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带水的中韩两国政府在近半个

世纪的隔绝下，终于在1992年8月建立

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政治、经济和科技

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1992年9月在北

京签署了“中韩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议

定书”，为两国间的海洋科技合作开通了

渠道和窗口。1994年10月两国有关海洋

部门签订了“中韩海洋科学技术合作谅

解备忘录”，先后已召开4次中韩海洋科

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商讨和落实“备

忘录”的实施，1995年5月在“备忘录”的

框架下，建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

心”成为合作交流的～个实体。通过海洋

科学家的交流、共同参与研究项目，从而

在海洋科学技术领域内全面开展了合作

与交流。几年来取得的明显业绩，有力促

进各自海洋事业的发展，也为今后合作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中韩海洋科技合作的必要性

撰文／汪兆椿

两国海洋科技合作渊于共处一个海

域，相互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当今社

会对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以及各种

大中型海洋项目的实施，往往不是一个

国家力所能及的，必须依靠多边和双边

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按照统一的计划

和要求，才能有所突破，因此，要很好地

开展完成一些海洋项目都迫切要求区域

性或国际性的合作，尤其是相邻或相向

的周边海洋国家携手共助。

中韩两国都是海洋国家，有着发展

海洋经济的愿望，通过多年努力各自在

海洋经济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中国70％以上的大城市位于沿海，

全国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

这里的生产总值也占到全国总产值的

60％以上，其中海洋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海洋经

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

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已增到5％以上，

使中国跨进世界海洋开发的前列，由此

对海洋科学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

韩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临海国家，地处

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东邻日本海，西接

黄海与中国对峙，南靠朝鲜海峡，人口

4200万，海岸线长1．1万km，岛屿3200

多个，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计算，海洋

管辖面积达50万km2，约为陆地国土面

积的5倍。但韩国陆地资源储量有限，近

20年来，韩国政府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十分重视，形成了以海运、造船、水产和

港湾工程四大支柱产业为主体的海洋经

济体系，其中海洋水产产值的其海洋总

产值的三分之一，已排列在世界水产大

国的第七位，海运年货运吞吐量约4亿

吨，海运业的兴起促进港湾工程产业的

发展，现沿海有大小港口1300多个，其密

度居世界前列。

   



中韩两国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也 评价等任务。上述两所不仅性质任务相 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对于全面认识黄

出现了一系列海洋问题，海洋生态系统 近，且两所的地理位置同在一气候带又 海沉积物的输运、沉积规律，系统了解陆

不断恶化、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渔业 各自位于黄海东西两侧，黄海区域是两 架沉积物的来源、分布和演变过程，精确

资源急速衰竭、海洋灾害频繁造成的损 所共同研究的重点海域，发挥两所的积 认识沉积作用、沉积环境和古气候演化

失愈加厉害，等等。解决这些海洋问题在 极性，互补性强，极有利于各自的发展。 规律有重要意义。预计在2001年召开研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洋科学技术的进 由此，两所拟在海洋综合管理和政策、生 讨会，全面总结成果。“黄海污染减轻对

步，而海洋具有跨国界和流动性的特点， 态系保护和恢复、海洋生物养殖技术、海 策研究”，实施期限为1999—2001年。两

海洋的不知性远较陆地为甚，很多海洋 洋环境监测预报和遥感应用、海洋污染 年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对保护黄海近

问题的解决，必须多方联手才能奏效。因 监测和环境保护、海底沉积物和构造，海 岸海域的环境管理提出政策性对策，并

此，加强周边海洋国家的科技合作是海 洋矿物及能量资源的开发利用、大洋和 在海洋生动体和沉积物中难降解有机污

洋经济的需要，是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 极地、海岸带开发利用技术等方面进行 染物分析方法和防治污方法得到开发，

的需要。中韩两国海洋科技合作正是在 合作，从而揭开了中韩两国在海洋科学 以及在互校和质控方面均取得进展。

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技术领域合作的序幕。 总的来看，双方合作进展顺利，合作

二、中韩海洋科技合作的回顾 2．1994年lO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和 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大。合作地域已

回顾几年来中韩海洋科技合作的历 韩国科学技术部为促进两国海洋科技合 从黄海逐步深入到两极和大洋，合作内

程，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作的开展，在两所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 容涉及海洋各个学科以及高科技在海洋

