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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物种数量减少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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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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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电子电器产品到服
装、果蔬和食品，都有再回收利用
的可能和价值，既有效减少垃圾
废弃物的产生，也有利于资源节
约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力推电器“维修
代替购买”

在欧洲，电子电器设备维修
价格高于购买一台新设备的情况
并不鲜见。维修成本高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对于维修企业而言，电
器出现的问题各异，很难采取流
水线式劳动，一些大件家电还需
要上门服务，人力成本较高；对于
生产企业来说，电器设计时更倾
向于追求时尚紧凑而非维修便利
性。于是，直接购买新设备成了很
多消费者的无奈之选。一项针对
欧洲消费者的调查研究显示，如
果维修价格超过新设备价格的
30%，消费者很可能会放弃维修。

“购买代替维修”给环境资源
带来负面影响。瑞典废弃物管理
与回收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生
产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分
别会导致210千克和110千克的
碳排放。此外，电器内部含有不少
重金属，随意丢弃会造成严重的
环境污染。因此，尽管当前电子电
器产品迭代迅速，许多消费者愿
意为新功能掏钱，但仍有不少人
希望实现“维修代替购买”，以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最近的一项民
调显示，近八成欧洲消费者支持
制造商开发更易维修的产品。还
有专家表示，让消费者自己动手
就能修好是“非常理想的目标”。

为了推动“维修代替购买”，
2019年 10月，欧盟委员会通过
了关于10类电器设备的环保设
计实施条例。该条例对电冰箱、洗
衣机、洗碗机、显示器等电器的设
计、生产及维修做出了详细规定。
条例规定了这些电器的最低使用
时间，如冰箱7年，洗衣机、洗碗
机10年，要求生产厂家在产品设
计时，要充分考虑维修的便利性，

并在产品使用期限内确保及时提
供合适的配件。欧盟委员会估计，
到 2030 年，该措施每年将节省
167太瓦时的能源。

除了出台规定，欧盟将开展
大范围的环保宣传，告知民众不
同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鼓励“维
修代替购买”。与此同时，欧盟还
计划增加对维修企业的财政支
持，并给予一部分税收优惠。在比
利时，一些大型电器销售商在
2020年底推出了修理服务包，消
费者每月支付十几欧元，就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享受无限次免费维
修电器的服务。

日本年轻人爱淘旧
衣物

在日本，无论是在跳蚤市场，
还是二手物品店，总能发现年轻
人在旧衣物区“淘宝”的身影。

随着人们的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意识的明显提高，如何回收
再利用旧衣物成为一个热门话
题。日本各地的垃圾分类体系中
都设置了衣物类别，居民既可以
在每周规定时间将旧衣服投入自
家所属的回收箱，也可以在任意
时间把旧衣物带到固定回收点。
很多地方政府明确规定，长霉、虫
蛀、脏污、潮湿、有异味的衣物不
可以回收，必须作为可燃垃圾进
行焚烧处理。

被回收的衣物由专业公司进
行分拣，经过清洗、消毒等处理后，
可重新流入日本国内或其他国家
的市场。严格的处理程序让人们无
需担心健康和卫生问题，这使得淘
旧衣物受到不少日本人的欢迎。近
年来，日本一些大型服装企业也日
趋重视旧衣物的循环再利用。良品
计划公司几年前开始回收日本品
牌无印良品的旧衣物，把其中还能
穿的衣物进行处理后二次销售，其
余衣物则利用酵素和微生物进行
分解，将衣物中的棉纤维变为乙
醇，将涤纶纤维融化成可做原料的
涤纶树脂。日本服饰品牌优衣库的

母公司迅销集团自2006年起开始
回收二手闲置衣物，将其分发给世
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或者进行原料
再提取。

尽管日本已形成较好的旧衣
物回收再利用的氛围和机制，但
相关统计显示，被再次利用的旧
衣物也只占30%，其余都被当做
垃圾焚烧处理了。一些稍有破损
或难以清洁的衣物很难被回收，
而对各类纤维衣物进行原材料再
提取的技术难度也很大。

有分析认为，“大量生产、大
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消费模
式是旧衣物数量不断增多的原因
之一，若要彻底改善这一情况，减
少资源浪费，商家必须改变经营
模式，消费者也应减少购买不必
要的衣物。

