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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對於地球生態永續的重要性，除了被

我們過度低估之外，當今全球海洋正面臨

四大主要危機議題：海洋酸化、海洋垃圾

( 廢棄魚網造成幽靈漁撈 )、非永續漁業 ( 過

度漁撈 )、優養化的海洋死亡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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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共同利益

1

文 / 創辦人 心道法師

全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是多元共生、相依共存的，

我們必須領悟這樣的觀念。

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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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發達的全球時代中，全

世界是一個大連結，就像我們身體

的細胞一樣，看起來像是各在各的

位置，可其實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共同為了這個身體而活下去。它們

互相之間都有連結，每一個細胞都

有許許多多的資訊，彼此串連起來

就成了共生。地球跟身體一樣，也

是串連在一起的一個共生體。

現在這個世界叫做「蝴蝶效

應」，哪個地方只要出了問題，其

他地方也會出問題。我們不是單獨

存在的，都是多元共生、相依共存

的。所以我們彼此要知道怎麼去感

恩彼此，為彼此創造更大的利益，

當人們看到了共同的利益在哪裡，

那麼這份生命的共同利益就會讓我

們趨向和諧。

 



3

生命的共同利益就是多元的共

生，每一個發生我們都以「互相依

存」的性質去看，不要彼此破壞跟

彼此打擊。即使有競爭，但我們還

是要相依共存，因為這個社會就是

一種共生的努力。我們推動了多元

共生、相依共存的共識，有了這樣

的共識後，才會產生共鳴與共振，

以共識來進行溝通與協調，再用謙

卑跟包容，來得到彼此共生的最大

共同利益與價值。

我們是彼此共生相依的生命系

統，應當彼此做彼此的福田，彼此

做彼此的依靠、彼此做彼此的福

祉，讓彼此生命的連接點更圓滿，

並有更好的豐收、更善的迴圈，以

及更有智慧的互動。(201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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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追求健康吃魚油，現在更

進一步發展到了要吃深海魚油，才

更健康。這是否反映海洋資源已經

過度捕撈，只好往深海區域才找得

到魚？最近很夯的健康食品磷蝦油

（krill oil），是一種南極海域的小

型紅色磷蝦，位於食物鏈底層。然

而人類大量捕捉，搶走其他生物的

食物之後，是否會造成南極生態食

物鏈，甚至是海洋整體的生態失衡

呢？

一直以來關於海洋的潛規則就

是海洋是「永續」的，會自身不斷

的繁衍，而繁殖力強的魚種不可能

絕種。這個觀點認為海洋生態系最

穩定，只要有日照，產生藻類、浮

寂靜海洋  生態末日寂靜海洋  生態末日

本期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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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物，小蝦米靠微生物維生，然

