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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蓝色经济发展，推动
海洋文化交融，共同
增进海洋福祉。”

共同享有海洋资
源、共同发展海洋经
济、共同增进海洋福
祉，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期待。以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中国积极促进海上互
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
合作，让发展成果更
多 更 好 惠 及 各 国 人
民。

中 国 已 同 葡 萄
牙、欧盟、塞舌尔、
莫桑比克等建立蓝色
伙伴关系，与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柬埔寨等签署海
洋领域合作协议，围
绕蓝色经济、海洋科
技和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等开展务实合作；
中欧蓝色伙伴关系论
坛、中国—东南亚国
家海洋合作论坛、中
国—小岛屿国家海洋
部长圆桌会议、中非
海洋科技论坛等平台
取得一系列成果；连
续多年举办中国海洋
经济博览会，为国内
外涉海企业搭建经贸
交流合作平台……葡
萄牙议会前副议长、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委员安东尼奥·
费利佩表示，与中国
在海洋保护和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开
展务实合作，不仅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也将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
贡献。

树立合作共赢理
念，广袤海洋必将为
人类带来更丰厚的馈
赠。中国注重授人以
渔，从多个方面切实
推进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海上能力建设。
在首届中国—太平洋
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
坛 上 发 布 《 广 州 共
识》，为双方渔业合
作开创新局面；中国
援助的菌草、旱稻技
术 ， 帮 助 巴 布 亚 新
几内亚农民走上致富
路 ； 中 国 改 扩 建 或
参与运营的汉班托塔
港等项目，已成为所
在国家和地区重要交
通枢纽……阿曼苏丹
卡布斯大学海洋生物
技术卓越中心主任谢
尔盖·多布列佐夫表
示，中国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
理念，为全球海洋事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机
遇。

去 年 6 月 ， 全 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发布
包含32项举措的成果
清单，包括“推动建
立蓝色伙伴关系，举
办系列活动，支持发
展中国家海洋资源可
持 续 利 用 和 能 力 建
设”等。希腊欧洲与
外交政策基金会中国
问题研究员乔治·佐
戈普鲁斯表示，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
国际社会发展海洋经

济、开展海洋科技创
新等目标，受到各国
广泛关注和欢迎。期
待中国与各国就构建
蓝色伙伴关系开展务
实合作，实现蓝色经
济高质量发展。

共 商 海 洋 治
理——

携手推动海洋事
业可持续发展

海洋是地球上最
大 的 生 态 系 统 ， 是
人类生命之源和共同
家园。面对日益严峻
的海洋生态环境和海
洋全球治理的重重挑
战，中国作出了目光
长远的选择：“要高
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加强海洋环境
污染防治，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实现海
洋 资 源 有 序 开 发 利
用，为子孙后代留下
一片碧海蓝天。”

“一个健康和多
产的海洋对我们共同
的未来至关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表示。中国积极推
进海洋环境保护、海
洋 生 态 系 统 与 生 物
多样性、海洋政策与
管理等多方面国际合
作，全面参与联合国
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
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
施 ， 积 极 参 与 联 合
国“海洋科学促进可
持续发展十年(2021—
2030)”计划，在气候
变化、海洋碳汇、国
际渔业履约、保护海
洋生态系统、极地和

深海探索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从推动成立多个
区 域 性 海 洋 合 作 平
台，到推动设立“联
合国海洋十年规划”
金砖国家协调中心、
协调金砖五国共同参
与“联合国海洋十年
规划”，中国高举多
边主义旗帜，汇聚起
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
合力。联合国秘书长
海洋事务特使彼得·
汤姆森认为，中国提
出的倡议是一种有效
的合作模式，能够为
更好实现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
理念、资源和行动。

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不断推进海洋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国 际 合
作，分享在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
经验：同泰国科研人
员 就 布 氏 鲸 调 查 技
术、调查方法以及其
他海洋哺乳动物的研
究和数据处理方法进
行交流与合作，与阿
曼联合开展贻贝幼虫
附着机理和新型海洋
防污技术研发，为牙

买加等国实施水文气
象观测技术项目，帮
助佛得角编制海洋经
济特区规划，为意大
利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提供关键设备、满足
当地近两万个家庭用
电需求……

印度尼西亚智库
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
席、印尼东盟南洋基
金会主席班邦·苏尔
约诺认为，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有助于破
除当前全球在开发海
洋资源上各自为政的
困境，为可持续利用
海洋资源指明方向，
对人类实现长远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众力并，则万钧
不足举也。秉持人与
海 洋 和 谐 共 生 的 理
念，以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为指引，各国
采取更加协调、有力
的行动，必能更好呵
护海洋的安宁与可持
续发展，推动全球海
洋事业发展不断开启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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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正式揭牌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