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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与生物多样性 
系列报告

《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倡导银行和金融机构加
强其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实践。为了停止并逆转生物
多样性损失，《计划》呼吁银行和金融机构采纳 8 
个禁入区域，作为走向改善其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实
践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系列报告的目的，旨在解
释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排除向可能对这些关
键区域产生负面影响的工业性、不可持续的、和采
掘活动提供有害的直接或间接资助。本报告是该系
列中的第 6 篇，讨论受保护和濒危的海洋与沿海生
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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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
划》提出的禁入区域I:

为了保障原住民和传统社区在正式、非正式、

或传统社区保护区（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 

(ICCA)、原住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

土地） 的权力，也为了更好地反映和应对当前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人畜共通疾病

出现的三重危机，《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运动呼

吁，银行和金融机构采用 “禁入”政策，即禁止

做出任何与在以下区域、或有可能影响到以下区

域的不可持续的、开采性、工业性、对环境和／

或社会有害活动相关的直接或间接金融活动：

区域 1 ：国际公约和协议承认的区域，包

括但不限于《波恩公约》、《湿地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或

其它国际组织指定保护区，比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等，粮

食及农业组织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国际海事

组织特别敏感海域，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指定保护区 (IA – VI 类)。

区域 2 : 国家或次国家机构承认、受到法律或

法规／政策保护的自然、荒野、考古学、古

生物学和其它保护区域，包括可能坐落在或

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

保护区（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 (ICCA)、 

原住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

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 3 : 特有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包括重大

生物多样性区域。

区域 4 : 完整的原始森林和脆弱的次生林生

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北方针叶林、温带和

热带森林系统。

I 在 https://banksandbiodiversity.org/ 了解更多信息。

区域 5 : 自由流动的河流，即流动性和连接

性基本上依然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水体。

区域 6 : 受保护的或濒危的海洋或沿海生态

系统，包括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系统、以

及可能坐落在或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

护区、或传统社区保护区（如原住民领地 

(ITS)、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或原住民和

社区保护区域（ICCA））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 7 : 任何开发尚未获得原住民和传统社

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地区，包括原住

民人民和社区保护领地和地区 (ICCAs)、基

于社区的保护区、正式、非正式或依据传统

或习惯持有的资源或区域、原住民领土、圣

地和／或对传统和原住民社区具有祭祖意义

的土地。

区域 8 : 标志性生态系统，即具有独特、超

凡的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或文化价值的生

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有可能跨越国界，因

而也许未被东道国或国际机构全部或正式承

认或保护。比如亚马逊热带雨林、北极等跨

国界的、濒临危险的生态系统。

其他国际机构已经认识到开发禁入区的价值，

比如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

续保险倡议原则 (PSI)。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

政策，也符合银行和金融机构目前就敏感行业或

地区遵循机构出资排除清单的做法和防止生物多

样性进一步丧失的全球目标。不属于排除清单的

项目仍应遵守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评

估、筛查、规划及缓解政策和程序。

https://banksandbiodivers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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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

气候和维护社区生计至关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包

括公海、深海以及近岸海洋生态系统。沿海生

态系统通常是指陆地与海洋交汇区域。两者对

于支持全球和当地生态系统功能都至关重要。

例如，海洋通过洋流和环流，把热量在地区之

间转移，帮助控制天气和我们的生计。由于极

地海冰反射太阳能量并防止气候进一步变暖，

北冰洋和南大洋提供了必要的降温效应。海洋

充当温室气体碳汇，吸收否则会留在大气中进

一步使地球变暖的的温室气体。

此外，在诸如北极，包括阿拉斯加、加拿大和俄

国等地，沿海地区对于当地生计至关重要。沿海

生态系统是受到威胁并且对原住民社区很重要

的野生动物的家园。例如，像阿拉斯加 Bristol 

湾这样的地方，对于历史上一直作为当地社区

食物的野生鲑鱼种群至关重要，并且今天仍然

如此。阿拉斯加的北极坡等地对在历史上维持

原住民生计、文化和粮食安全的驯鹿迁徙种群

则非常重要。

然而，就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所报告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正在经历“史上从范围和状况两方面都很大的损

失以及持续不断的快速衰落”1 。这些生态系统

继续面临海上钻探、化石燃料勘探和生产以及

其他工业活动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或直接

或间接地由不可持续的银行资助的活动所引起。

海底的生物多样性现在则面临深海采矿的威胁。

尽管深海是地球上最广泛的栖息地，却是最少

得到研究的栖息地之一。虽然以前深海被认为

对生命不友好且总体上不适合生命存活，但现

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深海具有高度的生物多样

性。事实上，与其他生态系统比如陆地森林相

比，深海以及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通常都被忽

视而且受保护程度低下2 。

不幸的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尚未制定和建立保

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具体政策。由于生物

多样性和气候危机，也由于围绕影响海洋和沿

海的银行资助活动的争议日益增加，一些银行

和金融机构已经排除资助在敏感海洋和沿海生

态系统中的钻探活动。

比如，虽然美国国会通过 2017 年《减税和就业

法》批准了在敏感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沿

海地带进行陆上油气钻探，多家银行和石油企业

已承诺不资助或竞标在庇护区的油气租赁。这些

银行和企业包括雪佛龙和希尔科普（Hilcorp）

等大型油气公司，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大

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等。虽然

对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保护非常值得欢

迎，但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更多

措施来制定全面的政策和流程，以保护濒危的

或受保护的关键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本报告倡导银行和金融机构禁止向对受保护或濒

