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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海洋科技变革机遇 提升全球海洋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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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
目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深刻变革,治理规

则和秩序面临深度调整。深海和极地“新疆域”,由
于开发与治理尚处于“规则未定”的阶段,将给我们

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在于

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确保海洋的可持续利用。
治理决策因此依赖科学认知,凸显了科学的支撑地

位和引领作用。
历史上,海洋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突破都与海洋观

测与探测技术的革新相关。现代海洋地球物理和深

海钻探,促成了海底扩张与板块构造学说,引领了地

球科学的变革;载人深潜器的发明,帮助人类发现极

端环境下的“生命原点”,开启了探索生命起源与演化

的新纪元;Argo计划的全面实施,有效验证和促进了

海洋径向翻转流理论和精细化数值预报技术的发展。
随着科研“向极端条件迈进”,深海和极地等极端环境

的科学认知与技术迭代更加紧密关联。卫星观测与

探测、水下自主无人系统、中微子和人工智能将引发

技术的链式变革,并进而促进全球气候变化、深海深

渊系统、极地环境演变、海岸带复杂人—地耦合等前

沿领域的突破,引发地球系统科学的范式革命。
  

当前全球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成为全球海洋

治理的新趋势,议题涵盖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海洋

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海环境评估和渔业谈判等。
联合国“海洋十年”把全球海洋治理相关进程与海洋

科学紧密联结,开启了海洋科学变革的大科学时代:
在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主题下,不断跨学科交叉,

李家彪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际标准

化组织海洋技术专业委员会创始主席、自

然资源部第 二 海 洋 研 究 所 所 长 等。长 期

从事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研究,在北极海

底深部探测、大陆架划界和大洋矿产勘查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发 起 联 合 国“海 洋 十

年”国 际 大 科 学 计 划。在 Nature 等 期 刊

发表SCI论文135篇,出版专著7部,授权国际、国内发明专

利18项,主持国家标准13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ISO卓越贡献奖等奖项。

不断新问题重塑,催生新的知识架构。“海洋十年”
因此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领导全球合作科技

力量、构建新的海洋学科/学派的重要机遇。
  

我们应深度融入“海洋十年”科学变革大潮,抓
住技术革命的契机,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应用于

海洋观测和探测技术革新,实现我国海洋观测和探

测能力跨越式发展,取得颠覆性创新。同时提高海

洋科学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引导力和支撑能力,为应

对全球性海洋问题的管理体制、规则、方法和行动,
提出基于科学变革的解决方案,在若干优势领域取

得里程碑性的重大突破,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

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服务于海洋强国建设。
  

勇立潮头扬风帆,再踏层峰辟新天。在大国博

弈的关键期和技术创新的活跃期,我国应抓住全球

秩序重塑的治理机遇,积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持
续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为建成海洋强国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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