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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是当今时代
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一，于1982年12月10日在
牙买加蒙特哥贝通过并开放供签署。《公约》开启
了海洋法的变革，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总体“宪法”
来治理最重要的全球公域。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convention.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historical_perspective.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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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联合国海洋网络协调员

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

2022年12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洋法公约》从根本上
推动了全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以及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工作。大会依旧认
为，《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开展各种海洋活
动都必须遵循的法律框架”，而且“作为国
家、区域和全球在海事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合
作的依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值此《海洋法公约》40周年之际，有许多成就
值得庆祝。与此同时，我们的海洋无疑面临着
巨大挑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
构成的“三重地球危机”，正在给这一宝贵的
环境带来严重、空前的破坏，而海洋又是许多
人赖以过活谋生的依托。面对这一现实，不应
当背弃《海洋法公约》，而应当重新审视、重
新拥抱《公约》的根本要义。《公约》的规定
在今天与在1982年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仍然
是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应对新出现挑战的牢固
基础。因此，必须把持之以恒地作出努力、使
《海洋法公约》和相关文书在全世界得到有效
执行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1/386/38/PDF/N2138638.pdf?OpenElement
https://i.unu.edu/media/cpr.unu.edu/attachment/4977/UNUTriplePlanetaryCrisis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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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公约》4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继续利用这一关键文书来应对当
今的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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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在经
过近十年的谈判后，于1982年通过。谈判的
范围宏大，所产生的《公约》是一项真正可
谓史无前例的文书，以全面的方式对广阔的区
域和众多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作出了规制。《公
约》解决了长久以来围绕国家海洋权益广度等
问题进行的争论，融会了重要的新发展。尽管
如此，由于认识到《海洋法公约》的某些方
面致使某些国家没有批准或加入《公约》，
1990年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就有关深海海
底采矿规定的未决问题进行磋商。经由磋商，
最终形成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通过促进主要工业化
国家更加广泛的参与，为《海洋法公约》于
1994年生效扫清了道路。的确，《海洋法公
约》现已得到广泛批准，有168个缔约国，里
面的许多规定也被认为是反映了对所有国家均
具约束力的习惯国际法。无疑，海洋“宪法”
这个常用称号名副其实。

《公约》是按照“一揽子交易”的方式来谈判
的，其中的规定要作为一个整体全盘接受，形
成的案文平衡了诸多国家的不同利益。《海洋
法公约》提供了法律确定性，包括建立了明确
的海洋区、划界规则、全面的争端解决体系，
为确保和平利用海洋作出了很大贡献。《公
约》专门针对养护和管理生物和非生物资源、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建立关于勘探和开发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深海海底的制度作出规
定，促进了海洋的公平、可持续和高效利用。
由此，《海洋法公约》通过其关于法律、经

1 关于《公约》的历史，包括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见Miguel de Serpa Soares, “75 years of law-mak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载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Volume 23 (2019), Frauke Lachenmann和Rüdiger Wolfrum编(Leiden, 
Netherlands, Brill/Nijhoff, 2020), 页16–21以及其中的参考资料，特别是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历史视角”(1998年)；Tommy T.B. Koh, “A constitution for the oceans” (1982); Robin Churchill,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和Tullio Trev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 均载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Donald Rothwell等编(Oxford,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James Harrison, Making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规定反映了可持续发
展，触及到现在囊括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方面面。1

本出版物分专题概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概述
将突出说明联合国系统内或与联合国系统有关
的各个实体在自身任务范围内，对《海洋法公
约》制度的适用和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海
洋法公约》固然全面，但属于框架条约，作出
的一般性规定是通过其他国际协定和安排的具
体条例、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得到实际运作和执
行。在联合国各实体的主持下，许多此类补充
规则和条例已制定完毕。就此而言，虽然本出
版物系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依照自身任务——
增进对《海洋法公约》的理解及其统一、一致
适用和有效执行——而编写，但也吸收了联合
国海洋网络成员提供的资料，这是对这些成员
在《海洋法公约》范围内为“一体行动”所作

图片：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convention.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historical_perspective.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agreement_part_xi/agreement_part_xi.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agreement_part_xi/agreement_part_xi.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historical_perspective.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historical_perspective.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historical_perspective.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koh_english.pdf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Legal/Documents/LEG%20MISC%208.pdf
https://www.un.org/depts/los/index.htm
http://www.unoceans.org/
http://www.unocea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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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努力的承认。2联合国海洋网络是联合国
机构间机制，力求加强并促进联合国系统就海
洋和沿海事务所开展活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一般来说，除了根据《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三
个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大会在执行和强化《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方面发挥持续作用。

本出版物探讨了几个专题。它们属于《海洋法
公约》涵盖的领域，对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

2 对下列机构提供资料表示感谢：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公约秘书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供出版，对资料进行了编辑。请勿将

本出版物所载任何内容视为联合国或其任何基金、机构或方案就应当对其中所述任何案文作出的法律解释发表意见。

重要，具体如下：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航运和海洋科学研究。另
外，还简述了《海洋法公约》的适用情况，涉
及两个专门领域：一是在水下文化遗产领域的
适用，二是从区域视角简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的适用。因为认识到必须提供支持，使《海
洋法公约》和相关文书尽可能普遍地得到有效
执行，最后重点介绍了能力建设情况。

图片：Nicolas Hahn，2022年联合国世界海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资源
又确认可持续渔业对今世后代的粮食安全与营养、收入、财富和减
轻贫穷的重大贡献