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提

供有害资助，并提供了有关上述生态系统的实用

定义，供银行和金融机构使用来制订保护这些区

域的更好政策。本报告还识别出了银行在确保其

资助不会导致或加剧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退化

以及引发负面社区影响方面面临的复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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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护或濒危的海洋和沿海生
态系统：一个务实的定义
定义受保护或濒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会很复

杂，但很重要，因为这会有助于银行和金融机构

就这些区域作出实用的定义，从而制定保护受保

护或濒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政策和做法。

《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把受保护或濒危的海

洋或沿海生态系统定义为包括红树林、湿地、珊

瑚礁等的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可能坐落在正式保

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保护区、原住

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或原住

民和社区保护区（ICCA)。该定义旨在识别濒危

或受保护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时具有包容性，

同时承认可能与这些地区有祖先、文化或习惯联

系的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具体来说，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把“受保护”

定义为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进程以及文

化价值的法律上指定的区域，包括可能通过国

际协议、法律框架、保护项目等确定或指定的

区域，或国际或国家承认的保护区，比如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KBA）等等。

“濒危”一词指的是易受行业威胁，因而要求集

中养护、保护或管理以保障生态系统功能以及

生态系统完好性的地区。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

根据持续易受行业威胁以及生态和社会经济重

要性来识别濒危的海洋和沿海地区。例如，红

树林经常被描述为“濒危”，因为其在全球范围

内受到许多因素 - 包括不可持续的沿海开发、

水产养殖、工业化农业和污染等 - 的威胁3。

上面提出的定义考虑到了保护海洋和沿海地区对

于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不可或缺性，同

时也支持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工作。这一定义还

考虑到了这些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管理和预测

这种多样性的相应挑战。在制定有效、有用、同

时灵活识别和保护此类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包容性

政策和方法时，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了解和参

考当前通常用于定义、识别和管理受保护或濒

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国际标准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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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相关的
国际协议
下面详述旨在改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保护和

管理的重大国际标准和协议。这些标准应当指

导银行和金融机构捍卫关键的、受保护的或濒

危的海洋和沿海区域的政策和实践。

国际海事组织（IMO）制订的《防止船舶污染国

际公约》（MARPOL)4，包含预防船舶污染海洋

的运营要求（IMO 是联合国专门负责监管航运

的机构)。对于特别敏感的海区5，IMO 要求船

舶满足 MARPOL 排放与设备要求，以控制这

些区域的海事活动。该公约具有重要意义，因

为银行不仅要评估拟议项目对项目所在地点的

潜在间接和累积影响，还要评估项目或客户供

应链运输路线的影响，即确保船舶遵循正确的

排放和污染要求。

国际海事组织特别敏感海域 (PSSA) 协定指的是

鉴于其受到承认的生态、社会经济、科学价值，

而且鉴于其可能易受国际海事活动的伤害，需要

通过 IMO 行动特别保护的地区。然而，银行需

要注意的是，PSSA 协定并不完全全面，不应

用作针对所有濒危的海洋和沿海地区的替代标

准。例如，PSSA 不包括可能属于一国专属经

济区 (EEZ) 的区域。因此，银行和金融机构应

进行彻底的尽职调查，利用影响其投资活动的

多种来源和标准框架来识别濒危的或受保护海

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也在 IMO 之下的《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CLC)6 旨在保证船舶燃油污染所引起的损害能

够得到充分赔偿。CLC 规定，此类损害的责任

应由“污染燃油泄露或排放船只的所有者”承担。

这就向银行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资助在海

洋区域的石油项目具有重大运营和合规风险。

要避开这样的风险，银行就需要要求客户遵守 

IMO 有关安全和可持续海事活动的标准。这方

面的一个例子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的

禁止类型清单，禁止“不符合 IMO 要求的燃油

和其他有害物质的运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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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公海条约》8 是 1982 年《海洋法公

约》9 下对于东道国政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

护和可持续管理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框架。公海的

定义是距离海岸 200 英里而且在任何国家管辖

范围之外的水域10。《条约》由各国政府于 2023 

年 6 月签署11，范围覆盖地球 2/3 的海洋面积。

围绕《条约》谈判的第一项结果是建立包括海洋

保护区（MPA）在内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

即针对公海上某些在地理上定义的区域建立保

护目标12；第二项结果是设定在公海领域进行活

动的强制性环境评估标准。《公海条约》对于银

行应当如何处理海洋部门的项目具有重大影响。

例如，要遵守这项国际协议，银行将需要要求客

户评估其所有得到资助的、在公海可能具有潜在

危害的活动的影响，并遵守有关在公海建立的海

洋保护区的任何规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具有生态或生物重要性

的海洋区域（EBSA)13 的建立，是为了提供识

别需要进一步保护努力的区域的科学标准。 

《公约》鼓励各缔约方、其他政府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合作，来“确定并采取与 EBSA 相关的