“衣物循环再利用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昭和大学医学部客座
教授郭试瑜说，“只要衣物还可以
穿，就不应该随意丢弃。这并不是
寒酸，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以色列流行“食物
回收”

尤西·奥海恩是以色列一名
卡车司机，也是“食物回收”运动
的一员。每天，他满载着从农民手
中收来的蔬果，到城市各处进行
分发。在以色列许多城市，有许多
和奥海恩一样身着统一服装的志
愿者。他们有人负责到农场、市
场、超市、餐厅把未能及时出售但
尚可食用的蔬果、粮食打包带走，
有人负责把食物送到有需求的民
众手中。

粮食浪费是许多国家面临的
共同问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
国平均每年约有250万吨的食物
被浪费，价值约55亿美元，约占
食物产量的35%。报道还指出：

“一些可以食用的蔬果，可能仅仅
是外观上达不到销售商的要求，
便在采摘、包装的过程中被销毁。
这不仅浪费了种植资源，也变相
地推高了成本和农产品的最终价

格。”与此同时，政府每年不得不
花费 9.57 亿美元来解决粮食短
缺和营养不良问题。

参与“食物回收”运动的一家
非营利组织“拉泰特”总裁兼创始
人吉勒斯·达尔蒙表示，许多商家
或单位其实都有捐赠剩余食物的
意愿，但缺少人力物力去执行。此
外，由于担心捐赠过程中处理不
当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进而引
发法律纠纷，他们只能把食物扔
进垃圾桶。

为鼓励食物回收行动，以色
列议会于2018年10月出台相关
法律，为捐赠者、非营利机构等处
理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实体提供
法律保障。环保部、劳工部等相继
制定政策，为食物捐赠的相关活
动提供支持。随后，“食物回收”
倡议迅速获得广泛响应，影响力
逐步扩大。大量非营利机构通过
网络、电话、线下等渠道将过剩食
物的供应方和需求方有效对接起
来，并与提供后勤、运输等服务的
机构合作，组织食物回收与分发。

另一家非营利组织发布的报
告显示，该组织在2019年回收了
220 万份熟食及 1.57 万吨农产
品，通过与约200家机构合作，将
食物分发到了17.5万人手中。达
尔蒙指出，除了节约粮食、减少饥
饿，这样的做法还有多重益处，例
如生产销售主体不再需要考虑过
剩食物的后续销毁问题，厨余垃
圾处理压力减小，因填埋废弃食
物引发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能得到
缓解。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疫情期
间，一方面许多人的生计受到影
响，另一方面封锁政策让许多新
鲜蔬果滞销，在此情形下，“食物
回收”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日报》牛瑞飞 刘军
国周輖）

位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
岛和东帝汶之间的“珊瑚金三
角”，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一度面临珊
瑚礁、红树林等逐渐消失的威
胁。2009年，六国同国际合作伙
伴达成“珊瑚金三角保护计划”，
通过扩大保护区面积、共同打击
非法捕鱼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投
入更多资金支持海洋可持续发
展等措施，对其进行拯救和维
护，凸显国际合作对于海洋治理
和保护的重要意义。

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启动“海洋十年”倡议，呼吁全球
各界为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创

新性解决方案。古特雷斯指出，
人们需要开展合作来确保海洋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存续。他认为，2021年对海洋保
护而言是关键的一年，必须停止
过度捕捞，增加保护区，确保大
幅减少化学和塑料污染，实现

“与自然和解”。
在非营利组织Oceana高级

政策顾问达娜·米勒看来，跨部
门、跨国家的对话和合作意义重
大：“一些国家积累的经验，将真
正改变现在和未来我们考虑、评
估和利用海洋的方式。在海洋治
理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很重要，这
将确保所有国家和地区同样享
有海洋带来的发展机会。”

不过，在推进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有
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海洋保护专家丹·拉
弗雷指出，从法律层面讲，目前
全球海洋治理呈现“碎片化”状
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
套国际通用的治理方案和应对
机制。在进行渔业管理时如何实
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良好
平衡也考验着各国决策者。法国
有文章称，保护海洋生态需要

“走得更快、更远”，降低海上活
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逐
步建立起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
费模式。

