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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产生的背景

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处置失当
,

尤其是

不合理地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

造成了全球性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

加之
,

人 口剧增和南

北差距扩大等也 日益突出
,

严重地阻碍着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继而威胁

着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
。

保护生态环境
,

实

现持续发展
,

已成为全世界紧迫而艰巨的任

务
。

为实现这个 目标
,

必须动员世界各国建立

为持续发展而形成的全球伙伴关系
。

1 9 8 9 年

12 月 2 2 日联合国第 4 4 届大会作出决议
,

呼

吁举行一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

商讨全

人类当前最紧迫的环境与发展问题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 1 9 9 2 年 6 月

3 日至 1 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

10 2 位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

并通过了

《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
。

《议程 》反

映了关于发展与环境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

级别的政治承诺
。

《议程》文本由 4 篇 40 章共

1 17 个方案领域组成
,

每个实施方案领域都

是动态的
,

根据各国和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而

演变
。

2 《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有关海洋持

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议程 》第 17 章列入了
“

大洋和各种海域

(包括封闭和半封闭海域以及沿海地区)的保

护
,

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
、

合理利用和开发
”

一章
。

在该章导言中明确指出
: “

海洋环境是

一个整体
,

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

组成部分
,

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宝贵财富
” 。

简明地阐述了海洋在人类未来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

《议程》列举了影响持续发展的海洋问题

主要有
:

(1) 沿海区是世界人 口最集中的地区
,

由

于人 口的压力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无序
,

已造成世界许多地区的沿海资源和环境在迅

速地退化和侵蚀 ;

(2) 海洋环境受到人类生产活动的污染

越来越严重
;

,

(3) 对海洋生物资源特别是渔业资源的

过度开发
,

在近海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

捕捞成

本增大
,

行业间竞争加剧
,

沿海环境遭到破

坏 ;公海资源量急剧下降
,

一些高度回游种群

和跨边界鱼种濒临绝迹
;

(4) 海洋环境对气候和大气变化极为脆

弱和敏感
,

缺乏全面深入地进行科学研究和

系统观测 ;

(5) 海洋环境是一个整体
,

不能确保国际

间和区域间行动一体化
;

(6 )小岛屿是海洋环境中的一个独特部

分
,

它的发展对海洋和沿海环境的依赖性极

大
,

海平面的上升
、

生态的破坏
,

使其经济发

展造成严重困难
。

针对上述问题
,

《议程》提出 21 世纪行动

的 7 个方案领域
。

(1) 沿海区
,

包括专属经济区的综合管理

和可持续发展
;

(2 )海洋环境保护
;

(3)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公海的海洋生物

资源
;

(4) 可持续利用和养护国家管辖范围内

的海洋生物资源
;

(5) 处理海洋环境管理方面的重大不确

定因素和气候变化 ;

(6) 加强包括区域在内的国际合作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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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

(7 )小岛屿的可持续发展
。

我们相信上迷方案领域的全面实施
,

定

会把海洋可持续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

3 《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的战略和

对策

《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订和

组织实施相应地可持续发展战略
、

计划和政

策
,

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

1 9 9 4 年 3

月 2 5 日召开了国务院第 16 次常务会议
,

通

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 》
。

它是根据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
,

结合中国国情编制的
,

广泛吸

纳
、

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组织进行和将要

实施的各类计划
,
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

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
。

在议程里阐明了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
、

对策和行动方案领域
,

文本由 20

章
,

78 个方案领域组成
,

其中涉及海洋持续

发展的有关内容
,

主要集中在第 14 章
,

自然

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领域内
,

即
“

海洋资源

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
” ,

其行动主要有
:

健全国家海洋资源综合管理机制
;
保护

海洋生物资源
;
保护海洋环境 ;海岸带

、

海岛

资源开发和保护
;
海洋科学技术与示范工程

建设
;
开展国际合作等

。

此外
,

在其他有关章中涉及海洋的行动

约 2 0 余项
。

为落实《中国 21 世纪议程 》提出的有关

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

国家海洋局在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 中心等部门的指导 下
,

于

1 9 9 5 年初牵头组织编制《中国海洋 21 世纪

议程 》的工作
,

议程征求意见稿已于 1 9 9 5 年

4 月完成
,

文本由 9 章 2 6 个方案领域组成
,

其战略和对策主要有
:

3
.

1 制定战略的主要依据

(1)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海洋
。

我国

是一个临海大国
,

海洋为我国社会
、

经济可持

续发展必将作出巨大贡献
;

(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洋的可持

续开发利用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

全球海洋的

1 6

1/ 3将由沿海国家管辖
,

我国将有近 3 00 万

k m
Z

占国土面积 1 /3
‘

弱的管辖海域
;
此外占

海洋面积 2 /3 的公海及其资源将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财富
,

为此我国持续开发利用海洋的

远景是广阔而深重的
。

(3) 影响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环境和

资源问题
,

在我国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要
,

已

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

(4)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百废俱兴
,

发展

首当其冲
,

其对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 的需求

巨大
,

必须全面关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对海

洋的要求
。

以国家 2 0 0 0 年实现小康
,

2 0 5 0 年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 目标
,

研究国家整

体要求
,

制定战略目标
。

3
.