适当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措施，包括通过建立具

有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14。尽管 EBSA 并

未涵盖所有需要保护的海洋区域，但可以用来

与银行的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相结合，作为银

行识别某些必须谨慎行事的敏感区域的筛选工

具。2008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九次会议（COP 9）通过了以下科学标准，

用于确定公海水域和深海栖息地中需要保护的 

EBSA。银行可以使用这些标准来评估某个海洋

区域是否应被视为“濒危”：

1. 独特性或稀有性

2. 对物种生命史阶段的特殊重要性

3. 对受威胁、濒危或衰退物种和/或栖息地的重

要性

4. 脆弱性、敏感性或恢复缓慢性

5. 生物生产力

6. 生物多样性

7. 自然性

《卡塔赫纳公约》15，也称《保护和开发大加勒

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WCR)，是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为保护加勒比海而制定的区域协议。《特

别保护区和野生动物（SPAW）议定书》是该公

约的一部分，呼吁缔约方在行使主权的地方建

立海洋保护区。该议定书就需要保护的区域类

型提供了指南，这些类型包括濒危或特有海洋

物种的栖息地、当地居民依赖其自然资源的区

域以及具有“特殊生物、生态、教育、科学、历

史、文化、 娱乐、考古、美学或经济价值”16 的

区域。与 EBSA 类似，SPAW 标准可以供银行

借鉴来识别应禁止有害活动的受威胁的海洋和

沿海生态系统。该标准还涉及例如航运和渔业

等非固定性活动。

《沿海地区分区综合管理协定》("Integrated 

Coastland Zone Management (ICZM) 

Protocol)17"，是一个识别沿海生态系统的相关

框架。该协定这样定义沿海生态系统：

“沿海生态系统是多样化的、动态的系统，由沿

海区域的陆地、淡水和海洋部分组成，包括潮

间带、河口、三角洲、泻湖、盐沼、红树林、

珊瑚礁以及临近的栖息地。它们受到自然过程

和人类活动互动的影响，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

生态服务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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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义承认沿海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其与陆地和

海洋的联系以及易受人类影响的脆弱性。定义认

识到了沿海区域中广泛类型的栖息地和环境，并

强调了沿海生态系统在提供生态服务和资源方面

的重要性。然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银行需要

认识到沿海生态系统存在多种定义，这些定义通

常是在国际标准和协议中的。因此，银行应该通

过咨询和参考多项来源文件来识别濒危的或受保

护的沿海地区，从而确保能采取最具包容性的方

法来保护这些地区。

通过理解和综合各种科学认可的分类类型、国际

标准、生态意义、威胁和脆弱性以及现有的保护

机制，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制定有效保护

受保护或濒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政策以及

其福祉和生计可能依赖于这些系统的人民。这

是因为很多海事和海洋标准制订时都有其具体

范围和目的，因而不见得会为银行和金融机构

对资助申请进行评审提供完全全面的相关细节。



9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有害金融的影响
第 6 篇：受保护和濒危的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

蓝碳生态系统及其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调节气候方面的作用 
蓝碳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海草草甸、潮汐盐沼

以及珊瑚礁。尽管在全球覆盖面积相对很小，蓝

碳生态系统在“二氧化碳封存方面与陆地生态系

统相比，重要性超过其覆盖比例”18。蓝碳指的是

在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沉积物和生物质（比如

叶、根、茎等）中存在的碳。这些碳如果未经

这些生态系统自然封存的话，原本会以大气中 

CO2 的形式存在19,20。蓝碳生态系统与珊瑚礁

一起，也为大量海洋和陆地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这些栖息地因为通常由银行业中金融机构资助

的企业活动而遭受退化和破坏。有害活动包括

航运、污染和石油泄露（可能伤害珊瑚礁)，以

及包括在能源、基建和燃料开采行业的工业活

动（可能伤害红树林)。

以下对既是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和重大

碳汇，同时又最濒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进

行简单描述。以下内容并非这些系统的一个穷

尽性清单。

红树林

红树林是众所周知的“碳存储热点”，与陆地森

林相比，有能力从大气和海洋中去除高出 4 倍

的碳21。保护和恢复红树林不仅对于去碳至关重

要，而且也能避免红树林退化或被破坏时发生的

大规模碳释放。虽然红树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2%，破坏红树林将导致与热带森林退化有关的

全球年排放的 20%。此外，红树林为多种动植

物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包括许多濒危物种，如

白尾鹿、海龟、鳄鱼、海牛和孟加拉虎。过去 

40 年来，世界已经失去了超过 350 万公顷的

红树林，这通常是由于工业和城市沿海发展、

非法采伐、能源开发和石油勘探等活动造成的。

保护和恢复红树林不仅对于去碳至
关重要，而且也能避免红树林退化
或被破坏时发生的大规模碳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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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盐沼
潮汐盐沼是沿海湿地，由在很深的泥里生长的茂