(大会第76/71号决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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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产量达到历史新高，这
一部门未来将在食品和营养供应方面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促进所有区域的粮食安全。自
1960年以来，全世界人均水产食品表观消费量
平均数增加了一倍多，预计今后几十年还会继
续上升。此外，据估计，包括自给自足生产者
和第二产业工人及其受扶养人在内的主要集中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约6亿人口，至少在部分程
度上要靠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谋生。值得注意的
是，妇女的作用常被忽视，但她们在小规模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单是小规模
渔业就吸纳了全球4 500万妇女参与其中。

如今，人们广泛认识到，必须对渔业资源进行
管理，才能让渔业资源持续为世界不断增长的
人口获取营养、享受经济社会福祉做贡献，为
生态系统保持健康和复原力做贡献。不过，在
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
资源取之不尽。20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促进
了渔业和捕鱼船队的密集发展，也暴露出海洋
生物资源无限论的荒谬。随着某些主要鱼类种
群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暴减，有一点变得越发明
显，那就是渔业资源无法维系捕捞活动迅速且
通常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新的
渔业管理办法，纳入养护和环境方面的考量。

《海洋法公约》为全球范围内养护和管理海洋
生物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法律框架。它包含了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沿海国因此对估

计占全世界90%的渔业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同
时有责任养护和管理此类资源，促进此类资源
的优化利用和长期可持续性。

《海洋法公约》还规定各国有义务合作管理在
专属经济区内和公海中都存在的特定鱼类种
群，包括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
并且有义务与别国合作，采取措施养护和管理
公海海洋生物资源。《鱼类种群协定》进一步
发展了这些规定。之所以就这项协定进行谈
判，是因为公海上无管制或管制不力的捕捞活
动越来越令人关切。《协定》提供了一个框架
用于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
种群，包括进一步阐明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安排(区域渔管组织/安排)作为国家间合作的主
要载体所发挥的作用。

区域渔管组织/安排 
区域渔管组织/安排运用国际法律框架和相关全球文书，

把指导意见转化为实践。如今，全世界有近50个区域渔管

组织/安排。它们为采纳海洋区渔业养护和管理措施、处

理监管权限内各项事务，提供了平台。

在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方面，可以认为《协
定》是《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缔结的最重要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文书，标志着在拟订
全面法律制度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值得

图片：Hannes Klostermann，2021年联合国世
界海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图片： © 粮农组织/Sylvain Cherkaoui，2022年。

http://www.fao.org/3/cc0463en/cc0463en.pdf
https://www.fao.org/3/cc0461zh/online/cc0461zh.html
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record-fisheries-aquaculture-production-contributes-food-security-290622/zh
https://www.fao.org/3/cb9658zh/cb9658zh.pdf
https://www.fao.org/3/cb9658zh/cb9658zh.pdf
https://www.fao.org/3/cb9658zh/cb9658zh.pdf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四十载：成就与未来展望 6

注意的是，根据《协定》，鱼类种群的养护和
管理必须以实施预防的办法和现有最佳科学证
据为基础。《协定》纳入了新的原则、规范和
规则。它们进一步细化了《海洋法公约》的有
关规定，旨在应对影响公海渔业的新挑战，同
时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于
1995年制定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
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除其他外，负责与粮食安
全、营养、可持续农业包括渔业有关的各项事务。

《守则》确立了原则和标准，以确保有效养护、
管理和开发水生生物资源，同时适当顾及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它是一个里程碑，在渔业管
理中纳入了养护和环境方面的考量。《守则》属
自愿性质，有助于细化《海洋法公约》就渔业作
出的规定，指导《鱼类种群协定》的执行，促发变
革，增进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合作。今天，绝
大多数国家的渔业政策和法律与《守则》相符。
粮农组织还制定了几项重要的非约束性文书和
准则，进一步拓展了《守则》的框架。2016年，《关
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生效。这是一项具有约束力

的新文书，旨在解决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捞
问题。

《海洋法公约》通过已历40年。其间，发生了许
多变化，比如船队在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在离海
岸更远、向海洋更深的地方从事捕捞作业，比如
鱼类和鱼类产品国际贸易迅速扩大，水产养殖
规模增长，再比如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对水生资源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
遭到过度捕捞的种群占比继续攀升，到2019年
超过了35%，尽管渔业上市量中的82.5%来自
得到可持续开发的种群，而且这一数字在不断
增长。然而，预计世界人口到2050年会突破90
亿。《海洋法公约》搭建的框架经过《鱼类种群协
定》的补充，再加上《守则》及其他相关文书的辅
助，将继续为有效管理和养护世界海洋生物资
源提供依据，继续指导应对渔业方面出现的新
问题，比如可持续水产养殖开发、海洋退化、社
会责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因此，《海
洋法公约》框架仍然是通过渔业可持续发展助
力实现《2030年议程》的基础。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还必须承认妇女的关键作用，促进妇女的平
等待遇和参与。

图片：Caine Delacy，2019年联合国世界海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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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非生物资源
重申国际海底管理局(海管局)根据《公约》和《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十一部分协
定》)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大会第77/248号决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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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资源，海洋和海底还蕴含着重要的非
生物物质，包括矿物资源。而且，容纳了诸如
海底电缆、管道等对现代生活十分关键的基础
设施，为可再生能源生产提供了日益重要的基
地。