1．中韩建交后的次年即1993年，中 具有政府层面的“中韩海洋科技合作谅 上的应用，参与的部门已从单一的海洋

国海洋代表团应韩国海洋研究所所长的 解备忘录”，特别是其后以“备忘录”为依 部门扩展相邻学科的有关部门，这是海

邀请首次访问了韩国。在韩期间会见了 据签署的设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 洋科技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两国合作共

主管海洋科技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参 心的协议，为实施协议创造了条件，也加 同努力的结果。

观了正在韩国举办的’93大田世界博览 大了双方合作的空间。1996年韩国成立 3．在参与国际合作项目过程中，加

会以及大德科学城的有关研究机构，并 了海洋水产部，主管海洋科技工作是其 强了双方的合作。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保

在韩国海洋研究所举办了专题学术报 职责之一，由此，在1997年召开的中韩 护行动计划是联合国开发署、环境署和

告，商谈合作意向，韩国海洋研究所与中 海洋科技合作第一次联委会上，双方确 世界银行等，为恢复和保护大海洋生态

国国家海洋吗第一海洋研究所达成合作 认原由韩国科学技术部与中国国家海洋 系的平衡，倡议和支持的一项保护行动

协议。 局签署的两国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 计划，其中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保护行动

韩国海洋研究所是韩国政府于1973 录，转由韩国海洋水产部继承，这进一步 计划是其全球几十个计划中的一个。

年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研究所，也是韩国 加强了双方合作的组织领导。此后，双方 黄海北靠辽东半岛，东依朝鲜半岛，

惟一从事海洋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研究机 在1997～2000年期间，每年均召开一次 南接东海，西连渤海和山东、江苏沿岸，

构，设有27个研究室，有人员350人，其 联委会总结交流上一年度合作成果，制 面积38万km2，平均水深44m。黄海地处

中博士以上人员近百人。经费每年约在 订下一步合作计划，解决实施中存在的 北温带，气候适宜，水域开阔，大陆架为

2000万美元以上，除政府补贴外，各大公 问题，使双方合作向着顺利的方向前 众多海洋生物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场

司财团为了研究的需要每年均有投资。 进。 所，沿岸众多的大小河流带来大量营养

该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研 目前，双方合作已完成和正在进行 物质。从生物组成来看，来自北方的寒

究，有效地利用近岸和海洋资源，对近海 的有9项，其中完成1项。如“黄海水循环 带、亚寒带种和南方的热带、亚热带种在

和公海进行调查研究，建立近海海况监 动力学合作研究”，在1996—1998年期 这里交汇与本地土生种一起，形成了一

测系统，提高渔业海况预报技术，对极地 间，完成了全部6个航次和1个辅助航次 种独特的生态系统。但由于黄海是半封

进行研究。从上述任务来看，其性质与第 的海上观测，获取的调查资料，总时间跨 闭型陆架浅海，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首

一海洋研究所极相一致。第一海洋研究 度达3年，是黄海调查历史上最长的～ 先是过度捕捞，主要经济鱼类明显衰退，

所是国家海洋局下属的一个公益事业型 次。在合作研究中，首次发现中层冷水的 不仅数量锐减，还出现鱼体小型化和低

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有人员500名，其 存在等重要海洋现象，并对黄海环流结 龄化。过度捕捞被认为是黄海大海洋生

中高级研究技术人员占2／5。主要从事海 构提出了新观点，该项成果经有关专家 态系鱼类资源衰退和种群结构变化的主

洋自然环境要素分布及变化规律、海洋 评定达国际先进水平。 要原因；其次是海水增养殖的大面积发

资源分布及形成机制、海洋灾害预测预 正在进行的“黄海沉积动力学与古 展，明显改变了生物群落，使生物种类组

报技术、海洋生态环境变化规律及控制 环境演变研究”，项目实施时间为 成趋于简单化，降低了生物多样化，且养

技术、海洋遥感遥测等研究，并承担海洋 1998—2000年，现已完成5个航次的外业 殖废水造成海水富营养化，引发赤潮频

测绘、海洋工程勘察设计、海洋环境影响 工作，初步在南黄海泥质沉积体系研究 发，为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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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遭受污染，沿岸排污总量大大 注，1987年国会就颁布了<海洋开发基本 十分重视，都制定了发展海洋工作的长

