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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由海洋环抱的，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

大的变化，包括社会的，以及我们和海洋的关系。1850年，香港

只是一个有大约3000个渔民的小渔村，主要经济活动就是捕鱼。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香港从小小渔村到东方明珠，已成为贸易城

市，一个国际大都市，并提供非常高端的金融服务和其它服务。

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们给海洋做了哪些事情呢？  

    必须要承认的是，香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在香港的发展过

程中，建立有海洋资源管理的框架。从1850年至今，香港的人口

从7000人增加到现在的700万，我们必须不断推动法律法规的完

善，不断恢复维多利亚港的土地，这样才能让我们容纳更多的人，

使他们不断来香港淘金、发展。 

    香港直到1997年才制定了保护维多利亚港的规定，现在我们

已经禁止任何在维多利亚港的建筑和其它开发活动，这个成本是

非常高的。围海造地是非常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很多沿岸的

栖息地都被清除掉了，对于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破坏，不是一个可

持续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制定一些政策以发挥香港港口的重要

地位，成为世界级的港口。由于港口的发展，维多利亚港已经成

为一个导航的重要渠道，在那里找不到任何鱼类。香港的土地利

用规定，多数人都认为比较合理，符合我们的发展要求。 



    关于污水处理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政府的工程人员负责

基础设施开发，他们认为海洋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是最好的污水

处理体系，可以随意排放民用废水，大自然会解决这些问题，从

而使得维多利亚港成了一个污水集散的，即使现在还有污水直接

排放到维多利亚港的情况。 

    对于香港来说，渔业不是重要的行业，但我们也重视渔业的

保护，通过法令尽可能保护海洋环境。我们最近也开始禁止拖网

渔船，这种拖网作业意味着从海底捞起所有的大鱼、小鱼，不管

它的尺寸大小、不管鱼类的发展阶段，这样的话对于海洋的生态

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实施了一些近海许可证制度，但执行中

需要与邻近地区合作来执行。渔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香港水

域的整体渔业也成为问题，水产养殖就成为可行的方式，推广到

越来越多的地区。同时，滥用鱼药、抗生素、荷尔蒙激素，这些

都造成了对水域的污染。此外，污染排放导致了水体重金属污染。

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发现养殖的牡蛎中铬的含量特别高，后来我

们清理了工业污染排放，再对牡蛎体内进行检验，就没有重金属

残留的问题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上游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我们知道，鱼类就像游客一样，一群一群的游来游去，发现

好的地方它们就会长期生存下来。因此，我们建立了人工珊瑚，

吸引更多的鱼类来这里生存。同时，我们放了这么多人工结构，

就限制了拖网捕鱼，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渔业的方式。 

在海洋渔业方面，我们有一些教训，也有一些好的做法。我



们在深圳湾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生物多样性最多的湿地，来自南

极的、澳大利亚的候鸟经过这里，再飞到加拿大。我们对这些候

鸟进行取样，计算出每年这里候鸟的种类和数量，生物学家、生

态学家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测量候鸟在香港停留的时

间，以保证它们有足够的食物。深圳随着发展也意识到湿地的作

用，在湿地周边的住宅是深圳最贵，因为这里的景色好，空气好，

而且这里非常安静，因此，保护这样的自然地并不是与经济收益

相违背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还建立了生物多样性的数

据库，以了解物种的情况。其中一个海洋公园，中国白鳍豚受到

该项目的保护，目前已有300多头，可以确定每个个体的身份。 

    众所周知，我们都需要前瞻性的眼光、高层的政策来保护和

管理海洋资源以及生态系统和栖息地，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都

喜欢美食，我认为这是生活质量的一方面。海洋当中提供的美味

多种多样，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设计的政策进行宏观的管理中国地

理的视角，同时还希望结合当地实际发挥作用，而不是空中楼阁，

是一些无法实现的项目。我们今天都听到了一些引人思考的发言

和讨论，但是我还想恳请大家优先关注目前所考虑的事情，如何

有效开展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当然了，扭转趋势需要更长的时

间，但我们了解到空气污染，管理方面是设定一个监督指标体系，

也许针对海洋水质来说，也有类似的措施。我们刚才就听到了一

个发言人当中，列出了在当地的监控设施，我们也许可以由一种

标准化的方式或数据库，根据地图来进行设计，这样的话各地的



管理机构都可以收集数据，希望能够持续监督。我觉得CMS这种

在线监督的功能非常好，有这样的体系大家就可以直接读数，直

接交流数据，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目前的状况，知道基线的水平，

并且了解未来的目标。第二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各地都

有海洋生态的利益，包括沿海地区的情况，都需要设立生物多样

性的数据库。设计这样的数据库并不容易，有很多工具可以发挥

作用，但需要专长、技能和知识，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起多样性

的数据库，一定了解到多样性的情况，就可以更好地规划下一步

的工作以及是否需要进行补偿。一旦出现生态系统问题的话，需

要补偿，补偿的话如果没有基线是非常困难的。在香港，我们进

行任何的管道，比如说海底，渔民都知道如何提出补偿的价格，

我们就有一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我们要了解他们鱼苗死亡的情况

和密集的情况，当然了，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能否确

定生态比较明显的地区，来保护这些地区，从现在开始就要保护，

而不需要对所有措施非要找个充分的理由，因为这些都是不可逆

转的。比如说如果忽视工业污染的话，永远不可逆转变化的趋势。

还有一个，在上海的崇明岛，那里两年多的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能够保护，还能够进行主题教育、学生的教育等积极作用，

下一代可以了解到生态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下一代的教

育当中就应该融入这些想法，在香港也是这样，我们要教育下一

代、教育儿童，各个学校都要到实地进行参观，每两年参观一次，

学生就会了解到为什么进行鸟类的保护，为什么生态系统这么敏



感。 

    因此，我想我们可以确定出一些优先考虑的工作来开展措

施。因为海洋的环境，有的时候想起来特别遥远，而有些人不好

理解，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发展的项目没

有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