密的灌木林组成，随潮涨潮落而淹水或退水22，

其茂密的植被能改善沿海水质，保护海岸线免受

侵蚀，并为包括濒危的儒艮、绿海龟、海牛和鼬

鲨等多种海洋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23,24。全

球范围内，盐沼植被每年吸收并封存 2.2 吨的

碳，使其成为很有价值的一个碳汇。

然而，世界上每年丧失 1% 到 2% 的潮汐盐沼。

据估计，过去 30 年里近 25% 的盐沼已经消

失，主要由工业化农业、畜牧业以及城市和工

业发展所引起。

海草生态系统
海草生态系统是世界各地的水下草甸，分布在从

热带到北极的海岸线上。海草生态系统能够捕

碳、维护水质、保持海岸线完整，并为多种海

洋生物和许多濒危物种（例如奇努克鲑鱼）提

供了栖息地。海草虽然只覆盖了海底的 0.2%， 

其储碳能力却 “占海洋储碳能力的 10%”25。尽

管具有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海草生态系统却

以每年 2% 至 7% 的速度减少，这通常是因为

沿海水域污染、有害且往往是非法的过度捕捞行

为、沿海工程以及人类活动普遍的增加造成的。

虽然海草比其他生态系统得到的关注少，其减少

速度与红树林的减少速度是可比的。

全球范围内，盐沼植被每年吸收并
封存 2.2 吨的碳，使其成为很有价
值的一个碳汇。

海草虽然只覆盖了海底的 0.2%， 
储碳能力却占海洋储碳能力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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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
珊瑚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有生产

力的生态系统之一”26。虽然珊瑚礁仅仅覆盖洋

底不到 1% 的面积，却为 25% 的海洋生物提

供了栖息地，并为沿海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了食

物和生计。几十年来，珊瑚礁一直受到极端威

胁，全球 60% 以上的珊瑚礁直接受到当地活动

的影响，包括沿海开发、不受监管的旅游业、船

舶污染和伤害以及矿山和发电厂的径流。对珊瑚

礁最广为分布的人为威胁，是过分捕捞和摧毁性

捕捞，全球 55% 的珊瑚礁都受此影响。过分和

摧毁性捕捞与气候变化 - 即海洋酸化 - 对珊瑚

礁的负面影响叠加，使珊瑚礁在以惊人的速度衰

退，从而也提升了对其进行保护和恢复的需要。

几十年来，珊瑚礁一直受到极度威
胁，全球 60% 以上的珊瑚礁直接
受到有害活动的影响，比如船舶、
污染以及矿山和发电厂径流带来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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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化石燃料产业的持续 
支持威胁到了海洋和沿海地区
银行在支持在世界各个濒危的海洋和沿海地区进

行的化石燃料开采和运输。北极和佛得岛海峡是

化石燃料开发正在破坏并导致区域生物多样性和

社区生活退化的两个标志性案例。

北极的航运和化石燃料
开采

北极地区尤其易受温室气体效应的影响。这一脆

弱性是由北极日益升级的航运污染和化石燃料开

采导致的。根据科学家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的一项研究，过去 40 年中，北极变暖的速度几

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 4 倍27。有悖常理的是，随

着气候变化加剧，海冰消退，反而导致更多航道

能够季节性开通。研究已经显示，由于海冰的快

速消退，到 2050 年，北极航运可能在 2012 年

水平上提高 50%。

有了更多的季节性开放的海上航线，增加了进

入北极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该地区进一

步的航运交通以及化石燃料的勘探和开采，从

而形成了负反馈循环。结果是北极海冰消退速

度加快，恶化了在通过俄罗斯的北海航线等地

区的全球航运问题。这是因为大型货船比如从

西亚前往欧洲时，因为无需经过南亚和苏伊士

运河或其他长的航线，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

要少得多。航运活动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对北极

海洋环境的压力。

航运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意味着海冰消退也增

加了环境压力。重型燃油（大型船舶喜欢使用的

最稠密的桶底燃料，因为其稠密度高）燃烧产生

的烟灰污染，会造成损害北极海洋环境的海洋和

空气污染。例如，船舶烟囱排放的黑碳会进入海

洋环境，并落在北极海冰和雪上，从而加剧冰雪

融化。石油泄漏和与航运相关的噪音污染，也是

该地区日益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了生

物多样性和原住民的生活。

化石燃料开采业在北极的扩张，将
导致更多引发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
排放到大气中。

西伯利亚亚马尔（Yamal）半岛巨量液化天然气

储藏的发现以及过去 10 年里的开采，在 2021 

年重新激发了对跨该地区运输的兴趣28。北极的

变暖，加上具有强化破冰能力的油轮的开发，使

得俄国现在全年都能运出天然气。

西方的制裁使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受到了中

国金融机构的支持。2017 年地球之友的一份报

告29 对中国资助的项目进行了审查，说该项目目

前在由 Yamal LNG 股份公司开发，而 Yamal 

LNG 是由 Novatek （50.1%)、道达尔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20%）以及丝绸之路

基金（9.9%）组成的合资企业 。

有悖常理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加
剧，海冰消退，反而导致更多航道
能够季节性开通。研究已经显示，
由于海冰的快速消退，到 2050 
年，北极航运可能在 2012 年水平上
提高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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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得岛海峡的航运和
化石燃料开采 

