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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岛是菲律宾数以千计的渔村中的一座。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珊瑚礁和沙滩。 

菲律宾的珊瑚礁渔场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渔场之一。 

几十年前，这里能够每年出产数百万吨的鱼。 

但是近年来却问题严重。 

鱼类的储存量锐减至从前的百分之五以下。 

很多地方的渔村都濒临灭亡。 

阿波岛就是岌岌可危的渔村中的一个，将要面临着同样的灾难。 

然而，渔民们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拯救了他们的渔场，更挽救了他们所珍惜的生活

方式。 

五十年前，一些灾难性的捕鱼手段，例如使用炸药和氰化物，开始在渔业中使用。 

这些方法虽然增加捕捞成效，但是并不可持续，因为他们对珊瑚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渔场逐渐进入一个缓慢但是持续性的恶性循环：珊瑚礁遭到破坏和过度捕捞减少了鱼群的

数量，从而迫使渔民采用更加破坏性的捕鱼手段。 

阿波岛的渔民，和其他地方的渔民一样，需要航行到更远的海域，用更加有害的手段，捕

捞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鱼。这对于整个渔场的未来健康是完全忽视的。 

有时，渔民一天下来仅仅能够捕捞到一两条小鱼—甚至一无所获。 

菲律宾政府通过法律手段禁止破坏性的捕捞活动，但是由于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收

效甚微。 

情况急转直下，似乎无力逆转。但是在1980年，安吉·阿尔卡拉，一名在附近西利曼大学

工作的海洋科学家，开始了一项与阿波岛渔民的长达两年的沟通对话。 

阿尔卡拉和渔民们讨论了岛上的一切，尤其是环岛的约宽500米的珊瑚礁系统。 

阿尔卡拉带着渔民前往他所参与保护的未开发的小岛；岛上的珊瑚礁受到禁渔的保护。 

尽管当时禁渔区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还很陌生，渔民们被保护区内鱼群的数量所惊讶 – 

特别是当他们看到禁渔区内的鱼能够促进岛周边非禁渔区的鱼群数量时。 

这个例子给与了渔民自发尝试禁渔的动力。 

1982年，阿波岛将10%的渔场面积设置为禁渔的海洋避难所。 

实施起来也颇为容易。 

只需要一个人在海边看守着禁渔区。这项工作由岛上的各家各户轮流完成。 

三年后，他们的耐心初见成效。 

禁渔区鱼群数量显著增长。 

禁渔区周边的捕捞活动比从前大为改观。 

更为重要的是，阿波岛的居民深受禁渔区的鼓舞，他们决定对渔场的其他地区也做出努力

。 

他们决定在区内维持禁渔，并在区外的渔场增加两条新的规则： 

1. 捕捞仅限于阿波岛的居民。 

2. 禁止使用破坏性的捕捞手段。 

尽管这些规则很有必要，但是阻力重重。 



仅限本岛渔民捕捞原本不被菲律宾政府所接受。 

因此在激烈的谈判和协商之后，岛民们说服政府接受这条激进的政策。 

同时，渔民们回归到最传统的捕捞方式，例如垂钓，鱼笼，和大网眼的拉网等。为了保证

大家都遵守，阿波岛的渔民们自发成立了“海洋自卫队”来监管捕捞的方式。 

尽管最大的鱼花了近十年才完全长大，阿波岛的渔业迅速的恢复了起来。 

阿波岛的渔民现在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够完成捕捞工作。 

而在短短的一天之后，他们就能够捕捞到足够的鱼。 

阿波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恢复促进了整个可持续发展渔业的开始。 

随着鱼群数量的增加，浮潜和潜水等生态旅游也发展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海洋

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一个刺激。 

阿波岛上小学增加了海洋生态学的课程设置，岛民们甚至利用部分的生态旅游收入，建立

了奖学金，资助青少年的高中和大学的学习。 

有的阿波岛学生现在甚至是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方向的研究生。 

岛民们也启动了计划生育的项目确保未来人口是渔业资源能够支持的。 

而年轻一代被教育要少生孩子。 

除此之外，其它渔村的渔民们纷纷前来学习成功的经验。 

现在，菲律宾有700个渔村设置了海洋避难所。 

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阿波岛的岛民从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逆转过来，走向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前的恶性循环被扭转，小小的成功被新建立的良性循环所强化。这样的成功是建立在岛

民们不断提高的环境意识，经验，荣誉，和主人翁意识上的。 

岛民们对于渔场未来非常关心，不仅因为渔场是他们的，也是因为他们此时有了足够的知

识和工具，能够从保护环境中获得切身的利益。 

阿波岛的岛民认为他们的禁渔区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说禁渔区不仅挽回了海洋生态系统，渔业资源，和生活方式，禁渔区更重新塑造和开

启了他们的未来生活。 

这就是生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