今天，就海洋科学技术创新而言，深海海底是
探索的新前沿。深海海底储藏着包括多金属结
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在内的宝贵
矿物资源。特别是，深海海底作为特定基本金
属和矿物的来源，可能有助于实现《巴黎协
定》减排目标所需的可再生能源过渡。与此同
时，需要根据《海洋法公约》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对海洋环境进行有效保护，使之免受此类
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按照定义，“区域”内矿物资源指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受《海洋法公
约》下特别制度的支配。这套制度体现了一个
富有远见的概念，即对共有空间和资源实行全
球管理。1960年代开发此类矿物资源的兴趣
渐起，该制度便应运而生。为进一步明确其
实施模式，于1994年缔结了《第十一部分协
定》。在《海洋法公约》下，把“区域”及其
矿产资源定性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也就是
说对这些资源的一切权利为全人类所掌握。要
勘探或开发资源，就必须依照《海洋法公约》
下确立、《第十一部分协定》中阐明的制度进
行。这套制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全球治理体
系，旨在随着现有最佳科学和实践逐步发展并
为制定合适的管理措施提供信息，允许审慎地
开展工业活动。

在此方面，国际海底管理局是根据《海洋法公
约》设立的自主国际组织，《海洋法公约》缔
约国通过它组织和控制“区域”内活动，也即
为全人类的利益勘探和开发“区域”内矿物资
源。根据《海洋法公约》，海管局负责管理
“区域”内活动，保护海洋环境免受此类活动
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促进和鼓励海洋科学研
究，在公平基础上分享“区域”内活动产生的
惠益。

海管局于1994年成立后，开始制定“采矿守
则”，也就是一套用于管理“区域”内矿物资
源勘探和开发的规则、规章和程序。迄今为
止，已针对各种矿物制定出一系列勘探规章，
目前正在制定开发规章。发放的勘探合同有31
份，担保国中有几个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些
合同开展了密集的勘探工作，大幅扩充了人类
的海洋环境知识总量。 

过去30年来，“区域”制度为国际和平、合
作、海洋法律秩序作出了极大贡献，防止了对
资源的争夺，维护了所有国家进入深海海底开
展活动的权利。虽然 “区域”内矿物资源尚
未得到开发，但自从《海洋法公约》通过以
来，技术已经取得进步，使这种开发更加接近
于现实。据发现，“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丰
富、矿藏量巨大，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令
人振奋的机会。但是，必须处理“区域”内活
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任何有害影响。尽管“区
域”制度促使人类扩展了对海洋的认知，但还
须继续努力填补在深海生态系统方面的科学知
识空白。

https://www.isa.org.jm/exploration-contracts/polymetallic-nodules/
https://www.isa.org.jm/exploration-contracts/polymetallic-nodules/
https://www.isa.org.jm/exploration-contracts/polymetallic-sulphides/
https://www.isa.org.jm/exploration-contracts/cobalt-rich-ferromanganese-crusts/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part_xi.htm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part_xi.htm
https://www.isa.org.jm/
https://www.isa.org.jm/the-mining-code/
https://www.isa.org.jm/the-mining-code/
https://www.isa.org.jm/the-mining-code/exploration-regulations/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再次强调必须执行《公约》第十二部分，以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及
其海洋生物资源，防止污染和实际退化，并促请所有国家直接或通
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采取符合《公约》的措施，保护和养护
海洋环境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20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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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和整个地球十
分重要，在调节大气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包
括供应我们吸入的大部分氧气，支撑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而后者是海洋生态系统保持健康和
复原力、许多人维持生计之所依。然而，由于
人类活动，包括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温室气体引发的气候变化、破坏性做法、外来
入侵物种和陆基污染源，这些生态系统受到的
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关爱我们的海洋环境至
关重要。

《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载有各国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的广泛义务，包括采取措施防止、
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此外，
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其
他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必
须酌情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
进行合作。

另外一些相关国际协定涉及各种问题，包括污
染、区域合作、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物种。

污染物质可能由于船舶事故进入海洋，也可能
随着船舶相关作业排污进入海洋。在这一领
域，有些重要的国际条约早在《海洋法公约》
通过之前就已经问世。其中包括《防止倾倒
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公
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防
止船污公约》)以及关于油污损害责任和干预
的各项公约。《海洋法公约》生效后，通过了
其他条约，包括关于《伦敦公约》、《防止船
污公约》和各项油污公约的议定书，以及关于
压载水和沉积物、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海
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和有害防污底系统的条
约。《海洋法公约》承认并纳入了这些条约中
的重要规则和标准，并提供了行使管辖权和执
法的有力框架，从而有助于加强现有制度，同
时还为今后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条约主要由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主
持制定。该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国际
航运安全安保和船源污染相关事务。实际上，
海事组织通过了50多项海上航行安全、海洋污
染预防、污染损害责任和赔偿方面的条约，还
通过了几十项守则和准则。这些文书得到了广
泛批准，对99%的全球商船队适用。

图片：Giacomo d’Orlando，2022年联合国世
界海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图片：海事组织。

确认由于有了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有关海上安全、航行效

率及预防和处理海洋污染的国际航运规则和标准，又辅之

以航运业的最佳做法，海事事故和污染事件大大减少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195段)
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加入有关保护和养护海洋环境的区