位于菲律宾的佛得岛海峡（Verde Island 

Passage)，是全球海洋中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

统之一。这里拥有巨量的生物多样性，包括鲸

鲨、海龟等标志性物种和丰富的珊瑚种类。海

峡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支持了当地旅游业和

渔场，而且作为通往这一地区国际港口的航道，

为 200 多万人提供了食物、生计和其他惠益30。

然而，随着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却越来越受到化石燃料活动蓬勃发展和航运路

线污染的威胁。

把南中国海与穿越群岛的多条繁忙航线连接起

来的这一海峡，是越来越多液化天然气活动的

场所，这些活动是由壳牌石油（Shell)31 以及生

力集团（San Miguel Corporation）投资的，

建造至少 6 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 27 个燃气

发电厂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32。

由非营利环境组织分析财务数据而编制的

《2023 年银行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2023 

Banking on Climate Change）报告发现，渣

当地活动人士已经敦促汇丰、巴克
莱和渣打银行限制对液化天然气项
目的资助34。他们说随着海洋交通
量的增加，这些资助只会进一步伤
害当地的海洋生物。

2023 年2月，“公主皇后”号油轮在海峡旁边 

Mindoro 岛东岸附近海域沉没，把 80 万升

的工业用油释放到了海里35 。长达 75 英里的

油层摧毁了 Mindoro 几百个以捕鱼为生的社 

区36，并致使当地很多人必须获得医疗干预。

这并不是第一次载有高污染燃料的船只将其所载

燃料泄漏到该海峡的水域。展望未来，该地区计

划开发更多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工业项目，包括化

石燃料发电厂和其他液化天然气接收站37。每个

项目都会导致更多船舶通过该海峡，从而进一步

增加未来发生类似情况的风险。

打银行在过去五年中是生力集团的主要资助机

构，而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为壳牌石油提供

了融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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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上受到威胁的生物多样性 
2015 年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做出结论说，

深海是地球上最大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之

源38。但这一生态系统现在正受到深海采矿的威

胁。此外，在海洋较浅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IUU）的捕鱼正在加剧过度捕捞，而过度捕

捞是致使物种濒危的一个主要问题。

下面解释为什么深海采矿和 IUU 之类的活动应

当被银行业禁止。

深海采矿

深海采矿（DSM）指的是从海底开采矿物质，

开采在海下 200 米深处进行，但最深可达 6 公

里。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一个国家管辖之下的

海域（即其专属经济区)，还是在公海（国际海

底署目前正在就有关公海的规则和协议进行谈

判)39，商业规模的深海采矿尚未发生。深海采

矿技术尚处于初步试验阶段，但多个实体已经

做好发起一系列项目的准备。

该行业的倡导者声称，深海采矿是“对环境友好”

的陆地采矿替代方法，对于迅速向可持续能源过

渡很关键40 。这一说法受到了非议41 而且与深海

采矿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的科学共识相

左。虽然我们承认能源转型要求提高能源转型所

需矿物的供应，但必须强调的是，转型的需要并

不意味着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意开采。能源转型需

要公正且在环境上可持续。

对于如何缓解深海采矿的影响以及任何一个生

态系统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如果的确能够恢复

的话)，人类所知甚少，这是人们的一个重大担

忧42。深海采矿还威胁到数千年来一直在海洋上

航行、捕鱼和贸易的岛民和海洋社区与海洋深厚

的文化和精神联系43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UNEP FI) 已经确

定了与深海采矿相关的三个关键金融风险领域：

鉴于目前缺乏全面的监管框架而导致的监管风

险，包括项目未经社区同意情形的运营风险、 

以及声誉风险，因为民间社会越来越关注与深

海采矿相关的危险。因此，UNEP FI 得出的结

论是，没有可以预见的可持续的深海采矿活动

融资方式，因此深海采矿无法被视为符合可持

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44。

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呼吁暂停或禁止深海采

矿。例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 2021 

年 9 月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呼吁暂停深海采矿的

决议，该决议得到了 81 个政府和政府机构以

及 500 多个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45,46。迄今为

止，已有 21 个国家表示希望禁止、暂停或预

防性暂停深海采矿。工商界支持暂停深海采矿

的势头也越来越大，有些大公司签署了支持承

诺47，至少 9 家银行已经发布了明确排除为深

海采矿活动提供资助的政策，同时其他银行也

在考虑制订或正在制订类似政策48 。这些银行

包括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 Group)

、荷兰银行（ABN Amro）、国民西敏寺银行

（NatWest）、BBVA 银行（西班牙）、渣打

银行、Triodos、合作银行（the Cooperative 

Bank）和瑞士信贷以及公共金融机构欧洲投资

银行。



15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有害金融的影响
第 6 篇：受保护和濒危的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

