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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海洋事务及其协调


李景光１，阎季惠２

（１．国家海洋局　北京　１００８６０；２．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自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以来，尤其是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以后，联合国日益重视海洋，海洋事务在联合国议事日程中的地位日趋突出。

文章介绍了联合国有关公约和文件对海洋的重要性的论述、联合国关注的主要海洋议题以

及联合国系统的主要涉海机构，同时介绍了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情况，归纳了联合国海洋

事务与协调工作的特点以及对我国海洋工作的启示。

关　键　词：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球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中起着独特作用。

联合国一向积极推动全球海洋事业的发展，自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日益认识到海洋及其资源与

环境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海洋工作力度，重视

和加强海洋事务协调，海洋在联合国事务中的

地位日趋突出。

１　联合国主要涉海公约和文件有关海洋

的论述

　　联合国一系列公约和文件阐述了海洋的

重要性，建立了管理各种涉海活动的法律制

度，提出了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

措施。

１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１９８２年通过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１］被

誉为 “海洋宪法”，为全球的海洋事务管理建

立了全面的法律框架。主要内容包括：领海

和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国；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岛屿制度；封

闭或半封闭海；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

境自由；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环境的保护和

保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

让以及争端的解决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明确规定了各国在海上不同区域的权利和在

行使权利时应履行的义务。

１２　 《２１世纪议程》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 《２ｌ世纪议

程》，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加强海洋与

海岸带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２］。

《２１世纪议程》第１７章指出， “海洋是一个整

体，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要求 “沿

海国承诺对其在国家管辖内的沿海区和海洋环

境进行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每个沿海国

都应考虑或在必要时加强适当的协调机制，在

地方和国家层面推进海洋及其资源的综合管理

与可持续发展”。该议程确定了６个与海洋综合

管理相关的方案领域：① 海洋综合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② 海洋环境保护；③ 国家管辖范围内

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④ 处理海

洋环境管理和气候变化方面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⑤ 加强各地区的合作与协作；⑥ 小岛屿的可持

续发展。

１３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２００２年全球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通过的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着重指出，海洋、岛屿

和海岸带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球食物供应安全和保持各国经济繁

荣的关键，要求：① 各国批准或加入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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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② 促进对 《２１世纪议

程》第１７章的执行；③ 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海

洋事务协调机制；④ 鼓励应用生态系方法，促

进各国的海岸带和海洋综合管理；⑤ 鼓励并协

助沿海国家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政策和建立所

需机制；⑥ 加强相关区域组织和计划间的协调

与合作；⑦ 采取措施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⑧ 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保护海洋环境免

受城市废水污染和避免栖息地的物理变化和遭

破坏，提高海事安全水平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

航运活动污染；⑨ 加强对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的科学认识与评估，为正确决策服务。

１４　２０１２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

《我们憧憬的未来》

　　２０１２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

的会议成果文件 《我们憧憬的未来》第五部分

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具体领域的未来行动，其中

涉海内容主要有：① 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 敦促

所有缔约方充分履行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承担的义务；③ 加强海洋科学研究，积极推进

技术转让；④ 支持海洋环境状况全球报告和评

估经常程序；⑤ 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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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加强陆

源污染控制，减少海洋废弃物；⑦ 防止外来物

种入侵；⑧ 努力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对

许多沿海地区和岛屿带来的严重威胁；⑨ 应对

海洋酸化以及气候变化对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及资源的影响；⑩ 依照谨慎与预防方针处理海

洋肥化问题； 加强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的

保护； 敦促各国执行 《鱼类种群协定》和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打击和取缔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 提高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推行问责制；