（《人民日报》刘玲玲）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28 日电（记者 李
奥）俄罗斯国家航天
公司2月28日成功发
射该国“北极”水文气
象和气候监测系统的
首颗气象卫星“北极-
M”，其使命是监测北
极地区气候和环境。

据俄罗斯国家航
天公司网站消息，莫
斯科时间 28 日 9 时
55 分（北京时间 14
时 55 分），载有这颗
卫 星 的 俄“ 联 盟 -
2.1b”运载火箭从哈
萨克斯坦境内的拜
科努尔发射场升空。
在飞行约 2 小时 19
分后，该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

据悉，俄罗斯正
部署“北极”水文气象
和气候监测系统，以
监测北极地区气候和
环境。该系统至少由
两颗气象卫星组成，

可对北极地区陆地表面和北冰
洋进行全天候监测。

日本
1月失业率环比微降

新华社东京3月2日电（记
者 刘春燕）日本总务省3月2日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月日本
经季节调整后的完全失业率为
2.9%，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今年1月，日本完
全失业人数同比增加38万，至
197万，连续12个月同比增加；
就业者人数同比减少50万，至
6637万，连续10个月同比减少。

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
的数据显示，1月日本劳动力市
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的
有效求人倍率环比上升0.05点，
至 1.10 倍。厚生劳动省官员表
示，紧急状态对就业的影响有可
能滞后，目前还很难说就业形势
出现改善，对未来几个月的就业
形势保持谨慎态度。

德国卫生部门
推进安装疫情监测系统

德国联邦政府近日宣布，联邦
各级卫生部门将全部安装名为
SORMAS的疫情监测系统，以便
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更全面追踪。

SORMAS系统由德国亥姆霍
兹传染病研究中心研发，可监测
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 37 种传染
病，此前曾被用于监测非洲埃博
拉疫情，在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
国家使用多年，在当地防疫工作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报道，目前，德国很多卫生
部门仍通过传真纸质表格的方式
上报疫情情况，汇总后再手动输
入电脑。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相关
信息报送还会延迟，以至于联邦
政府年初商讨管控政策时，缺乏
及时可靠的感染率数据。为减轻
卫生部门的工作压力，德国政府
今年1月推出数字化入境登记系
统。凡是入境前10天内在境外疫
情风险地区停留且不属于特定例
外情况的人员，必须提前在系统
中登记，并在入境时随身携带登
记证明。德国政府还颁布了新法
规，对入境人员登记、检测、证明
义务及客运企业和移动网络运营
商的义务作了统一规定。

（《人民日报》李强）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日电《参考消息》2
月 28 日刊登英国《每
日邮报》网站报道《研
究发现：海豚拥有类似
人类的性格特征》。摘
要如下：

英国赫尔大学的
心理学家及其同事对
多个国家的 134 只宽
吻海豚进行了总共近
10 年的研究。他们发
现，这种海洋哺乳动物
展现出与灵长动物相
似的开放性、社交性等
性格特征和好奇心。

众所周知，猴子和
类人猿的性格特征与
人相似。这项研究从
2012 年起，着重考察
宽吻海豚是否具有与
灵长动物相似的性格
特征。该研究的论文日
前发表在英国《比较心
理学杂志》上。

从事这项研究的
科研人员介绍说，尽管
宽吻海豚早已适应水
中生活，它们与灵长动
物拥有共同祖先的最
晚时间是在9500万年
前，但宽吻海豚的“若
干行为和认知特征”类
似于人类以外的灵长
动物。比如黑猩猩和宽
吻海豚都生活在所谓
的“裂变-融合”社会
中。这意味着个体在群
体中有着动态的关系，
它们的个体每天在群
体活动中多次“合并”
或“分裂”。

参加这项研究的英国赫尔大
学心理学家布莱克·莫顿说，他和
同事在墨西哥、法国、美国、荷兰、
瑞典、巴哈马等国研究了134只宽
吻海豚，其中有56只雄性、78只雌
性。结果发现这些海豚在性格特征
的开放性、社交性等方面与非人类
的灵长动物相似。

莫顿还表示，与许多灵长动物
一样，宽吻海豚的脑容量比维持其
身体基本功能所需的脑容量大得
多，“这种大脑物质的过剩成为其
智力的来源，而智能物种往往充满
好奇心”。