域性海洋公约及其议定书，同时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区域海洋方案的作用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271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89/06/PDF/N223890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89/06/PDF/N2238906.pdf?OpenElement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Convention-on-the-Prevention-of-Marine-Pollution-by-Dumping-of-Wastes-and-Other-Matter.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Convention-on-the-Prevention-of-Marine-Pollution-by-Dumping-of-Wastes-and-Other-Matter.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Convention-on-the-Prevention-of-Marine-Pollution-by-Dumping-of-Wastes-and-Other-Matter.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Prevention-of-Pollution-from-Ships-(MARPOL).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Prevention-of-Pollution-from-Ships-(MARPOL).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ListOfConventions.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ListOfConventions.aspx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About/Conventions/StatusOfConventions/Status%20of%20IMO%20Treaties.pdf
https://www.imo.org/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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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是《海洋法公约》着重强调的一个问
题。在此方面，1974年制定了区域海洋方案，
为在区域范围内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和海洋退化
提供了一个成绩斐然的框架。区域海洋方案由
专司全球环境保护的联合国实体——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环境署)管理，囊括了全球范围内的、
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参加的18项区域性海洋公约
和行动计划。其中许多公约和行动计划采用生
态系统办法来管理海洋资源，通过了关于保护
区、海洋垃圾、溢油治理、船源污染、废物越
境转移和处置、沿海区综合管理、陆基污染源
的规程。方案以行动为导向，针对具体区域开
展活动，汇集了包括政府、科学界、民间社会
在内的不同利益攸关方，而且提供了与其他区
域和全球法律文书的接口。重点是促进区域层
面的海洋治理，以落实全球海洋议程，并应对
新出现的问题。方案协助单个国家履行根据各
项区域性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以及推而广之最
终依照《海洋法公约》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环境署管理的其他海洋环境保护方案囊括了红
树林、海草、海藻等海洋资源的生态系统管
理，以及与珊瑚养护、恢复、保护有关的项
目。《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
动纲领》是一个政府间机制，旨在解决陆源污
染问题，协助政府履行《海洋法公约》下的义
务，依托海洋垃圾、营养盐和废水管理方面的
全球伙伴关系，包括凭借区域海洋方案制定的
区域法律文书，预防和治理污染。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海洋法公约》载明了关
于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
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海洋生物栖息地
的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包括海洋环境中的生物多样
性，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作出了若干决定，以解决海洋
和沿海生物多样性问题，并推动《海洋法公
约》的执行。

另外一些条约为保护特定海洋物种提供了机
制，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濒危物种公约》)。它先于《海洋法公约》
在1975年生效，对动植物标本贸易作出了规
定，包括通过一个独特的制度，管理从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取得的标本(又称“从海上引
进”的标本)贸易。该公约就其附录所列海洋
物种为港口国和船旗国规定了义务，其实施对
《海洋法公约》构成了补充和支持。各国必须
确信交易标本具有合法性、可持续性和可追踪
性，而后才能颁发所需的《濒危物种公约》许
可证和证明书。《海洋法公约》为界定样本取
自哪个海洋区提供了必要背景，并建立了船旗
国和港口国采取行动的国际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洋物种列入《濒危物种公
约》附录，《濒危物种公约》与《海洋法公
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要。《濒危物种公
约》缔约方还议定了若干决议，用以指导港口
国和船旗国履行《濒危物种公约》就参与从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取得的海洋物种标本贸易
的船舶所规定的义务。第14.6号决议就是其中
之一，《濒危物种公约》在该决议中阐述了在
贸易涉及租赁船舶的情况下适用的规则，以及
区域渔管组织/安排的作用和潜在贡献。

图片： Beth Watson，2016年联合国世界海洋
日摄影比赛作品。

鼓励各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合作，在通过海上

路线进行贩运的地点，防止、打击和消除非法贩运受保护

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164段)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regional-seas-programme
https://www.unep.org/zh-hans/guanyulianheguohuanjingshu
https://www.unep.org/zh-hans/guanyulianheguohuanjingshu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28716/Coral_Policy.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unep.org/zh-hans/guanyulianheguohuanjingshu
https://www.unep.org/zh-hans/guanyulianheguohuanjingshu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
https://cites.org/eng/disc/text.php
https://cites.org/eng/disc/text.php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Res-14-06-R16.pdf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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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约》由于其框架性质，还为采取行
动应对气候变化等当代挑战提供了空间。海事
组织成员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依照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并根据《公约》就来
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所作的规定，努
力防止船舶造成的空气污染。《预防船舶空气
污染条例》(又称《防止船污公约》附件六)力
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舶在空气中的排放物。作
为补充，2013年1月1日实行了强制性技术和
操作能效措施，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此
外，海事组织通过了关于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
放的初步战略，设想到2050年国际航运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与2008年相比至少下降50%，同
时努力逐步实现零排放。

生物多样性丧失，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
仍在继续发生。为努力确保全面的全球制度更
好地解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大会召开了政府
间会议。而且，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
的主持下进行谈判，以根据《海洋法公约》就
这一领域制定一项新的文书。会议的成果应当

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将来形成的
任何文书都将成为继《鱼类种群协定》和《第
十一部分协定》之后的《海洋法公约》第三项
执行协定。

今天，海洋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塑料污染问
题。《海洋法公约》涉及到陆基污染源，与此
同时，联合国环境大会在2022年通过了一项
历史性决议，要求环境署组建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就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
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在决议序言
中，明确承认《海洋法公约》是这方面现有的
相关文书之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到2024年底
完成这项工作。

在《海洋法公约》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建
立的总体框架内，为通过这类法律发展，应对
海洋面临的紧要问题，预埋了伏笔。《海洋法
公约》规定了一般原则和具体义务，而且为视
需要制定进一步的详细条例预留了空间，从而
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这一重要方面，包括
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下关于减少海洋污染、管
理、保护和恢复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最大限
度降低海洋酸化程度、保护沿海和海洋区域的
具体目标。

图片： Kevin De Vree，2021年联合国世界海洋
日摄影比赛作品。

图片：Peter de Maagt，2019年联合国世界海洋
日摄影比赛作品。

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nment/Pages/Air-Pollut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Reducing-greenhouse-gas-emissions-from-ship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Reducing-greenhouse-gas-emissions-from-ships.aspx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89/06/PDF/N223890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187/54/pdf/N151875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187/54/pdf/N151875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187/54/pdf/N151875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68/76/pdf/N1746876.pdf?OpenElement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9812/OEWG_PP_1_INF_1_UNEA%20resolution.pdf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简介： 
水下文化遗产
强调水下的考古、文化和历史遗产，包括沉船和水运工具，包含着
人类历史的重要信息，这些遗产是应予保护和保全的资源