金融机构 发布的政策

[摘自其排除政策] “专属经济区外的大规模商业深海

采矿”read here

“BBVA 不支持向介入…海底采矿的客户或项目提供金

融服务”read here

“将不向勘探或采掘深海海床矿藏提供任何项目相关资

助”并且“将不向以参与深海海床矿藏勘探或采掘为主

的企业提供任何贷款或资本市场承销” read here

“劳埃德银行集团将不支持（新的或现有）客户进行深

海采矿” read here

“…限制清单包括‘进行深海采矿’的企业” read here

“我们不会直接提供金融服务给…深海采矿项目的勘探

或生产”read here

“不会向其活动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或破坏生态系统的

任何企业或组织提供银行服务，[包括]…… 使用深海

海底采矿的矿物勘探或开采，包括进行促进深海采矿

的研究” read here

“Triodos 银行排除…介入有争议的采矿活动比如深海

采矿或石棉开采的企业” read here

“以下活动不能受益于 EIB 资助： ... b． 从气候和环

境角度不可接受的项目...深海矿藏的开采13 read here

13 深海定义为 200 米以下的海洋区域 – 联合国：国际海底署和深海

采矿”

“遵循预防原则，Storebrand 不会投资于介入深海采

矿的公司，直到我们对这些活动的影响有更多的科学

知识。” read here

本图表中的金融机构发布了明确排除向深海采矿活动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 
来源：停止深海采矿运动

https://assets.ctfassets.net/1u811bvgvthc/VJtezrhOlLtc4EWCWHlGH/f2ab66da23348553daf042fadd7614ed/ABN_AMRO_Exclusion_List-20211125.pdf
https://shareholdersandinvestors.bbva.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Environmental-and-Social-Framework-_-Dec.2020-140121.pdf
https://www.credit-suisse.com/media/assets/corporate/docs/about-us/responsibility/banking/policy-summaries-en.pdf
https://www.lloydsbankinggroup.com/assets/pdfs/who-we-are/responsible-business/downloads/2020-reporting/2020feb20-lbg-esg-approach.pdf
https://www.natwestgroup.com/content/dam/natwestgroup_com/natwestgroup/pdf/mining-and-metals.pdf
https://www.sc.com/en/sustainability/position-statements/extractive-industries/
https://www.co-operativebank.co.uk/assets/pdf/bank/values-and-ethics/ethical-policy.pdf
https://www.triodos.com/binaries/content/assets/tbho/other/triodos-bank-minimum-standards-may-2022.pdf
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publications/eib_eligibility_excluded_activities_en.pdf
https://www.storebrand.no/filbibliotek/_/attachment/inline/42b9db43-4da4-4333-a1cc-21680cf63260/86158%20-Storebrand-Policy-on-Nature.pdf
https://dsm-campaign.org/our-work/finance-and-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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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 
(IUU) 捕捞

全球性、工业化的捕鱼业是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遭受伤害的一大根源。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

(IUU）捕捞加剧了海洋过度捕捞的危机，对可

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估计，IUU 捕捞鱼量每年高达 2600 万顿49，

价值高达 100 到 230 亿美元50。渔业法规执行

不力和治理薄弱导致行业内非法行为长期存在。

过度捕捞和渔业界非法做法也危及依赖可持续渔

业获取收入和粮食安全的小规模渔民的生计。鱼

类资源枯竭和不公平竞争，使这些往往被边缘化

的脆弱渔民遭受经济上的不稳定。

根据绿色和平 2020 年的一份报告51，过去 10 年

来，金融机构投资数 10 亿美元支持了过度捕捞

本已受到威胁的金枪鱼物种的公司。向供应链中

存在受威胁和濒危金枪鱼物种的企业提供财务支

持的银行，包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Mitsubishi 

Corporation）、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 

Corporat ion）、东远集团（Dongwon 

Industries）、泰高集团（Nutreco） 和 Thai 

Union Group。

根据上述报告，对于供应链中存在受威胁金枪

鱼物种的企业，西方的银行向其渔业部门提供

了 41 亿美元的支持，亚洲的银行（特别是在泰

国、日本和韩国的银行）在同期内向这些企业提

供了 44 亿美元。总部在纽约的花旗银行所提供

的财务支持最多，将近 20 亿美元。

可持续的捕鱼实践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捕鱼社

区的保护，需要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持续进行研究、监测和及时干预。银行和金

融机构可以通过确保客户遵守所有法律法规，并

禁止向有不应对和解决其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记

录的客户提供融资，来为阻止 IUU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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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生态系统对原住民以及 
当地社区的重要性
沿海生态系统为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以及当地社区

提供了多种资源和文化意义，是其命脉。这些生

态系统多种多样，包括红树林、珊瑚礁、河口和

海滩，在沿海社区的生活和身份认同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尤其对于原住民来说，沿海环境是其遗

产、传统和生存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承认并保护这些生态系统对原住民以及当地社

区的重要性，不仅对这些原住民和社区的持续

存在至关重要，对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尽管原住民

仅占世界人口的约 6%，传统原住民领地仅占

全球地表的 22%，却涵盖了世界尚存生物多样

性的 80%52。

下面是 4 个案例研究，旨在显示原住民以及当

地社区在保护其沿海生态系统不受有害活动影

响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沿海生态系统是世界各地原住民以
及当地社区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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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莫桑比克：Quirimbas 国家公园

Quirimbas 国家公园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的生物圈保护区53，坐落在莫桑比克北部的