养护珊瑚礁和红树林生态系统； 到２０２０

年，使１０％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

２　联合国关注的主要海洋议题

联合国关注的海洋议题主要有如下内容。

２１　海洋和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世界海洋及沿岸地

区正面临着严峻威胁，生态环境正发生迅速改

变。海洋及沿岸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陆

源污染与富营养化；过度、破坏性捕捞和非法、

未报告与无管制捕捞；生态栖息地遭受物理改

变；外来物种入侵和全球气候变化等。

联合国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主要有：① 通

过 《生物多样性公约》支持建设跨国海洋保护

区；② 环境规划署编制的 《海洋生物多样性评

估和展望报告》论述了全球海洋生物受到的影

响情况，预测了到２０５０年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状

况，提出防止物种灭绝的重要举措；③ 环境规

划署从１９７４年起开始实施区域海计划，迄今已

有１４０多个国家参与；④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对濒危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进行

了相关规定或限制；⑤ 签署了 《养护野生动物

移栖物种公约》；⑥ 教科文组织实施了 “人与生

物圈计划”，海洋、海岸带和岛屿地区是人与生

物圈计划七类区域之一；⑦ 建设了生物勘探信

息资源数据库；⑧ 推动实施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生物

多样性战略计划。

２２　海洋与气候变化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指

出，近５０多年来，全球海水温度一直在上升，

进而导致海水膨胀和海平面上升。２０世纪，海

平面上升约０．１７ｍ，２１００年前海平面可能升高

１ｍ或１ｍ以上。逐渐变暖的海水和表面洋流的

变化直接影响着海洋动植物群落，改变鱼类种

群的分布和数量。海平面的持续上升对许多小

岛屿国家造成威胁，作为许多国家主要收入来

源的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

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工作主

要有：① 签署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② 通过了 《摩纳哥宣言》，呼吁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避免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

危害；③ 世界海洋大会发布 《万鸦老海洋宣

言》，要求制订可持续管理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的国家战略；④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国际会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

略》；⑤ 通过了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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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２３　海洋环境污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海洋污染的８０％

来源于陆地，按照目前的污染速度，海洋污染

程度在４０年内将翻一番，各国应履行保护海洋

环境免受陆上活动影响的责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１０８个国家的政府和欧盟达成了 《保护海洋环境

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承担了该行动纲领秘书处的职责。此外，

联合国还启动了海洋环境状况全球报告经常程

序。

２４　海洋与人类食物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出，捕捞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２０１１年全球产量约为１．５４亿ｔ，其中

１．３１亿ｔ供人类食用。在海洋与人类食物问题

上，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发展可持续

的水产养殖，减少过度捕捞和预防并遏制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要求各国按

照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采取严格的管理计

划来恢复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落实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加强对高度洄游、跨

界和公海渔业资源的保护与养护。１９９５年，联

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２００１年，在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框架内通

过了一项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

无管制捕鱼国际行动计划》。

２５　海盗问题

２０１３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表的海洋和海洋法

报告称，２０１２年国际海事组织收到全世界３４１

起已发生或未遂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的报

告，在西非、马六甲海峡和地中海的袭击次数

有所增加。联合国安理会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通过授权

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向索马里附近海域派遣军

队打击海盗的决议。２０１１年，安理会通过了旨

在加强打击海盗行为的决议草案，决定在索马

里境内和境外设立特别法庭。２００９年１月，国

际海事组织召集的高级别会议签署了 《关于在

西印度洋及亚丁湾海域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的

行为守则》。

３　联合国主要涉海机构

联合国许多机构都涉及海洋事务，其中主

要有：

３１　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截至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共有１９７个成员，其中包括１９４个成

员国、１个成员组织 （欧洲联盟）和２个准成员

（法罗群岛和托克劳）。

为了推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粮农组织分别制定了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

国际行动计划》和 《港口国预防、抵制及消除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措施协定》

等。粮农组织是全球海洋环境与资源管理项目

的积极参与者，其中包括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

的许多国际项目以及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

际水域等方面的其他项目，例如国家管辖以外

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３２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各国间的航运