(大会第77/248号决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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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约》载有缔约国保护其水下文化遗
产的一般性义务。关乎人类利益的要素需要得
到保护。出于这方面的关切，在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于2001
年制定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这项公
约脱胎于各国为保全这种遗产制定全面、有效
的规章框架的长期努力。对其解释应与《海洋
法公约》一致。目前有72个缔约国。

教科文组织的这项公约着眼于防止对水下文化
遗产的掠夺、商业开发和非法贩运。它涵盖了
包括内陆水域和海洋在内的所有水域和所有海
洋区，载有强大的保护措施。《公约》还响应
了提供科学指导和促进国家合作的需要。它规
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以不符合《公
约》条款的方式使用包括港口在内的本国领

土，有义务采取措施，扣押本国领土内以不符
合《公约》的方式打捞的水下文化遗产，有义
务采取措施，惩治违反规定的行为。此外，
《公约》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和国家合作制度，
以保护缔约国领海以外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一
制度能够为保护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要素，提
供一个通用模式。一个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可以
应要求，就《公约》所附科学规章的实施提供
咨询意见。

教科文组织的这项公约为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
宝贵机会，以保护包括领海及领海以外水域在
内的各种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而水下文化遗
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该公约说明
如何以可行的方式确保水下遗产得到保护，是
对《海洋法公约》的补充并协助其执行工作。

斯凯尔基暗滩和西西里海峡案例
斯凯尔基暗滩遗址位于西西里海峡，这里是地中海最繁忙

的海上航线之一。斯凯尔基暗滩是过去三千多年来的数百

艘沉船的葬身之地。2018年初，意大利向教科文组织通报

了这处遗产容易受损的情况。之后，八个缔约国表示有意

愿按照教科文组织的这项公约，与两个协调国联手，商讨

如何确保对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略和

行动计划，以实现保护倡议的目标。在委员会协调下，还

于2022年8月执行了一次大型水下考古任务，对遗产进行

勘测并绘制地图，为沉船建立模型，就位置和保护状况实

施总体评估，以便长期保护这一水下文化遗产。在这次初

步勘测中，发现、调查、拍摄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 

图片：在瓦努阿图就剌培鲁斯船队“指南针号”
沉船开展科学研究© C. Grondin/教科文组织。

https://www.unesco.org/zh
https://www.unesco.org/zh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convention-protection-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
https://www.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s/fichiers/2022/09/Skerki%20Bank%20Fact%20Sheet%20ENGLISH.pdf
https://www.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s/fichiers/2022/09/Skerki%20Bank%20Fact%20Sheet%20ENGLISH.pdf
https://www.unesco.org/en/skerki-bank-mission


航运： 
航行和国际贸易
促请各国依照国际法尤其是《公约》的规定，确保航行自由、航行
安全以及过境通过、群岛海道通过和无害通过的权利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1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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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承载了80%以上的国际贸易量，为所有国
家提供了关键的供应链链接和进入全球市场的
通路，从而使我们的全球化经济得以运转。因
此，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这一重要部门。

根据《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的船舶在专属
经济区和公海享有航行自由，在领海享有无
害通过权。船旗国有义务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
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上的管辖和控制，
采取措施确保船舶备有海上安全作业和航行装
备。因此，《海洋法公约》作为一个总体框架
运行，其他各项国际协定对里面的关键条款作
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在海事组织的主持下制定的《1974年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就是其中一例，与商船的安全
有关。它明确了商船建造、装备和运行的最低
安全标准，由船旗国和港口国贯彻落实。经修
订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设定了
旨在防止船舶碰撞的航行规则。此外还须重点
指出《1978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
公约》。

关于海员劳动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事务，在国际
劳工组织的主持下通过了经修订的《2006年海
事劳工公约》，里面的规定旨在确保某些商船
上工作的海员，比如在旅游和娱乐业船舶上工
作的人员，包括不直接参与船舶航行或作业的
海员，享有体面就业标准。

鉴于船旗国对其船只行使有效管辖和控制很重
要，1986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
议)的主持下经谈判制定了《联合国船舶登记
条件公约》。贸发会议是联合国机构，设立的
目的是通过制定多边法律文书等方式，促进国
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准入。《公约》
虽然尚未生效，但确立了船舶在国家登记机关
登记的国际标准，包括船舶与登记国之间具有
“真正联系”的最低要素，对国家船舶登记法
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海商法领域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对促进安
全、对环境负责的全球航运而言，也很重要。
国际海商法通过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赔偿责任，既影响商业决策，也影响船舶
安全、海洋污染、海上生命安全和海员工作条
件。贸发会议单独或在某些情况下与海事组织
一起主持制定了几项国际公约，其中囊括了关
于海上货物运送、多式联运、海事优先权和抵
押权以及扣船的国际赔偿责任框架。另外，还
形成了示范规则和非强制性标准，它们正在塑
造和统一国际海上商业运输法律框架。

除了前述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防治工作，海
事组织还继续处理国际航运中新出现的其他问
题，包括与欺诈登记和自主船舶有关的问题。
例如，就后者而言，需要作出规范，确保可能
更清洁、更高效的新技术不会引发新风险。按
计划，到2024年要通过一项关于自主航运的非

