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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洋生态—命运‘公共体’”

——在 2019 中国海洋生态经济发展论坛上演讲整理稿

黄建钢

“公共体”跟“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连在一起的。这个

问题现在学术界研究得还不是很深入。前段时间，在浙江海

洋大学开过一个“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学术研讨会，参加

的人就不是很多。由此看到，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那么，现在谈谈对 “公共体”的认识。

一、有三个概念需要重新审视

1、“公共体”，抑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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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现在正规的对中文“共同

体”的翻译是 community，即中文中的“共同体”经过翻译

后实际成为一个“公共体”。按照一般翻译，community 原则

上不能翻成“共同体”。“共同”是 common，“共同发展”的

英文是 common development。所以，community 应该叫做“公

共体”。“公共体”跟“共同体”区别在哪里？“公共体”是

一个立体概念，“共同体”是一个平面概念。

2、“海洋”的“海”是“生命母体”

这是第二个需要界定的概念。“海洋”是一个立体的海

洋，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命都是靠海洋的。那么，现

在“海洋”的“海”是什么意思？。“海”字中间有一个“母

亲”的“母”字，“水是生命的母体”。这就是“海洋”的“海”

字所包含的内涵。

3、海洋 economy 是“生态为我所用”的经济

这是第三个需要界定的概念。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发展

经济”。但究竟什么是“经济”呢？“经济”的英文是 economy，

它实际上是 “生态为我所用”的意思。前面的 eco 就是“生

态学”——ecology 的前缀词。No 就是 now，也就是“现在”

的意思，而 my 就是“我的”的意思。整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生态现在为我所用”的意思，这才是“经济”、才是海洋

经济。但从现在发展的“经济”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一种以

损害生态为前提的“经济发展”，那是一种破坏生命的行为。

二、海洋正在遭受人类全面的挑战

进入 21 世纪海洋时代后，人类发展海洋经济已经进入

一种疯狂的时期，现在的生态海洋正在经历或者遭受人类全

面的挑战。那么，现在的海洋正在经受怎样的挑战呢？



1、塑料垃圾的挑战

这个挑战引起了 2019 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会议共

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海洋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太平

洋上有一个垃圾岛的问题——这个垃圾岛已经很大了，目前

还在不断地扩大当中。现在南极洋也存在塑料垃圾危害。

2、海水水温的挑战

海洋的“水温”问题，不仅是一个变热的问题，还有一

个冷热交叉的问题。变热引起的仅仅是旱灾，但冷热交叉则

产生过多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现在海水水温总趋势是变冷，

但气候却变热，融化冰山并引发海平面上升。现在，《巴黎

协定》是人类要把海平面上升控制在 2 米之内达成的一个协

议。如果无法控制，很多的沿海城市都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3、海洋污染的挑战

现在的“海洋污染”里，有一个“狭义污染”问题，应

该引起人类特别重视。这个污染也称为“直接污染”。有哪

些呢？一是“油污染”——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引发的污

染很严重。二是“核污染”。2011 年 311 日本地震引起的“核

泄漏污染”。三是“船污染”。随着“一路”即“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开通后，海上行驶的船只数量和体积都会增大，

由船引起的污染也会越来越严重。四是“港污染”。利用海

上交通，必须建立和发展“海洋港口”，而“港”的污染也

非常严重。五是“养殖业污染”。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满足

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赤潮和青潮。

4、海洋荒漠化挑战

现在海洋的问题主要是荒漠化严重。荒漠化其实就是无

机化。例如东海以前是鱼仓，鱼类十分丰富。现在东海几乎



要“无鱼”了，主要是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几乎要没有了。

这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东海无鱼的问题，而是一个地球上整个

海洋生物都在变异和衰退的过程问题。

5、核弹头污染挑战

有个污染至今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核弹头爆炸污

染”。现在沉在海底的核弹头已经足够摧毁地球 n 次。但根

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情况，还没有到达可以掌控这些核弹头的

水平。一旦海底的一颗核弹头爆炸，就会因海浪的巨大冲击

力和海水的巨大压力而引起海底核弹头的连锁反应式爆炸。

6、有害气体污染挑战

还有一种海洋污染也是人类现在几乎未注意到的。就是

海洋底下丰富的毒害气体。这些毒气有的几乎与地球同龄，

并且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化学反应及其变化。这些害气基本上

都被层层压在海底，但若因为自然原因或人类开发活动不小

心弥漫、渗透在人类的生活空间里，就会危害人的性命。

三、保护海洋，保护生命之源

生命不能缺少氧气，海洋是地球氧气的主产地。森林可

以提供氧气——它是吸碳吐氧的，但海洋吸碳吐氧的能力更

强。因此保护海洋生态，就是保护地球的生命。人类，既生

活在生态里面，又要生态地生活。所以现在一定要从保护海

洋的角度去思考怎么利用海洋资源的问题。这还不单是一个

简单发展生命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复杂保护生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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