技术合作，鼓励各国在促进海上安全、提高船

舶航行效率、防止和控制船舶对海洋污染方面

采取统一的标准以及处理有关的法律问题，主

要工作是制定和修改有关海上安全、防止海洋

污染、促进海洋运输和提高航行效率以及与此

有关的海事责任方面的公约、规则、议定书和

建议案。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

并负责保存的公约、规则和议定书共４７个，已

经生效的４３个，其中包括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 《国际防止船

舶污染公约》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

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

作公约》和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

洋的公约》等。国际海事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环

境基金和其他机构资助的国际海洋项目的实施。

３３　国际海底管理局

国际海底管理局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设立的国际海底区域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和控

制成员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深海底进行的活

动，特别是管理该区域矿物资源的勘探与开发

活动。主要职能包括：① 审议各国的勘探工作

计划申请，并监督已核准的勘探工作计划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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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② 执行与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有关的决定；

③ 跟踪和审议深海底采矿活动趋势；④ 研究深

海底矿物生产对发展中陆地生产国的经济可能

产生的影响；⑤ 制定海底开发活动及保护海洋

环境所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⑥ 促进和鼓励

海底采矿方面的海洋科学研究。

３４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宗旨是通过与各国政

府和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协助各国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目标。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涉及海

洋事务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峰会的组织者和推动

者，其中包括：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１９９４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

２００２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２０１０年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２０１２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大会等。这些会议均做出了许多与海洋

直接相关的决议，为推动和指导各国和全球海

洋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框架。

３５　联合国法律事务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主要职能：① 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的协定、海洋和海

洋法问题以及与海洋研究和法律制度有关的具

体事项提供咨询意见并组织相关研究；② 就海

洋和海洋法问题为联合国大会等提供服务；

③ 跟踪和研究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的进展；④ 为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供服务；⑤ 建设和

维护相关的地理信息系统和设施；⑥ 与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

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供行政支撑；⑦ 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海洋事务和海洋法领域的能力建设

援助。

３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促进发展的全球网络。

环境与能源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重要领域之

一，其关注重点是：① 水治理；② 可持续能

源；③ 可持续土地管理；④ 生物多样性保护；

⑤ 化学品管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参与海洋与海岸带

管理计划，通过该计划，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

其他相关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地区渔业组织

和其他相关机构和团体一道，不断加强对海洋

的有效管理，共同推进全球、地区、各国和各

地方的海洋管理和确保可持续生计。开发计划

署还积极组织和实施 “大海洋生态系统计划”，

通过该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

积极支持对世界１０多个大海洋生态系统区开展

基于生态系的管理，提高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

水平。

３７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海洋研

究、海洋公益服务、海洋观测、海洋减灾防灾

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以加深对

海洋与沿海地区及其资源的了解并有效地管理

海洋环境及其资源。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基

本业务领域主要分：① 海洋科学；② 海洋服

务；③ 培训、教育和互援。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的主要计划涉及的领域包括：① 全球海洋观

测系统；② 海洋综合管理；③ 海洋法；④ 海洋

减灾防灾：⑤ 气候变化；⑥ 海洋生态系统

健康。

３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规划署的宗旨是促进环境领域的国际

合作，主要任务是：① 分析全球环境状况并评

价全球和区域环境趋势，提供政策咨询，并就

各类环境威胁提供早期预警，促进和推动国际

合作和行动；② 促进和制定旨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国际环境法；③ 采取行动应付新出现的环

境挑战；④ 加强联合国系统有关环境工作的协

调；⑤ 促进公众环境意识；⑥ 为各国政府和其

他有关机构提供政策和咨询服务。环境规划署

涉及海洋的重大事项有：① 地中海行动计划；

②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及其 《２１世纪议程》；

③ 《生物多样性公约》；④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

陆地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⑤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及其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⑥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及其成果文件

《我们憧憬的未来》。

３９　国际海洋法法庭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国际海洋法法

庭的管辖权及于下列案件：① 有关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② 关于

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目的有关的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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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③ 如果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题事项有关的现行有效

条约或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同意，有关这种条约

或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也可提交法庭。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各国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

交了２２个案件，已审理２０个。

３１０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成立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目的，是便利联