图片：海事组织。

图片：海事组织。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tl2018d1_en.pdf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SOLAS),-1974.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SOLAS),-1974.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COLREG.aspx
https://www.imo.org/en/About/Conventions/Pages/COLREG.aspx
https://www.imo.org/en/OurWork/HumanElement/Pages/STCW-Convention.aspx
https://www.imo.org/en/OurWork/HumanElement/Pages/STCW-Convention.aspx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maritime-labour-convention/text/WCMS_763684/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maritime-labour-convention/text/WCMS_763684/lang--en/index.htm
https://unctad.org/about
https://unctad.org/about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sconf23_en.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sconf23_en.pdf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3700/files/A_RES_1995%28XIX%29-ZH.pdf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3700/files/A_RES_1995%28XIX%29-ZH.pdf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3700/files/A_RES_1995%28XIX%29-ZH.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aconf89d13_c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1980/05/19800524%2006-13%20PM/Ch_XI_E_1.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aconf162d7_ch.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aconf162d7_ch.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aconf188d6_ch.pdf
https://unctad.org/topic/transport-and-trade-logistics/policy-and-legislation/international-maritime-transport-law/maritime-conventions
https://unctad.org/topic/transport-and-trade-logistics/policy-and-legislation/international-maritime-transport-law/non-mandatory-rules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ages/Autonomous-shipp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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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守则，接着到2028年要通过一项强制性
守则。 

航运在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包容性经济增
长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国际航运能促进食
品、能源、原材料、制成品、医疗用品等货物

的国际贸易，能提供就业，还能支持生计，是
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柱。因此，《海
洋法公约》和在其总体框架内就航运制定的相
关国际法律文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征途上
不可或缺的工具。



海洋科学研究
回顾海洋科学通过持续开展研究和评估监测结果增进知识，并把这
些知识用于管理工作和决策，对消除贫困，加强粮食保障，养护世
界海洋环境和资源，帮助了解、预测和应对自然事件以及促进海洋
的可持续开发至关重要

(大会第77/248号决议，序言)



19海洋科学研究

尽管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以上，但在很大程
度上仍未得到勘探，关于海洋的科学知识也很
有限。但是，海洋科学对尽可能作出最佳决定
来确保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至关
重要。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加深对海洋
的认知必不可少。

科学在海洋管理中起着根本作用，包括搭建综
合框架，以便开展和促进海洋科学研究。这在
《海洋法公约》中得到了认可。一方面，《公
约》列出了所有国家开展这种研究的权利，包
括开展、管理、授权属于其主权或管辖范围的
海洋区内研究的权利，在“区域”内依照第
十一部分的规定开展研究的权利，以及在公海
上开展研究的权利。另一方面，《海洋法公
约》要求各国促进和便利此类研究的发展和开
展，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科学数据和信
息的流动。《海洋法公约》通过就海洋科学研
究在各海洋区的开展确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进一步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教科文组织
海委会)于1960年成立，是海洋科学研究方面
的主要国际组织之一。委员会促进国际合作，
并协调海洋研究、服务、观测系统、减灾和能
力发展方面的方案和项目。《海洋法公约》由
于为海洋科学研究建立了新的法律框架，对教

科文组织海委会的工作产生了影响。1997年，
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成立，就《海洋法公约》
的适用问题向教科文组织海委会提供咨询意
见。

凭借咨询机构的工作，教科文组织海委会通过
了第二四七条适用程序。这是在国际组织开展
或主持的项目执行《海洋法公约》方面的一个
重大步骤。咨询机构的工作还囊括了与新技术
有关的挑战。鉴于对《海洋法公约》下的法律
制度应当如何适用于此类工具有不同意见，教
科文组织海委会成员国于2008年通过EC-XLI.4
号决议，制定并通过了准则。因此，Argo计划
下的重要国际研究工作能按照《海洋法公约》
建立的框架继续开展。Argo计划是全球海洋观
测系统的一部分，由大约3 000个浮标组成。
浮标随洋流漂移，收集重要的海洋数据。教科
文组织海委会继续审议能鼓励海洋观测持续开
展的最佳方式，包括考虑到遥控自动潜航器等
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审议如何便利国家管辖区
域内的海洋观测。

开展和促进海洋科学研究，需要适当的技术。
《海洋法公约》第十四部分承认这一点，要求
缔约国合作促进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特别
注重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教科文
组织海委会配合《海洋法公约》下建立的海洋

图片：Frank Gazzola，2020年联合国世界海洋
日摄影比赛作品。 图片：Edward Herreño，2020年联合国世界海

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https://ioc.unesco.org/
https://ioc.unesco.org/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6741#:~:text=The%20IOC%20Advisory%20Body%20of%20Experts%20on%20the,on%20the%20Commission%C2%B4s%20role%20in%20relation%20to%20UNCLO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57009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7986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79861
https://argo.ucsd.edu/
https://ioc.unesco.org/our-work/global-ocean-observing-system-goos
https://ioc.unesco.org/our-work/global-ocean-observing-system-goos
http://www.argo.net/
https://oceanexpert.org/downloadFile/50849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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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制度，于2005年通过了《海洋技术转
让标准和准则》。这些准则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下具体目标14.a中得到明确认可，旨在就如何
进行这种转让提供指导，促进《海洋法公约》
相关规定的适用，推动通过国际合作进行能力
建设。 

只有成果被有效用于为决策提供信息，海洋科
学才能释放全部潜力。然而，科学不一定总是
为政策制定者所了解，也不一定总能以易于转
化为政策决定的形式来呈现。在这方面，努力
促成所谓的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衔接至关重要。
联合国系统内的几个组织、机构和进程在促进
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海洋问题进行交流方面
发挥了作用。海洋环境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方
面问题)全球报告和评估经常程序就是其中之
一。它采用政策制定者易于查阅的格式，编制
了世界海洋状况定期评估报告。

