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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海

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也是人类和平利用海

洋和全面管理海洋新的里程碑。海洋已成为

当今国际事务热点,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合理

有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作为

求生存、求发展的基本国策,一个开发、利用

和保护海洋的“世纪潮”正在兴起。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海洋事业的发展

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国海洋经济和产业

的发展迫切需要拓展国际空间,引进国外资

金、技术和人才,同时把我国的人才和技术推

向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扩大开放,

开展多种形式的海洋对外经济合作已成为多

数发展中国家国际活动的优先考虑, 其目的

是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加快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经济

国际合作包括各国之间通过双边协议、协定、

条约开展的合作和交流,也包括通过国际机

构开展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机构

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援助机构, 是当前负责多

边经济合作的主要机构,其所组织开展的经

济合作,是多边事务中最活跃、最富效益的领

域,也是各国在对外事务中着力加强的部门

与领域。各国都充分运用其外交政策、经济政

策,施加影响,吸收和利用资金与技术, 引进

人才和智力, 借鉴海洋管理经验,通过发展海

洋事业,促进本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海洋对外合作是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一

个重要方面, 它涉及到农业(海洋养殖)、交通

(海上运输)、能源(海上油气)、环保等诸多方

面。我国积极参与了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在国

家整个对外经济合作的大潮中形成了良好的

发展势头,对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增

强我国综合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家海洋

局近几年来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海事组织、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等机构开展了“中国大海洋生态系

保护行动计划”、“环境技术援助项目”、“中国

东海渔业和海洋资源管理和开发项目”、“东

亚海环境管理项目”、“南中国海毗邻海岸带

经济管理项目”、“中日东海长江口特定海区

的合作研究项目”等一批海洋经济合作项目。

利用国外资金建立了“中韩海洋科学研究中

心”、“国际海洋学院中国业务中心”等中外合

作机构,这些海洋经济合作项目对加强海洋

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

海洋对外经济合作起步较晚, 但发展的

势头看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已成为我局外

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领域。几年来, 通过合作, 不仅获得了赠款、贷

款和一批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培养了一批

海洋管理和科学技术人才。在涉外海洋经济

合作的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是:

( 1)精心选择项目　对外海洋经济合作

的立项,成功与否关键在选题。无论从多边的

两行、两署或双边的援助机构,都把经济合作

的主题定位在环境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高

新技术和海洋综合管理等方面, 这是当前国

际上经济合作的大趋势和大气候。从已经立

项或正在执行的项目来看,无论是舟山招商

会、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项目(厦门

示范区)、南中国海北海岸带综合管理(三省

一市)、还是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以及国家海洋经济信息系统等都显示

了当前国际海洋经济合作的主题。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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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立项不但要适应国际的大气候, 跟得上

全球的主旋律, 同时也要符合我们自己实实

在在的需要,立项应有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和

要达到的明确目标。这样, 立项才能成功, 执

行才能顺利。

( 2)重视人才培养　海洋经济合作中争

取经费资助当然是重要的, 国际经援组织或

双边的海外援助机构势必要为经济合作投入

资金, 但合作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项目的开

展锻炼培养人才, 促进某一地区、某一侧面的

海洋管理工作, 使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和谐

统一。或者说,通过一个项目起到示范作用,

举一反三,以此推动其他地区与其他方面的

工作。从受援方面来说,通过一项海洋经济合

作,大都获得了一些运作资金和一些先进仪

器装备, 但真正长远起作用的还是人才素质

的提高,海洋工作思维方式的改变,管理思路

的突破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所以,在对外经济

合作的立项和执行中应着力注重人才的选拨

与培养,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培养输送。

( 3)注意国别政策　海洋对外经济合作

中,我们对国际组织机构主要是着重争取在

全球环境基金( GEF)的项目下开展海洋合

作。在双边方面,主要是利用有关国家的海外

援助机构或者专门项目资金开展合作。例如,

瑞典的国际发展署偏重于跨国的海岸带管理

与保护, 美国的国际发展局偏重于海洋的高

科技, 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偏重于国际海洋

安全与利益以及高级海洋管理科研人才的培

养,日本的海洋发展基金偏重于环保,澳大利

亚的国际发展援助局偏重于自然保护等, 皆

有潜力可挖, 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捕捉

双边海洋合作的机会, 争取经济援助。

当前, 国际形势对我国开展海洋对外经

济合作极为有利, 我们应实事求是,本着全球

合作的精神,积极寻求开展海洋对外经济合

作,把我国的海洋事业办得更快更好。应该

说,海洋对外经济合作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我

们应该调整对外合作策略, 以适应当前激烈

竞争的国际经济形势,把海洋对外经济合作

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引进资金、技术和智力,

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 推动海洋经济和海洋

产业的发展。在总体的把握上,应该是继续贯

彻改革开发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执行经济

合作中“有取有予”和“以我为主”的原则,积

极参与、量力而行, 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各

种方式的经济合作。为此,应做好下列几方面

的工作。

( 1)以资金、技术、智力的引进和我国技

术与人才的双推为目标, 利用国际经援机构

的信息和效益优势,提高参与、合作、效益的

意识,建立以经济、技术、智力为主体,带动海

洋产业经济发展的合作格局, 开展合作交流。

( 2)根据目前国际经援活动的特点和我

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实际,应以“两行两署”和

“全球环境基金”以及大国的经援机构为主要

合作对象开展经济合作。合作的主要领域是

以海洋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平衡的

维护、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海洋产业的发展为

主,兼顾其他领域。

( 3)建立海洋对外经济合作多层次、多方

位、多形式的工作渠道, 加强与有关综合部

门、主管部门、产业部门、地方省市和国际产

业及信息机构的联系,建立合作网络, 储备合

作项目, 及时捕捉、汇集与交流经济合作信息。

( 4)设立经济合作基金作为对外经济合

作项目匹配的资金补充来源。基金的筹集可

来自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

通过海洋对外经济合作, 发展我国海洋

经济和产业的海洋外事工作的重要任务。通

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和渠道, 获得资金、技术、

智力和相关的信息,对我国海洋事业有重要

的意义。在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处于深刻变动

的时期,只要我们继续坚定地贯彻执行“韬光

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 努力工作, 把握时

机, 积极参与, 善于利用各种条件, 不断探索

海洋合作的新路子,我国海洋对外经济工作

一定大有作为。同时也一定能为我国的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产

业的振兴带来勃勃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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