合国成员国在确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２００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方面执行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规定的职能是：审议沿海国提出的

关于扩展到２００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

资料和其他材料，并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提出建议；为沿海国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

意见。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共

收到各国提交的外大陆架界限资料６７份，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已审议其中２６份。

３１１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集团是为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提

供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宗旨是消除贫困。世

界银行集团目前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

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世

界银行集团在海洋领域的重点工作包括：① 可

持续渔业；② 气候变化；③ 海岸带与海洋综合

管理；④ 污染预防与控制；⑤ 海洋生物多样性

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⑥ 珊瑚礁管理；⑦ 解决

食品供应危机。２０１２年，世界银行宣布启动

“保护海洋健康伙伴关系计划”，呼吁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民间社团和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对付

过度捕捞、海洋生态退化和栖息地丧失等问题。

４　联合国海洋事务的协调

为了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的涉海事务，

２００３年联合国成立了 “联合国海洋网络”，全称

为 “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

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的主要职能是：

① 加强并促进联合国系统与海洋和海岸带有关

的各项工作的协调和一致；② 定期交流各成员

单位在联合国相关框架内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

的工作和其他活动，以确定需要开展合作与协

调的领域；③ 支持与海洋有关的联合国会议与

工作；④ 促进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和

落实；⑤ 界定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共同行动

并设立专门特设工作组；⑥ 推进海洋和海岸带

的可持续综合管理；⑦ 为联合国秘书长海洋和

海洋法年度报告提供信息和资料；⑧ 促进机构

间的信息交换；⑨ 提高全球海洋意识。

为支持各项任务和工作，联合国海洋事务

协调机制设立了相关的特设工作组：① 海啸后

应对特设工作组；② 海洋保护区和其他以区域

为基础的管理手段特设工作组；③ 建立海洋环

境全球评价经常程序特设工作组；④ 联合国海

洋图集特设工作组；⑤ 气候、渔业和水产养殖

全球伙伴关系特设工作组；⑥ 保护海洋环境免

受陆地活动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特设工作组；

⑦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特设工作

组；⑧ 宣传和推广特设工作组；⑨ 海洋垃圾问

题特设工作组。

２０１２年，联合国联合检查组根据联合国大

会有关决议对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进行审

议和评估。评估报告指出，联合国海洋事务协

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工作，８３％与 《千年发展目

标》相一致，５５％与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目标一致。联合检查

组还指出，海洋事务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地履行

职能，主要原因 “一是结构性缺陷”，没有专门

的秘书处，二是 “没有专门预算”。为此，提出

了５项建议：① 各国设立海洋和有关问题的国

家协调中心；② 修订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

的职责范围；③ 成立专职秘书处；④ 为联合国

海洋事务协调机制制定业务指南；⑤ 加强与联

合国能源机制和联合国水机制的协调。

５　联合国海洋事务管理与协调的特点及

其启示

５１　特点

联合国在海洋事务管理与协调方面的主要

特点有如下内容。

５１１　不断完善法律体系，通过法规，规范和

管理涉海活动

　　联合国十分重视依法管理涉海活动，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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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涉海事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联合

国及其所属机构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协议

和准则等，其中最主要的是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涉海法规涉及领

域众多，内容广泛，例如国际海事组织的 《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

约》和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

公约》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诸多公约与准则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和 《港口国预防、抵制及消除非法、未报告和

无管制捕捞活动的措施协定》等；国际海底管

理局制定的 《“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

规章》《“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

章》和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

章》，也是联合国系统涉海法规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５１２　成立与海洋事务有关的机构，扩展已有

机构的涉海职能

　　为了推进海洋事务，联合国相继成立了相

关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有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除此之外，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设有海洋和海洋法司，