尽管以可持续方式管理的健康海洋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但是海洋科学供资的水
平仍然较低。从事海洋科学工作的妇女人数不
足，也继续令人关切。为动员各方采取行动，
拿出具有变革意义的海洋科学解决方案，促
进可持续发展，大会宣布2021-2030年为“海
洋十年”(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年)，由教科文组织海委会进行协调。“十
年”旨在加大对海洋科学的投资，由此提高不
同学科、地域、世代、性别利益攸关方的权能
和参与。它将带来持久的变革，使各国能够根
据可持续发展目标14，实现对海洋和海洋资源
的养护和可持续管理。

图片：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919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9193
https://www.un.org/regularprocess/
https://www.un.org/regularprocess/
https://www.un.org/regularprocess/woa2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14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148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586/10/pdf/N225861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586/10/pdf/N2258610.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21/89/pdf/N174218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421/89/pdf/N1742189.pdf?OpenElement


简介： 
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展望
赞赏地注意到各区域为进一步执行《公约》，在区域一级作出努力
和采取举措，并通过能力建设等方式应对与海上安全和安保、海洋
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及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问题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3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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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及太平洋，至少有2亿人靠海为生。这
个区域的生物十分多样；据估计，这里有全世
界71%的珊瑚礁和45%的红树林。经济依赖海
洋，这个区域的国家占全球渔业产量的一半以
上、占全球水产养殖业产量的90%左右。社区
靠渔业和旅游业赚钱糊口；这些活动离不开健
康的海洋，必须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海洋从
地理上或文化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方
式相分割。

《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整个区域
的正常经济活动十分重要。例如，海洋区制度
为划定渔业等经济活动所依赖的海洋空间和边
界，打下了明确的基础。虽然非法、未报告和
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仍然是一个挑战，但依照
《海洋法公约》设立了海洋区后，就可以制定
诸如《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
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等文书，遏制
这种做法。

海洋和《海洋法公约》为地处偏远的国家提供
了生命线，使海上贸易和旅客运输成为可能，

每一天都在维持着社区和家庭的联系。《海洋
法公约》的规定对促进区域和平合作、跨境经
济发展十分重要。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
流行期间，海上互联互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机场和公路面临关闭和封锁，航运却为食品、
药物、口罩、个人防护设备、医务人员和疫苗
开辟了安全通道，即便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岛屿
也能到达。

《海洋法公约》和相关文书仍是国际合作的支
柱，也是有效开展海洋事务政策制定工作的框
架。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
会)的工作方案与《海洋法公约》的具体内容
和《2030年议程》的执行工作对接。为支持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亚太经社会制定了加速
方针，通过确定具有正面乘数效应的关键干预
措施，结合国家优先事项使发展效益达到最佳
水平。亚太经社会的海洋相关能力发展和技术
援助活动采取整体办法，同时兼顾了国家法律
规章以及《海洋法公约》架构下的总体国际框
架。亚太经社会还定期推广区域合作活动，以
促进有效的海洋治理，包括借助富于创新的数
据使用办法，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进
展情况。

未来，海洋将继续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挥关
键作用，包括创造机遇，推动蓝色经济转型。
与机遇相伴而来的是许多挑战，气候变化最为
突出。在这方面，亚太经社会的战略支持领域
之一是，根据与环境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协作制定的区域十年方案，促进通过
基于海洋的解决办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推
动海洋十年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落实。

图片：Alex Lindbloom，2017年联合国世界海
洋日摄影比赛作品。

https://www.unescap.org/news/fisheries-and-tourism-among-most-promising-sectors-support-pacific-sids-recovery-highlights
https://www.fao.org/3/cc0461zh/cc0461zh.pdf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zh?details=ca4509en%2f
https://www.fao.org/3/i5469c/I5469C.pdf
https://www.fao.org/3/i5469c/I5469C.pdf
https://www.unescap.org/
https://www.unescap.org/
https://www.unescap.org/sdg/14-life-below-water
https://www.unescap.org/sdg/14-life-below-water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knowledge-products/SDG%2014_A%20Methodological%20Overview.pdf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knowledge-products/SDG%2014_A%20Methodological%20Overview.pdf
https://www.unescap.org/capacity-development
https://www.unescap.org/capacity-development
https://www.unescap.org/projects/regional-decade-program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https://unworldoceansday.org/photo-competition/


能力建设
强调必须进行能力建设，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沿海
国，能够全面执行《公约》，从海洋的可持续开发中获益，并充分
参加关于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的全球和区域论坛

(大会第77/248号决议，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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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有效贯彻《海洋法公约》和相关文书所
反映的国际海洋法，取决于各国是否有能力切
实参与法律框架，并有效管理海洋空间、资源
和活动。这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达到
《2030年议程》中与海洋有关的目标和具体
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也十分重要。
然而，海洋事务和海洋法方面的能力发展依旧
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需求。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自身任务范围内开展了与
《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协定有关的能力建设活
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是《海洋法公约》和
《鱼类种群协定》的秘书处，在海洋事务和海
洋法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建设了能力、提供了其
他援助。自《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海法司
一直就《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协定的统一、一
致适用、就更广泛的海洋事务，向各国提供基
于需要的持续援助方案。海法司还与其他政府
间组织和发展伙伴进行了合作。凭借特设项目
和多年期项目，海法司协助各国巩固海洋事务
和海洋法方面的能力，包括为此推出技术合作
方案、区域和国家讲习班、培训、研究金和海
洋治理研究，同时还处理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比如海洋治理和科学与政策的衔接、可持续海
洋经济和海洋融资、《2030年议程》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性别和海洋事务。海法司管理的
自愿信托基金还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大会有关海
洋和海洋法的工作提供财政支持，并协助执行
《海洋法公约》。