2 战略目标

(1 )海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

近 10 年保

持在 12 %一 13 %
,

高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
;

(2 )不断优化和扩大海洋产业的结构和

数量
,

提高海洋产业层次
,

逐步形成物流
、

食

物生产
、

旅游休闲
、

能源
、

海水综合利用基地
;

(3) 逐步减缓海域污染
,

恢复生态平衡
,

提高环境质量
,

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

环境
。

3
.

3 荃本对策

以《联合国 21 世纪议程》和 《中国 21 世

纪议程》为依据
,

社会
、

经济发展要与海洋资

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协调一致
,

遵循《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制定的基本对策
,

以促进持续开发

利用为目的
,

其对策主要有
:

(1) 建立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

我国沿海省

市面积约占全 国国土总面积的 15 %
,

人 口却

占总人 口的 4 0 %以上
,

人 口向沿海地区过分

集中的趋势
,

将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压力
。

临

海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

对当地资源
、

能源和交

通的需求加剧
,

特别是各行业争划建设用地

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

工农业生产和生活废

水废物大量 排放人海
,

造成海域环境污染和

资源破坏
。

目前单一的
、

分散的行业管理模式

已很难解决这些影响经济
、

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间题
。

为此
,

需要从建立
、

健全海洋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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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入手
,

进一步 明确各级管理部门的职

责
,

加强部门和地区间的协调机制和海洋法

规体系的建设
,

强化执法力度
,

并依照全 国海

洋功能区划
,

编制实施各级开发规划
,

促进沿

海区域的持续发展
。

(2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
。

海洋是新

兴的开发领域
,

传统的海洋渔业
、

海运
、

盐业

等产业群的布局不够合理
,

技术装备 日趋落

后
,

而新起的海洋油气开发
、

滨海旅游
、

海洋

服务等产业刚起步
,

规模小
,

与发展需要差距

较大
,

各产业群在争划岸线
、

滩涂
、

深海等海

域方面矛盾 日益突出
,

大大降低了海洋开发

产业群的整体效益和群体优势
。

优化海洋产

业结构和布局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一个很重要

的举措
。

优化的总体目标是把海洋一二三次

产业的产值比由目前的 5 : l : 4 逐步调整为

2 , 3 , 5
。

对传统产业 内部结构调整的重点是

加快港口建设
,

提高吞吐能效
;
积极发展外海

远洋渔业的同时
,

控制近海渔业的盲 目发展
,

推广高效生态养殖技术和保鲜加工技术
;
盐

业生产要采用新技术
,

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

对

新兴的油气业
、

旅游业
、

服务业等要创造条件

形成高产值的产业群
。

产业群的总体布局以

合理分配资源
,

协调发展为原则
,

通过行政
、

法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
,

加强综合平衡
,

保证

整体效益的增长 石

(3) 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

海洋生

物资源是 人类重要的蛋 白质来源
,

我国是世

界上海洋渔业大国之一
,

年产量达 76 。多万

吨
。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近海经济鱼类捕捞过

度造成资源结构的破坏
,

渔业价值急剧下降
,

一些养殖水域的水质恶化
,

赤潮频繁发生
;
各

类涉海活 动的开发
,

加重生态系的破坏和生

物多样性的减少
,

这些 已严重制约了海洋生

物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
。

为此
,

必须加强管

理
,

采用科学技术方法
,

多途径促使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

对即将划归我国管

辖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内的生物资源
,

应

尽早进行基础调查和评价
,

确定最佳可捕量

和资源量
,

加强资源动态监测
,

制定可行的开

发对策
,

并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渔业资源保

护协议的实施
。

对近海渔业资源管理
,

主要是

控制近海捕捞强度
,

改善渔场生态环境
,

开展

近海渔场资源核算
,

加速资产化管理
,

与此同

时增设一批急需的自然保护区
,

保护生物多

样性
,

促使海洋生物资源的持续发展
。

(4) 海洋环境保护
。

海洋污染是海洋环境

面临的重大问题
,

其中陆源污染物是海洋环

境的主要威胁之一
,

据估计陆源污染占海洋

总污染量的 70 %左右
。

我国沿海地区 8 万多

家各类工矿圣业的工业废水和约 2 亿人口的

生活污水大都未经达标处理直接排放入海
。

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大量堆积在岸滩

或任意弃置入海
;
内陆地区污染物经河流携

带入海
;
加上沿岸经济开发活动所带来的海

岸变形与环境破坏
,

使我 国沿岸海域承受着

极大的压力
。

沿海又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的地区
,

排海污水总量呈增长趋势
,

新的污染

源由点向面延伸
,

主要污染物的比重不断增

大
,

环境恶化势头难于控制
。

据此最主要的是

采取防止
、

减轻和控制的策略
。

实行对污染物

排海的总量控制