Cabo Delgado 省。该地区包括红树林、海草草

甸和珊瑚礁，为 IUCN 红色名录上的许多海洋

物种提供了栖息地，比如软体动物和海龟，以

及豹子、大象、水牛和狮子。这些生态系统还

为原住民以及当地社区提供了社会经济惠益，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依赖这些生态系统所提供的

食物和水等生存条件。

比如，红树林支持该地区的手工捕鱼，而手工 

捕鱼占“沿海社区（莫桑比克大多数人都居住

在沿海）产量的 90%，是就业和食品的主要来

源”54。据估计，约 40 万人口的生计依赖这一行

业55。然而，这些生计以及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都

面临 3 个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 莫桑比克 

LNG 56、Rovuma LNG57以及 Coral 浮式 LNG58

的严重威胁。

上述巨型天然气项目依赖众多银行的资助，其

中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法

国巴黎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外贸银

行、法国兴业银行、中国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

世界银行等59。所有 3 个项目都将坐落在 Cabo 

Delgado 省沿海附近的 Rovuma 盆地，“可能通

过剥夺当地社区使用自然资源、捕鱼场地以及农

田的权利而使其陷入贫困”。

此外，建筑和航运交通的增加将污染该地区并

破坏珊瑚礁，从而致使当地旅游业陷入困境。

由于项目的大多数工人预计将是外地人，因此

这些天然气开发项目对当地社区几乎不会产生

任何惠益。鉴于项目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当地社区和组织已经呼吁政府取消与莫桑比克

天然气产业的融资协议60，并呼吁参与这些项目

的企业就已造成的损害 - 包括对土地的破坏和

强行征收 – 进行赔偿。

在莫桑比克的 Cabo Delgado 省，银行资助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严重威胁了手工捕鱼渔民的生机和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包括至关重要的红树林和珊瑚礁。这一地图显示了莫桑比克 LNG 和 Coral South 浮式 LNG 项目的
位置。道达尔能源和 Galp 能源分别是这两个项目的开发商。这些天然气项目将会对 Quirimbas 群岛造成负面影
响，而群岛包含一个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和 Quirimbas 国家公园。

在 Quirimbas 群岛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Quirimbas 国家公园

受保护海洋区

红树林

珊瑚礁

莫桑比克 LNG 项目

Coral South 浮式 LNG 项目

天然气田

Quirimbas 
群岛

莫
桑

比
克

莫桑比克
海峡

津巴布韦

马拉维

赞比亚

坦桑尼亚

博茨瓦纳

南非

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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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 

巴布亚新几内亚：深海尾矿处置

陆地采矿会产生大量不同类型的废物，包括尾

矿，即加工矿石时产生的废物。大多数尾矿都

储存在陆地上，但在某些情况下，矿业界辩论

说有必要将这些尾矿处置到海洋系统中，这一

过程通常称为深海尾矿处置（DSTD)。矿山废

物可能含有高达 30 多种危险化学物质，包括

砷、铅、汞和氰化物。这些金属会在鱼体内并

最终在食用鱼类的人体内积聚。每年倾倒到海

洋环境中的尾矿超过 6800 万吨61 。

根据最近一项独立专家评审，巴布亚新几内 

亚 Ramu 矿山往海中倾倒尾矿是一场环境“灾

难”62。在这一被称为珊瑚三角地的生物多样性

热点，有 50 万人依赖当地渔场为生，其生命

和食物供应目前都受到了威胁。由 5000 多名

村民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省政府组成的联盟，

因此对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一家电池用镍工厂提

出了法律挑战63。

出于民间社会和社区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认为把尾矿倾入海洋是危险的。目前已

有 3 家银行禁止或严格限制给 DSTD 提供 

资助，与此同时开发商和政府则被迫放慢计 

划64。响应“停止向海洋倾倒废物”（Ditch 

Ocean Dumping）运动的呼吁，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花旗集团、瑞士信

贷银行和挪威主要资产管理公司 Storebrand 

已发布新政策，禁止或严格限制为往海洋倾倒

矿山废物提供融资。Storebrand 已经从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向海洋倾倒尾矿有关联的 4 家企业

撤资，其中包括 Harmony Gold 和 Newcrest 

（因为这两家企业计划在拟建的 Wafi Golpu 铜

金矿使用这一做法）和中国企业 MCC。MCC 

是 Ramu 矿山的业主。

案例研究 3: 

巴布亚新几内亚：Nautilus 矿业公司（Nautilus 
Minerals）

深海采矿主要与在国际水域采矿的可能相关。

然而，首个提出的商业性深海采矿项目却位于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沿海水域，由加拿大公

