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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海南

拥有专业的海洋研究所和实验室，

为珊瑚礁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

的实验条件和技术支持；现代化的

港口和便捷的交通网络，进一步便

利了人员的往来和物资的运输；多

样化的海洋科普场馆，有助于珊瑚

礁合作保护知识、意识的拓展与提

高，培养更多的海洋科研和保护人

才。

成熟的国际合作经验。海南

有国际合作方面的成熟经验，包括

项目管理、团队协作和跨文化交

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珊瑚礁保护

各方关系，确保合作平台的顺畅运

作，打造一个高效、务实、具有影响

力的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南海珊瑚

礁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建立合作机制。海南可在适

当时机发出倡议，联合东南亚国家

政府部门，成立高层级的合作指导

委员会，负责制定合作平台的总体

战略和方向，确保合作的长远发展

和目标一致性。可在海南设立秘

书处，负责处理合作平台的具体事

务，包括项目实施、信息交流和问

题解决等。

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加强

科研合作与交流是提升珊瑚礁保

护工作的关键。海南可推动东南

亚国家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建立

珊瑚礁科研联合中心，制订珊瑚礁

保护的目标、任务和行动计划；建

立科研人员互派机制，促进人才交

流和知识共享；定期举办技术培训

会、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建立珊

瑚礁生态系统的监测网络，为科学

决策提供依据；设立科研合作项目

基金，鼓励科研团队联合申报项

目，推动珊瑚礁保护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

积极开展保护行动。具体包

括：联合实施珊瑚礁修复项目；严

格划分保护区域，设立禁渔区、禁

采区等，确保珊瑚礁核心区域得到

最大程度的保护；联合开展海洋垃

圾清理活动；推动可持续渔业管理

合作；开展广泛的科普宣传和教育

活动，提高公众对珊瑚礁保护的认

知和责任感。

大力推动产业合作。利用各

国在珊瑚礁相关产业方面的优势

资源，建立产业合作联盟，促进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在海洋旅游

产业方面打造珊瑚礁生态旅游合

作联盟，共同开发具有特色的生态

旅游产品和路线；在海洋生物技术

领域，联合开展珊瑚礁生物活性物

质研究与开发，推动相关药物、保

健品等产业的发展，促进科研创

新；在海洋渔业领域，合作探索可

持续的养殖模式和捕捞技术，提高

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定产业合

作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参与

合作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加强信息共享与交流。建立

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和

信息即时发布与获取，集中展示珊

瑚礁监测数据、保护政策、科研成

果、政策法规等信息；加强与国际

相关组织和机构的联系，拓宽珊瑚

礁保护信息来源渠道；开展区域跨

国合作研究，促进知识的融合与创

新；定期举办信息交流会议和研讨

会，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共同探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广泛利用社交媒体和专业期刊等

渠道，宣传合作平台的成果和经

验，提高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

争取国际机构支持和加强人

才培养。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

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展示

平台的规划和目标，寻求技术指

导、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邀请国

际专家参与合作平台的建设和指

导，借助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推动

平台的发展；建立与国内外知名高

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的培养机制，举

办技能竞赛和实践活动，提高人才

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

优秀人才投身珊瑚礁保护事业；建

立人才实践基地，为合作平台的长

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综上，在海南建立东南亚珊瑚

礁生物资源保护合作平台，有利于

科研单位、地方政府和非政府合作

伙伴之间在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的协调，有利于共同构建高

效、全面的海洋珊瑚礁生物多样性

保护体系，并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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