非保护区高 670%，比受到部分保护的海洋保护区也要高
出 343%。5精心设计的海洋保护区也可能导致保护区边界以外的鱼类数量增加，这可能是由于保护区内
成鱼的洄游“溢出”，也可能是由于保护区内孵化出的幼鱼的扩散。6

•• 保护顶端捕食者并使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保护顶端捕食者有助于维护自然运作的食物网及其相关的生态
系统服务。例如，如果不对海胆种群加以约束，它们会将繁茂的海草林变成贫瘠的沙漠。研究发现，在对海
胆捕食者（比如龙虾和某些鱼类）加以保护的海洋保护区，海胆数量较少，这样有助于让生态系统恢复到
更加平衡的状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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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海洋在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洋所储存
的碳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是陆地上植物和土壤储存量的 16 倍。8与此同时，大气中较高的二氧化
碳水平会导致海洋变得更加温暖和偏酸性，从而导致珊瑚白化和脱氧等其他一些问题。保护区能让包括	
公海在内的海洋生态系统更能抵御这些影响。9对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这些益处可能至关	
重要。10例如，海洋保护区内出现白化的珊瑚礁能够迅速甚至完全恢复。11

保护公海区域
人类对公海栖息地的了解并不像对沿海地区那样透彻，但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在公海中栖息并穿行的生物对
于形成和界定其栖息地至关重要。12高度洄游的海洋物种，如金枪鱼、鲨鱼、海鸟、海龟和鲸鱼等具有巨大的	
经济、文化和生态系统价值，这些物种的灭绝可能会给更广泛的环境带来危害。例如，研究表明商业捕鲸不仅
导致了鲸鱼本身的数量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栖息地丧失、营养物质减少以及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食物网结构
的变化。在公海，保护海洋生物对于保护栖息地至关重要。13

同时保护海洋水体和海底的海洋保护区能够最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14因为生活在海洋水体中的物种在其生
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对于海底特征与生活在海底的物种之间的反向联系也至关重要。 

海洋中层的鱼类在海洋水体中发挥着这种垂直联系作用。每天，它们会从阳光所能触及的海洋最深处一	
直游到海面。这样，它们为金枪鱼和其他重要的商业物种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同时也将有机碳带到海洋
深处，从而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5许多海底生物都依赖于从海洋水体中沉到海底的食物。
反过来，海底山可以形成上升流，将海洋更深处营养丰富的海水向上推动，并且其他过程也有助于提升海洋
表层的生产力。  

除了确保海洋表层保护与海底保护相互关联之外，它还对通过海洋保护区网络在不同栖息地之间建立有意义
的联系至关重要。例如，对于像鲸鱼和海龟之类的高度洄游物种，紧密联系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保护其迁
徙途中的重要地点，比如觅食场或繁殖地。16高度洄游物种在保护区停留的时间越长，效益就越明显。因此，
妥善设计、紧密联系的代表性海洋保护区网络对于保护这些物种尤为重要。17  

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也可以使沿海地区以及依赖于海岸的物种受益。以棱皮龟为例，它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公海上度过，但会前往沿海地区筑巢。尽管为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物种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太平洋棱
皮龟的数量仍然锐减了 95% 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远洋延绳钓捕捞所致。18虽然保护海滩上的筑巢区对棱
皮龟的种群恢复至关重要，但保护这些生物免受公海有害捕捞活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19

公海的健康也会影响国家管辖海域的健康，特别是在渔业方面。在公海上对主要物种过度捕捞可能会对沿海
国家/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特别是对那些依靠健康沿海资源来维持生计的最不发达国家/地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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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虎鲸会在南极高纬度与亚热带地区之间穿越公海，跨越数千英里。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公海协定对于建立海洋保护区的作用
放眼全球，在任何超出国家管辖范围的公海区域，海洋资源和人类活动均由诸多形形色色的国际机构和公	
约来管理。这些治理机构在其职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它们的地理范围、目标、所制定决策的法
律约束性，以及它们是否管理一项或多项活动。其管辖范围经常出现重叠，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跨地
理区域和部门进行协调。21通常，这种零碎的治理方法会导致环境及其资源的退化，并使得部署管理和保护
工具（比如环境影响评估和海洋保护区）在法律和后勤方面都面对诸多挑战。22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机构设立的海洋保护区数量极为有限，总共仅占公海总面积的约 1%。23而这 1% 的海
洋保护区面积大多数位于近 800,000 平方英里（206 万平方公里）的罗斯海海洋保护区中 — 这是 2017 年  
12 月生效的全球最大海洋保护区。设立这一海洋保护区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在众多国际机构中
具有创建这些保护区独一无二的能力。即便如此，谈判也耗时五年才最终达成。

联合国关于保护公海海洋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有助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对这些地区展开更为有效的	
治理。至关重要的是，该公约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各个国家/地区可通过该框架设立具有有意义保护目标和
可执行管理措施的公海海洋保护区。将海洋保护区实施工作交给现有部门机构将徒劳无益，因为它们大多欠
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职能。与缺乏目标和措施的“虚设公园”相比，建立有具体目标、管理计划和执行协议的
公海海洋保护区更有可能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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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对于保护世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样的网
络不仅能够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物种，还有助于保护更广泛的公海生态系统。 

在目前的海洋治理结构下，建立全面的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并不可行，但联合国公海协定为弥补这个差距创
造了机会。为了实现协定目标并对海洋和依赖海洋的人们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谈判者必须确保协议包括一个
机制，以便在公海上轻松建立妥善设计、紧密联系的保护区。  

Rodrigo Friscione

高度洄游的海洋物种（比如鲨鱼）具有很大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系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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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借助知识的力量解决当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皮尤基金会运用严谨和分析式的方法改进公共政策，增进公众对相
关议题的了解，推进活跃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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