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米，海

洋資源就會源源不絕。

飲食需求 導致滅絕危機

不過人類飲食習慣改變，也就

造成海洋生態的威脅。像是歐、美

各國學習日本追求健康、長壽的飲

食習慣，提高壽司消費需求，漁業

於是大量捕撈黑鮪魚供應市場，除

了造成該魚種的滅絕危機之外，也

導致水母異常大量增加。其實全球

漁獲量自 1996 年起逐年如雪崩式

減少，另外根據漁業署統計台灣漁

獲量從 1994 年的 1 萬 9 多公噸，

到 2015 年只剩 4 千多公噸，驚人

地減少了 80% ！而海洋生物科學

家研究推估，人類將於 2050 年無

魚可吃，大海將一片荒蕪。

海洋永續受到的威脅，以『過

度捕撈』最為嚴重，其所引發的連

鎖反應也將使海洋生物多樣性大量

減少，減損速率遠比陸地生物更為

嚴重。此外，海洋受到農、工業發

展的排放水汙染，自 1990 年起造

成死亡海域區域倍增。加上人類生

活的廢棄物，特別是塑膠類流入海

洋，並在全球三大洋的五個海域形

成「漂浮垃圾帶」，根據估計其面

積以每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增加，

其中順著太平洋北方洋流形成的垃

圾帶更相當於 38 個台灣的面積。

減少碳排放 保護生態穩定

氣候變遷也正在影響海洋生

態，二氧化碳 (CO2) 濃度增高使海

水變酸，導致食物鏈的底層生物，

因為缺少身體重要構成材料的碳酸

鹽，而無法形成外殼層而早夭，將

會引發生物滅絕連鎖反應。

所謂的永續發展，不只是能夠

滿足我們這代的需求，更同時要能

維護後代未來需求的持續發展。海

洋對於永續的重要性明顯受到低

估，我們必須透過研究海洋，長期

追蹤海洋變化，不論是溫度、酸度

或生物多樣性指標，藉此採取預防

措施與行動，以因應未來這關鍵十

年海洋生態惡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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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數據 

「讓海洋恢復生機」
海洋提供我們生存與發展的

必要條件，菲利浦居里（Philippe 

Cury）法國重要的海洋生物學家在

《沒有魚的海洋》一書中提到，

加拿大紐芬蘭一度是全球最豐沛的

鱈魚漁場，但如今卻無鱈魚可捕，

就是因為人類過度捕撈與濫捕。另

外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報告，過

去五十年全球具經濟價值的魚種

80％過度開發，以鮪魚來說，每

年全球消費量 240 萬公噸，遠遠

超出可讓生態系統永續的漁獲量的

8.7 倍。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維生系統，

與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更是密不可

分，若要地球永續不可或缺的就是

要讓海洋永續。今年 2022 年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 (WORLD OCEANS 

DAY) 以「 集 體 行 動 讓 海 洋 恢 復

生 機 (Revitalization ─ Collective 

Action for the Ocean)」為主題，邀

請大家重視海洋困境，一起施力讓

海洋恢復元氣。

6

食物
超過 30% 生命所需的蛋白質都是取

自於海洋。海洋不只供應海鮮，連花

生醬以及豆奶的某些成份都取自於海

洋，更不用說維生重要的海鹽。

請還我

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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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資源
淡水資源來自於海面

海水的蒸發飄至陸地

冷卻降雨而來。

休閒娛樂的好夥伴
從 釣 魚 到 賞 鯨， 再 到 最

近 很 夯 的 SUP(Stand Up 

Paddle)「立槳衝浪」，都

是很受歡迎的休閒活動。

重要的交通

運輸角色
超過 80% 以上的

貿易貨物運輸都

是透過海洋。

穩定氣候
佔了地球 70% 表面

積，透過冷熱洋流

交換，穩定四季的

天候變化。

我們呼吸的氧氣
海洋的光合作用生物製

造 了 超 過 全 球 總 量 的

50% 氧氣。

廣袤海洋供應珍貴資源廣袤海洋供應珍貴資源

藥物
有很多藥品成份取自於

大海，包含某些治療癌症

的藥品、關節炎、阿茲海

默症、心臟病等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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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關鍵 

隨用即拋─

塑膠又回到

我們體內

在 1997 年 海 洋 學 家 Charles 

Moore 在一次海上航行返程時發現

了塑膠新大陸，他說：「在我目光

所及之處，都是塑膠垃圾。在穿越

亞熱帶海域大約一周，海上到處都

是塑膠瓶、瓶蓋、塑膠包裝、塑膠

碎片等。」北太平洋流的漂浮垃圾

帶，根據最新的研究調查量測推

估，堆疊的塑膠垃圾已經超過 40

個台灣大小。

在大自然力量作用下而降解的

塑膠碎片，直徑小於 5 毫米比頭髮

直徑還小。科學家發現，不論在加

州或印尼，在魚的胃部都有發現，

甚至在淡菜中也有塑膠粒！這已是

全球現象，從北極到南極，超過

200 種不同海洋生物的胃裡都發現

了。當我們吃了海鮮，就等於把丟

棄的塑膠，再次吃回肚子，垃圾繞

了一大圈又回到我們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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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分鐘，流入海洋 18 公噸塑膠垃圾，等於每一分鐘一台環保清潔車傾