超过海水的净化能力，局部水域鱼虾蟹 法>，1988年又制订“实施令”，并组成“海 期战略和规划，都有参与区域性和国际

贝趋于绝迹：港口和海上溢油事故造成 洋开发委员会”，1996年又将涉海的十几 性合作的积极性，也都积累了合作的经

的污染范围日益扩大。第四，沿海开发工 个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了海洋水产部，这 验和条件。从中韩两国今后合作的前景

程建设，使入海迳流量锐减，水动力条件 是政府为使韩国成为先进的海洋国家所 看，合作领域非常广泛，除已进行的黄海

改变，影响一些海洋生物繁衍，导致海洋 做努力的一部分。近期为适应国际海洋 海域内的各项合作外，两极考察、大洋矿

生态系的不平衡。随着黄海周边国家海 新秩序的建立，韩国政府又制定了相应 产资源开发以及海洋高技术应用等方面

洋经济的发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活 的海洋政策和开发规划，促使国家的海 的合作空间都是很大的。在极地合作方

动必将加剧，对黄海大海洋生态系提出 洋政策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 面，近期中国极地研究所和韩国海洋开

了严重挑战，为此，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保 保护、海岸带管理、海洋科学研究和高技 发研究所在北京签署了“极地合作备忘

护行动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术开发的一体化，有力地提高海洋产业 录”，将扩大双方在两极科研、后勤及人

这项行动计划是一个大型国际项 和管理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强了国际竞 员交换方面的合作。大洋矿产资源开发

目，必须黄海周边国家的参与合作才能 争力。 合作在过去科学家之间互访基础上，双

全面的开展，经多次协商终于在1993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沿海大国，正 方认为中韩两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登记

5月“中韩合作黄海大海洋生态系核心监 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 注册为深海采矿先驱投资者，在一定程

测计划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期间，确立了 期，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海洋的开发和保 序上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在国际海底事

双方合作机制。此后，为加强对该项目的 护，把发展海洋事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务上，双方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矿区

实施和领导，把其纳入两国合作协议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年有效的改革 资源评价、深海采矿、勘探、冶炼技术等

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大型项目。几年来， 开放为国民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 方面通过合作可以互补。为此，中国大洋

在国际有关组织的支持和中韩双方努力 进一步发展海洋事业创造了条件。1996 协会与韩国海洋水产部就合作的内容、

下，取得了第一阶段性成果。1999年10 年发布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出 方式等达成一致，并建议将其共识纳入

月在汉城举行了该项目的第一次地区研 了“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利 到中韩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讨会，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分析 用海洋资源，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 中，以推进在这一领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了黄海在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水质环 现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 从而为两国在大洋矿产资源合作铺平了

境、基础建设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的 事业的协调发展。”1998年又发表了(oo 道路。由此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的海洋科

跨边界问题，找出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 国海洋政策>，全面阐述了中国海洋事业 技合作领域是广阔的。加强两国海洋平斗

的原因和相应要采取措施的优先领域，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海洋政策，其中 技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海洋科技的发

为第二阶段合作创造了条件。 特别指出实施“科教兴海”战略，加强海 展，更利于在海洋领域内广泛吸收应用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的顺利开 洋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海洋高技术，不断 高科技来解决海洋问题，这既是现今淘

展，显示着中韩海洋科技合作的生命力， 提高海洋开发和海洋服务领域的技术水 洋科技的要求，也是今后海洋科技发展

不仅促进项目的实施，也将加速包括朝 平，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推动国际和 的趋势。我们相信，中韩两国海洋科技台

鲜在内的三方合作。 地区性海洋事务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全 作前景展望是可观的、宏伟的。

三、中韩海洋科技合作的前曩展望 球海洋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单位：国索海洋局)

中韩两国都是邻近太平洋东北亚的 可以看出，两国政府都对海洋事业

海洋国家，海洋直接关系到各自民族的

生存、发展与安全。进入20世纪80年代

后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战略地

位的提升，两国共同关心的海洋问题愈

来愈多，海洋生态与环境的恶化，传统海

洋产业的改造，新兴海洋产业的建立，海

洋区域的划界等等，都迫切需要海洋科

技的支持。海洋科技的发展直接关系着

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海洋开

发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

中韩两国都对加强海洋科技工作倍加重

视。韩国由于陆地资源有限，且日益减

少，政府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十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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