,

全面开展陆上工业废物综

合利用和陆上处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活动
,

推广使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农药
、

化肥
,

预防

和控制海岸侵蚀以及河流入海泥沙量
,

加速

建设海上平台和船只的防治油污染设施和应

急能力
,

严格控制和管理陆上废弃物和疏浚

物的海上倾倒活动
,

加强重点区域的保护和

防治
,

建立和完善污染监测和监视网络
。

(5) 海洋防灾和减灾
。

我国沿海地处西北

太平洋
,

每年受台风侵袭频繁
,

约占全球热带

风暴的 1 /3
,

沿岸地区年平均要遭受 4 次左

右强风暴潮的袭击造成 巨大损失
。

随着沿海

经济迅速发展
,

人 口密度剧增
,

海洋灾害造成

的经济损失急速上升
,

在 50 一70 年代
,

每年

损失几亿元
,

到 80 年代增加到 10 亿元左右
,

进入 90 年代则猛增至 1 00 亿元左右
。

防灾
、

减灾工作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

牵涉

到各行各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生

命安全的大事
,

必须采取大规模综合措施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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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奏效
。

据此要加强防灾减灾管理体系的建

设
,

运用立法
、

规划
、

组织
、

协调和工程技术等

措施
,

努 力提高防灾
、

减灾工作的整体水平 ;

完善基础性的观测
、

预警系统和应急措施
,

研

究灾害成因
,

及时调查评估灾情
,

增强承受灾

害的能力
,

减小灾害的影响
。

(6) 海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

海洋

开发利用需要高新技术的投入
,

加速海洋科

学技术的研究
,

应侧重于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及其产业化
,

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与保护
,

以

及海洋服务保障技术等方面
。

为国民经济发

展提供资源储备
,

开发新资源是当务之急
,

主

要是近海油气
、

滨海砂矿
、

远洋渔场
、

国际海

底多金属结核等资源的调查和评估
;
研究新

的开发技术
,

促进新兴海洋产业群的形成
,

主

要有海 水资源综合利用
、

海洋生物
、

海洋药

物
、

海洋可再生能源
、

大洋矿产资源等开发技

术及其产业化 ;发展海洋服务技术
,

加速海洋

观测
、

预报和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
。

(7) 国际合作与协调
。

海洋是一个整体
,

一个国家海洋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

往往

会危及到周边国家海域
,

甚至扩大到邻近大

洋
,

有的后期效应还会涉及全球
。

此外
,

海洋

环境严酷
,

调查了解
、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
,

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

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新

技术的支持
,

只有依靠国际合作与协调
,

才能

顺利进行
。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沿海国家
,

参与国际事务
,

维护海洋权益斗争
,

支持海洋

事业发展
,

是一项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

开展具

有战略性
、

基础性的合作项目
,

把国内成熟的

项目推向世界
,

及早与国际接轨
,

有利于引进

技术
、

人才和资金
。

吠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 》将作为近期和

21 世纪初海洋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以及 21 世

纪海洋工作的行动纲领
,

并作为筛选和推荐

国家级优先项 目以及进行国际合作开发利用

海洋
、

保护海洋的项 目依据
。

A C T IO N P R O G A R A M O F C H IN A
’
S

A G E N D A 2 1 F O R O C E A N

W
a n g Z h a o eh u n

(S ta te 〔〕‘ea n ic A d m in istra tio 刀 )

A b s t r a e t T o e o v e r C h in a ’5 A g e n d a 2 1 fo r O e e a n (S o lie it

e o u t e n t s :
T o e s t a blis h th e sy s t e m o f e o m p r e h e n siv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Pin io ll s te x ts )
.

M a in

o f m a r in e ;
E x e elle n t the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la yo u t fo r m a r it im e in d u s t r ia l; P r o t e e t io n a n d u tiliz a t io n o f m a r in e o r g a riis m

r e s o u r e e s ; M a r in e e n v ir o n m e n ta l Pr o t e e tio n ; D is a s t e r P r e v e n t io n a n d d is a s t e r

n la r ln e D e v e lo Pm e n t a n d aPPlie a tio n o f n 】a r ln e S Cle llt lfie t e eh n ie a l r e s e a r e h ;

r e d u e tio n o 于

In t e r n a tio n a l

e o o P e r a t io n s a n d e o o r d in a tio u s , e 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