倒垃圾至大海。

●  從 1980 年到目前為止，大海已經增加了 10 倍的塑膠垃圾。根據研究估計，

從現在到 2030 年，海中塑膠垃圾總量將從目前的 5 兆噸再增加一倍。

全球五大洋都有漂浮垃圾帶

參考資料：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流入海洋垃圾量，

等於一分鐘一台

環保清潔車把垃

圾倒至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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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視角

放射性垃圾 石沉大海

持續長達 47 年，歐美主要國

家把放射性垃圾，包含核廢料丟

拋至全球各大洋！從 1946 年至

1993 年，才在國際禁止海拋條約

簽訂後停止。這些沉入海中的放射

性廢料桶，不論是濕式或乾式的

輻射垃圾，都含易燃物質，根據法

國國家核廢物管理單位 (Andrea) 估

計，這些輻射垃圾至今已外洩約

8.5 萬 太 貝 克（Terabecquerel），

並且於海底中持續被侵蝕而外洩。

根據路透社報導，有許多在地

參考資料：Agence Nationale pour la gestion des dechets radioact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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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貝可（Becquerel）是以發現放射性活度的法國物理學家貝可勒爾（1852-

1908）命名的放射性活度國際單位，放射性核素在 1 秒內衰變一次時的

放射性活度規定單位為 1 貝可。一般人體則自然發散 8000 貝克輻射量。

中海沈船或失蹤的船隻，可能透過

蓄意且非法的手段，將載有核廢料

的貨船在海中技術性沈船，把大海

當作垃圾場。當然，也有因意外而

沉沒海底的輻射垃圾，如 2000 年

俄羅斯的Koursk核潛艇因故沉沒，

並且被打撈回收輻射物質。然而當

今海床上的輻射垃圾，除了沒有持

續追蹤外洩量是否達到危險等級的

相關單位，更沒有啟動任何清理與

預防性計畫。

流入大海後，需時多久能降解 ?

● 塑膠袋：10-20 年

● 香煙：10 年

● 瓦楞紙：2 個月

● 飲料鋁罐：200 年

● 魚鉤：600 年

● 塑膠刀叉：100-1000 年

● 玻璃瓶：4000 年

● 紙尿布：450 年

● 寶特瓶：

降解困難，有些種類甚

至無法降解，年限無法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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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洋 永續水中生態保護海洋 永續水中生態

1. 關注：

認識海洋生態，關注全

球環境動態與新知，點

讚、 訂 閱、 追 蹤 或 分

享。

3. 三思：

消費購物結帳前，提醒

自己一部分的廢棄物依

然會進入海洋；想一想

購物是需要還是想要？

2. 減塑：

綠色消費，支持購買減

塑製品。

守護海洋宅行動─ 宅在家，滑滑手機永續海洋

靈鷲山愛地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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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SDGs

SDGs 目標 14

永續發展海洋資源

(Life Below Water)：

保育及永續海洋生態系，

以保持維護生物多樣性

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靈鷲山愛地球九大生活主張

減碳 (carbon reduction)：

減少生活中的碳排放，

降低氣候變遷對

環境的衝擊。

永續發展海洋

資源

5. 支持：

協助傳播或參與降低海

洋污染的倡議與行動。

6. 降低個人碳排量：

電器不用時，將插頭完

全斷電。停用紙本對帳

單，並採用數位支付。

4. 選擇：

選擇永續漁法、符合永

續原則的海鮮，或選擇

數量多、常見的魚類，

如沙丁魚、秋刀魚等。

守護海洋宅行動─ 宅在家，滑滑手機永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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