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色市民倡议 

海洋是生命之源,人类社会与福祉高度依赖海洋，然而，

全球 40%的海洋受到了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包括生物多样性

丧失、环境污染特别是跨境污染、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海

洋灾害频发等。为应对全球海洋面临的多重挑战，联合国提出

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

发展十年（2021-2030）”及其海洋素养战略等全球性计划。我

们认识到实现这些全球性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我们深信提升全社会的海洋素养，培育和壮大关心海洋、

认识海洋、为美丽海洋付出行动，对促进人海关系和谐共生做

出贡献的市民，是切实履行全球承诺、共谋海洋可持续发展、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鉴此，我们提出“蓝色市民”倡议。 

1.加强政策引导和协调。支持将提升公众海洋素养、发展

蓝色市民纳入政策制定的主流，坚持共商共建原则，制定蓝色

市民发展计划，营造全社会争做蓝色市民的良好氛围。 

2.加强开展多元化的蓝色市民教育。支持将海洋素养纳入

学校教育培养计划；鼓励继续教育和在职教育注重对海洋素养

的培养；鼓励课外教育机构、场馆和研学基地通过游学、线上

和实地体验等形式，积极促进蓝色市民发展。 

3.加强企业部门参与。支持企业从产品全价值链和社会责

任层面参与到蓝色市民社会活动中；鼓励和支持对高质量蓝色

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进行投资，提供更多服务蓝色市民的公共



产品和就业机会。 

4.鼓励社会公众积极提升海洋素养、成为蓝色市民。强化

社区海洋素养能力建设，打造蓝色市民成长载体。鼓励社会公

众积极学习海洋科学知识，主动采取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绿

色低碳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深入参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社会

行动，努力成为美丽清洁海洋的传播者、践行者、贡献者和受

益者。 

5.加强与社会更广泛的部门尤其是公益组织的联系。鼓励

公益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基于自愿原则贡献资源，助

力蓝色市民成长。 

6.加强蓝色市民理念和行动的宣传。鼓励采用多媒体形式

宣传海洋素养和蓝色市民的准则和原则，弘扬和传承海洋文化

与传统知识，生动讲好海洋故事，提升全社会对海洋生态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认知，让“知海爱海护海”成为社会各界广泛

共识和自愿行动。 

7.加强与全球和区域机制的合作与协同。支持蓝色市民倡

议纳入其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分享经验和实践，促进蓝色市

民合作网络建设。 

蓝色市民倡议由中国自然资源部、柬埔寨环境部、印度尼

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所罗门群岛环

境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分委会共

同提出，欢迎各方基于自愿性原则加入蓝色市民倡议，全方位

促进蓝色市民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