开发署是联合国负责国际发展的牵头机构，扮
演着知识对接者、能力建设者、创新者和促进
者的角色。开发署调动了5亿多美元的财政资
源，用来支持《海洋法公约》的发展中缔约国
履行《公约》下的各项义务。调动的资源中有
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和
方案，这些项目和方案除其他外涉及保护海洋
环境免受威胁，包括污染、入侵物种、生物污
底、不可持续的捕捞活动和生境丧失等威胁。
此外，开发署关于大型海洋生态系统、渔业管

理、航运的许多项目和方案支持各国执行《海
洋法公约》，包括为此在研究、科学数据收
集、科学研究能力建设、数据和信息的交换和
公开方面进行广泛投资，促进国际合作，协助
各国带动海洋融资。开发署的大型海洋生态系
统和跨界水域方案拟订工作还着力提升水资源
管理和海洋污染防治。

粮农组织以法律、政策、技术咨询服务和援助
的形式，促进各国政府发展能力，以支持制定
或修订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的法律、政策
和体制安排，并且处理其他相关事宜。粮农组
织向区域和次区域渔业组织提供支持服务，帮
助它们打造法律框架，并且培养技术能力，以
协助各国政府加强研究、统计和信息系统，支
持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循证决策。

就国际海底管理局而言，它负责制定和执行专
门方案，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参与“区域”
内开展的活动，已采取了方案办法来发展能
力，并为此制定了专门战略。战略认准五个关
键行动领域，包括需要提高深海知识素养、加
强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推动妇女在深海相关
学科和海洋治理事务中掌握权能、展现领导
力。还特别强调需要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
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

环境署对海洋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给予支持，
包括协助加强法律基础架构，构建新的体制机

图片：Celia Kujala，2020年联合国世界海洋日
摄影比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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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转让适当技术。前文讨论过环境署的区域
海洋方案。该方案及其区域活动中心为评估、
研究和能力建设提供专门支持。区域海洋科学
公约和行动计划还着力促进知识的共享和最佳
做法的推广。与此同时，海洋保护区管理、数
据收集分析等主题的方案大受欢迎，为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14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有效支
持。

为积累航运业安全、高效运作所需能力以及必
备技术知识和资源，海事组织制定并实施了综
合技术合作方案。方案优先提供以人力资源和
机构能力发展为重点的技术援助，协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自身能力，以遵守与海事安全和防控
海洋污染有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并促进可持
续生计和消除贫困。

贸发会议针对政策和法律问题开展了研究、分
析、技术咨询和其他能力建设活动，旨在协助
政策制定者就运输领域的广泛议题作出决定、
找出相关的能力建设需求和确定适当的监管对
策。关注的领域包括海商法、船源污染法律框

架、海盗行为、海员以及关于港口和其他重要
沿海运输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问题。

海洋科学对执行《海洋法公约》十分重要，教
科文组织海委会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
力。海委会通过教育和海洋技术转让，促进国
际合作，协调包括能力发展在内各个领域的方
案和项目。“海洋十年”旨在提升变革性海洋
科学方面的能力和投资。这项全球运动将协助
各国落实《2030年议程》中所有与海洋有关的
优先事项，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下的具体
目标。

能力是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只有掌握海洋事
务、海洋法、海洋科学方面的相关能力，包括
为此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各国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通过这些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活动，
正在培养能力，支持各国执行《海洋法公约》
和相关协定，最终协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14乃至更广泛的《2030年议程》，释放可
持续海洋经济的全部潜力。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regional-seas-programme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regional-seas-programme
https://www.imo.org/en/OurWork/TechnicalCooperation/Pages/ITCP.aspx
https://www.imo.org/en/OurWork/TechnicalCooperation/Pages/ITCP.aspx
https://unctad.org/topic/training-and-capacity-building
https://unctad.org/topic/training-and-capacity-building
https://unctad.org/topic/transport-and-trade-logistics/policy-and-legislation/international-maritime-transport-law/maritime-conventions
https://unctad.org/topic/transport-and-trade-logistics/policy-and-legislation/climate-change-and-maritime-transport
https://unctad.org/topic/transport-and-trade-logistics/policy-and-legislation/climate-change-and-maritime-transport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9193?posInSet=1&queryId=4f56e85f-d927-4f73-9fb9-38d5127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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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89/06/pdf/N223890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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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海洋法公约》创立了一套法律制
度，在国家的传统自由与管理海洋活动的需要
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这套制度证明不但具
有非凡韧性，而且卓有成效，促进了海洋及其
资源的和平与可持续利用。的确，《海洋法公
约》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蕴含着多边
主义确保海洋秩序的力量和希望。

本出版物介绍了联合国海洋网络各成员的工
作，由此展示了在《海洋法公约》框架内出现
的、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广泛问题，并用
实例说明了如何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及进一步发
展法律制度，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现
在，我们要增强决心，在各国及联合国各实体
的支持与配合下，充分、有效地执行《海洋法
公约》。此外，正如2022年联合国海洋会议成
果所阐明的，要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就必须与私营部门建立多学科、多利益攸关方
伙伴关系。

在我们的海洋因气候变化、过度开发、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污染而面临多重威胁之时，《海洋
法公约》将始终是一个牢固指南，指引我们向
更可持续的未来过渡。它将继续提供坚实的基
础，保证海洋能够支持人类的生活生计，支撑
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存续的庞大生态系统，还
将继续提供框架，以进一步采取必要行动，应
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和新出现的问题。《海洋法
公约》40周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契机来盘点取
得的成就，重温使通过《公约》这一重大成就
得以实现的多边主义精神。在我们以联合国一
体化方式齐头迈进，迎接前方的新挑战时，让
我们努力重新焕发这种希望与协作之感。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89/06/pdf/N223890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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