在联合国系统内设有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

际海事组织、粮农组织以及环境规划署等。随

着国际海洋事务的发展，这些组织的职能在不

断扩展和强化，例如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原

来专门肩负海洋科学技术任务，迄今已把工作

范围扩展到海洋法和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等

领域。２０１２年７月，连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成立

了 “海洋酸化国际协调中心”，世界银行于２０１２

年２月宣布实施全球海洋伙伴关系计划。

５１３　将海洋事务列为重要议程

目前，海洋事务已经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

程之一，主要表现是：

（１）组织定期海洋会议和开展海洋问题辩

论：定期举行的海洋会议主要有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缔约国大会和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

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缔约国大会从１９９４年公约生效至今共

召开了２０次会议；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２４日决定启动 “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磋商会

议”，以便利联合国大会每年审议联合国秘书长

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至２０１３年已召开１４

届。此外，联合国大会在每年的届会上，还围

绕海洋问题举行辩论。联合国大会海洋问题辩

论到２０１３年底共举行了２２次。

（２）将海洋作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领

域：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海洋已经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 《２１世纪议程》《联合国千年宣言》 《约翰内

斯堡执行计划》和 《我们憧憬的未来》等。

５１４　积极实施海洋管理、保护与服务项目

为了推动海洋环境及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

续开发利用，联合国系统积极推动有关项目，

其中最主要的有环境规划署的区域海计划，由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大海洋生态系项目和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由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推动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计

划等。

５１５　发布海洋和海洋法年度决议与报告
［３－４］

从１９９３年起，联合国大会每年都通过海洋

与海洋法问题决议，２０１３年４月联合国大会发

布的第六十七届大会通过的海洋与海洋法决议，

共分１８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相关协定及文书的执行；和平解决争

端；国际海底区域；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

法庭的有效运作；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

海事安全和安保与船旗国的执行情况；海洋环

境和海洋资源；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

海洋环境状况全球报告和评估经常程序和区域

合作等。从１９９４年起，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

大会提交关于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的年度报告，

全面和系统地介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年

度实施进展情况。

５１６　不断强化海洋事务的协调

为了强化联合国系统涉海事务的合作与协

调，２００３年成立了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机制。

目前协调机制有成员组织１６个。２０１２年联合国

联合检查组还专门应联合国大会要求对海洋事

务协调机制的工作进行评估，提出了加强协调

机制的工作的五大建议，联合国有关机构对该

评估报告普遍表示欢迎，评估报告提出的改进

措施正在落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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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启示

２０１３年７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２１世

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

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

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

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

的发展道路，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海洋工作取得了长足

发展，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联合国的海洋事务，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５］。其中主要有：

（１）将海洋事务作为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联合国反复强调海洋在可持续发展事业中的重

要性，要求各国将海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我

们应进一步重视海洋，提高海洋在国家总体规

划与发展议程中的地位。

（２）不断强化和完善海洋管理与协调体制。

２０１３年，我国重组了国家海洋局并成立国家海

洋委员会，为海洋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有益的体

制基础。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管理与协调

工作仍然滞后。进一步提升管理体制和强化协

调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和紧迫任务。

（３）加强涉海法规建设。联合国在这方面

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国尽管出台了一

些涉海法规，但缺乏国家海洋基本法，有些法

律缺乏配套法规，制约了海洋工作的开展。因

此，应尽快制定国家海洋基本法，全面完善海

洋法规体系，为涉海工作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

（４）发展海洋科学技术，为管理与决策提

供依据。联合国的年度海洋报告与决议中，海

洋科学技术是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应进一步发

展海洋科学技术，加深对海洋的了解与认识，

进而促进海洋决策与管理工作。

（５）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在许多文件中

指出，全球海洋是一个整体。海洋的流动性与

整体性，决定了海洋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积极

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事务，

是发展我国海洋事业的重要保障。

（６）大力提高全民海洋意识，加强海洋教

育与培训。联合国系统组织了包括 “海洋日”

在内的一系列促进全球海洋意识的活动以及针

对海洋的教育、训练与援助计划。我国长期受

“重陆轻海”思想的束缚，国民海洋意识淡薄，

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海洋意识，并加大海洋人

才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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