科研人员总结说，无论生活在
哪个生态系统中，聪明和具备社交
能力都可能对某些性格特征的进
化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在性格特
征方面研究海豚，不仅有助于更好
地了解这一物种，还有助于了解灵
长动物甚至人类自身。

绿色回收善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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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渔业过度捕捞、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日益严

重等问题，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

坏。环保专家建议，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强化海洋综合治理，

降低人类海上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逐步建立起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英国一家网站近日刊文称，在1970年至2018年间，过

度捕捞活动已导致海洋鲨鱼和鳐鱼等鱼类数量减少了至

少 71%，部分海洋物种面临“种族崩溃”的危机。研究人员

指出，鲨鱼等捕食动物若在一个地区消失，很容易导致整

个海洋生态系统产生连锁反应。

多家环保机构纷纷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努力解决过

度捕捞、海洋垃圾污染等问题，共同守护丰富多彩的星球。

“今年 1 月，我们发现的海
豚搁浅死亡数量是去年同期的
两 倍 ，截 至 目 前 已 超 过 400
头。”长期在法国海滨城市拉罗
谢尔追踪海豚、鲸类动物搁浅
情况的法国生物学家伊莲娜·
佩尔捷说。她表示，近年来，绝
大部分搁浅海豚身上都会留下
深海拖网渔船、大型围网造成
的伤痕，“不加筛选”的捕捞方
式被认为是导致海豚搁浅死亡
的主要原因。

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此前发布的《地
球生命力报告2020》显示，1970
年至2016年间，全球哺乳动物、
鸟类、鱼类、两栖动物的数量平
均下降了68%，过去40多年全球
海洋物种的数量平均减少过半。

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旧港鱼
市的清晨，深夜打鱼、满载渔获

归来的船只纷纷靠岸，这是一
天中最繁忙的时刻。多年来，马
赛旧港鱼市维持着相对稳定的
买卖规模，不过捕鱼者们日益
担心，鱼的数量尤其是鳕鱼的
数量正越来越少，鱼的价格也
因此上涨。

气候变化和海洋污染也加剧
了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恶化。英
国《自然》杂志今年1月27日发
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受冰盖
后退、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影
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在过去1.2
万年里一直在上升。研究人员指
出，海洋温度升高会使海洋物种
向深海和两极大规模迁移，温暖
水域中的物种数量将会减少，间
接影响到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
垃圾尤其是微塑料垃圾污染严
重，使得海洋生态系统和物种栖
息地不断丧失，引起海洋生物群
落结构的失衡。

当前，全球许多国家都积极
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海洋治
理与保护，通过立法、设立海洋
保护区等多种方式努力为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屏障。

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社
会已初步建立起以海洋环境污
染控制、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两
大类条约为架构的海洋环境治
理体系。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为更好地管理海
洋资源提供了一个国际性框
架。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
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并
就捕捞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指导
方针，为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保驾护航。

为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应运
而生。目前，“2020年后生物多样
性框架”谈判已进入紧要关头，
并将在2021年 5月昆明举行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上进行审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
COP15将在建立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遏制物种灭绝危机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各国日益重视海洋保护区
的建设，通过在保护区内采取禁
止捕捞、开采或限制商业船只航
行等措施，以防止海洋资源过度
开发、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数
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
划定或建立各类海洋保护区约
1.6 万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

7.9%。其中美国、英国、法国、新
西兰以及帕劳、基里巴斯等国建
立了一系列面积超过10万平方
公里的超大型海洋保护区，保护
区内完全或部分禁捕。

一些地区还制定了详细的
规则来应对过度捕捞问题。例
如，欧盟自 2011 年起对共同渔
业政策进行多次改革，对渔民捕
鱼作出了严格的要求：一方面对
渔民设定了捕捞的配额，另一方
面还要求渔民在捕捞过程中进
行人工筛选，防止一些稀有海洋
物种被捕捞。欧盟还大力支持水
产养殖业的发展，同时出台了配
套渔业法规，对非法捕捞的渔船
实施“黑名单”制度，以打击非法
捕捞。

海洋治理保护成为共识

强化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