司 Nautilus Minerals 提出。试验性采矿地点原

本计划距离新爱尔兰省约 30 公里，直接威胁到

当地社区的生计。

该项目在未经获得附近沿海社区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就被授予了运营许可证。与

拟建项目相邻的这些社区担心其广泛的环境影

响，包括矿物质渗入海水中从而影响渔场和生

计、独特海洋物种的灭绝以及事故和泄漏危 

险65。鉴于此，草根社区联合发起了一次运动，

包括采取由当地 Solwara 武士联盟（Alliance 

of Solwara Warriors）牵头以及本国和国际组

织支持的法律行动。

根据 BankTrack 的说法，一些欧洲、美国和中

国的银行都向 Nautilus 矿业提供了企业贷款。

尽管银行尚未提供给项目的直接融资，但根据 

Nautilus 矿业的融资策略，其预计会寻求这些

银行的资助66。

由于当地的反对运动，Nautilus 资金枯竭，于 

2019 年提出了破产申请，向包括巴布亚新几内

亚政府在内的债权人欠款达数亿美元。Solwara 

武士联盟目前正在反对主要债权人恢复该项目

的努力，因为这些债权人以深海采矿融资公司

名义继续持有许可证。联盟也在为取消这些许

可证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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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4：

美国：Pebble 矿山

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红鲑鱼（sockeye salmon）

渔场，坐落在阿拉斯加西南部的 Bristol 湾地

区。该渔场供应了世界上 57% 的野生红鲑 

鱼67 ，而且是一个与作为野生鲑鱼重大栖息地

的淡水湖泊和河流交织在一起的纯自然生态系

统。2022 年，7800 万条红鲑鱼返回该地区，

这一数目是破纪录的68。渔场是 Bristol 湾经济

的支柱，价值超过 20 亿美元，雇用 15000 多

人，其中很多人是原住民69。

2001 年，一家名为北朝矿业 (Northern Dynasty  

Minerals）的加拿大小企业提出在 186 平方英里

的州所有的土地上进行 Pebble 矿项目，以开采

大量金和铜矿藏70。众多独立研究，包括美国环

境保护署的研究都表明，如果开采 Pebble 矿床

的话，可能会对当地鲑鱼种群以及当地原住民的

生活和文化产生很大的有害影响。

北朝矿业宣布采矿消息后，全球三大企业——

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三菱集团 

(Mitsubishi) 和力拓集团 (Rio Tinto)——迅速同

意加入，急于从而获得地下据估计价值达 3500 

亿美元的贵金属中的一部分。4 家公司开始共

同规划将成为北美最大露天矿（宽 2 英里、深 

2000 英尺）的矿山。

不足为奇的是，代表着 8500 个原住民股东

的 Bristol 湾原住民公司（Bristol Bay Native 

Corporation)，于 2009 年 12 月投票反对 

Pebble 矿山71。2020 年，部分因为金融和矿

业机构都因公众强烈反对而撤回对该项目的支

持，美国陆军工程队拒发许可证。2022 年，

美国环保署依据《清洁水法》的授权启动了一

项程序也来否决该项目。经过多年的法律和政治

回合，2023 年 1 月，美国环保署最终确认了对

该项目的否决。北朝矿业目前正在对这一决定进

行抗争。尽管目前尚未有银行确认支持该项目，

但 2022 年，北朝矿业与一个未透露姓名的投资

者达成了 6000 万美元的交易，其中该投资者

保留获得未来一部分黄金和白银产量的权利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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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强调了在受保护或濒危的海洋和沿海地区中

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社区福祉的至关重要性。

这些生态系统在调节全球气候、提供基本生态

服务、维持当地社区生计并同时保护文化遗产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这些生态系统面

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需要当前和潜在金融机

构的迫切关注。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内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对

其中存在的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平衡构成了严重

威胁。关键物种和栖息地的丧失会扰乱生态过

程，影响渔场和沿海的重要生物多样性。与此

同时，与这些生态系统具有深刻联系的原住民社

区则面料遭受侵蚀和边缘化的风险以及文化认同

和生计的丧失。当地社区积极介入和参与银行资

助活动的决策过程因此至关重要。

要点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受保护或濒危的海洋或沿海生态系统的保
护，并禁止影响这些地区的有害融资。《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
鼓励银行和金融机构借鉴我们对此类生态系统提出的定义：“受保护
或濒危的海洋或沿海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系统，
以及可能坐落在或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保护
区（如原住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或原住民和社
区保护区域 (ICCA)）相重叠的区域。

 ◆ 国际银行业总体上尚未充分开展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的保护。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借鉴现有国际框架，以确定、优先考虑和保护受
保护和 濒危的海洋和沿海地区。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对深海采矿采取防范态度，并暂停为深海采矿提
供融资，除非采矿风险已得到全面了解，有效保护能够保障，与公
众协商的机制已经建立。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禁止为化石燃料的扩张、开采和运输提供融资。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对可能对海洋和沿海产生重大影响的陆上活动进
行更严格的尽职调查，并要求对此类影响进行相关、准确、严谨的
评估。这其中包括沿海化石燃料、采矿和其他类似采掘活动的相关
基础设施和间接影响，例如港口、航运交通、污染、噪音污染等。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考虑其资助决定可能如何阻碍对更可持续发展途
径的资助。例如，为化石燃料等有害、高风险部门提供资金，往往
会妨碍为可持续替代路径提供资金，特别是在具有高旅游潜力或生
物多样性价值的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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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从改善或建立强有力的原住民政策中受益，这些
政策保护原住民的自决权、主权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把自由、事先、知情的同意当作原住民的一项
权利和咨询当地社区的最佳实践。

 ◆ 伤害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社区的项目和活动具有潜在的法律和财务
责任，使其成为银行的高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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