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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我国深海事业的发展,促进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章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分析深海战略新疆域的内涵、地位及其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

表明:深海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战略基地和全人类共有的资源宝库,是开展科技创

新和推动科技进步的新场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领域,是深度参与全球

治理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领域;我国应充分履行勘探合同承包者的义务、持续开展深海科

技创新、加强深海支撑保障能力建设和系统开展深海战略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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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China'sdeep-seadevelopingenterpriseand

promotetheconstructionofaglobalmaritime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thepaperanalyzed

theconnotationandstatusofthenewstrategyterritoryofthedeep-seaanditsrelationshipwith

themaritime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basedontheconceptofthemaritimecommunity
withasharedfuture,andproposeddevelopmentsuggestions.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

deepseaisapotentialstrategicbaseforensuringsustainabl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nd

atreasuretroveofresourcessharedbyallmankind.Itisanewplacetocarryouttechnologicalin-

novationandpromot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Itisalsoanimportantareaforsafe-

guardingnationalsecurityandmaintainingtheinternationalmaritimeorder.Inaddition,itisanew

placeforustodeeplyparticipateinthenewfieldofglobalgovernanceandtheconstructionofa

maritime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Chinashouldfullyfulfillitsobligationsasanexplora-

tioncontractor,continuetocarryoutdeep-sea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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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asupportandsupportcapacitybuilding,andsystematicallycarryoutresearchondeep-sea

strategicissues.

Keywords:Deep-sea,Newterritory,Globalgovernance,Maritimecommunity withashared

future,Internationalseabedarea

0 引言

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

全等各领域都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国际力量对

比正在发生机制性变化,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反
映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1]。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为出发

点,开创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

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此后,习近平主席多

次在国际重大活动中提到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于

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
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

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党

的十九大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生活在

同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将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

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演讲,提出:“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
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

新疆域”。可以说,以深海为代表的四大新疆域,已
经成为推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新领

域[2]。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

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

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提出“海洋

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3]。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和深海战略新疆域的有机融合。

1 深海战略新疆域的内涵

地球上海洋总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而

深度超过1000m的深海面积约占海洋总面积的

70%,因此深海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50%。深海

主要包括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位于国家管辖海域

以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深海管理的依据,并

确立国际海底区域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目

前人类的海洋活动由浅海向深海不断拓展,深海所

承载的全球新问题和新挑战也日益突出,成为世界

各国关注的焦点区域。

深海战略新疆域的内涵主要包括3个方面[4]。

①在空间和资源属性方面:深海面积广阔,含有丰

富的渔业、矿产、油气和生物基因等资源,是人类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区别于各国领土(领海)内

蕴藏的资源属于各国所有,深海资源属于全人类共

同所有,且在深海获得资源的前提是各国的经济实

力和科技水平[5]。②在法律制度体系方面:《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是约束深海活动的根本性制度,但与

其配套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相关规章正在制定;

各国在国际海域具有相同的权利,其话语权和治理

能力同样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6]。

③在认识和开发利用能力方面:目前人类对深海的

认识仍然不足,现有技术装备能力无法满足开发利

用深海资源的现实需求,且各国的深海科技水平没

有太大差距。

深海作为新疆域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深海

“三部曲”(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海洋

军民融合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等都是海洋强国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战略和发展理念是互为支撑

和一脉相承的。

2 深海战略新疆域的地位及其与海洋命运

共同体的关系

2.1 深海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战略

基地和全人类共有的资源宝库

深海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和生物基因资源,

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区域,也导致“蓝色圈



第4期 史先鹏,等: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海战略新疆域建设 19   

地运动”愈演愈烈[7]。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

属硫化物是3种主要的深海矿产资源:多金属结核

分布于海盆区域,水深为4000~6000m,富含铜、

钴、镍和锰等,储量超过700亿t;钴结壳分布于海

山区域,水深为800~3000m,富含钴、镍、铅和铂

等,储量超过210亿t;多金属硫化物分布于洋中脊

和弧后盆地区域,水深为500~3500m,富含铜、

铅、锌、金和银等,储量约4亿t。此外,深海稀土作

为新型矿产资源日益被日本等国家关注,其一般分

布于大洋盆地区域的沉积软泥中,品位为400~

2230ppm,水深为3500~6000m,储量是陆地稀

土储量的800倍。

深海还蕴藏着大量的生物及其基因资源,是巨

大和天然的基因资源库。深海生物处于独特的物

理、化学和生态环境中,在高压、剧变的温度梯度和

极微弱的光照等条件下,甚至在高浓度有毒物质的

包围下,已形成极为独特的生物结构和代谢机制,

并产生特殊的生物活性物质。人类可利用获取的

深海生物基因(如各种极端酶)对普通功能物质基

因进行改造,使普通功能物质也具有特殊的功能

(如嗜碱、耐压、嗜热、嗜冷和抗毒)。此外,对于生

物的起源和进化、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医药、

卫生、环保和轻化工等方面的研究,深海生物基因

资源都能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国际海底区域的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即国际海底区域的矿产资

源、油气资源、生物基因资源和渔业资源等属于全

人类共同所有,任何国家不可独自占有和使用。国

际海底区域是解决陆地资源日趋短缺问题的重要

渠道,是全人类共有的资源宝库。依托航次调查和

综合研究,我国已成功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5块具

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发权的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

和多金属硫化物矿区,总面积达24万km2,成为世界

上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矿区数量最多和矿产种类

最齐全的国家。我国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海底事

务的具体行动,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直接体现。

2.2 深海是开展科技创新和推动科技进步的新场

所,竞争与合作并存

深海的特点包括空间广阔、通透性差、压力大、

温度低、水文特征复杂和难以感知等,全世界海洋

科考人员都在开展海洋调查,但目前仍有95%的海

洋等待人类探索,人类认知深海和开发深海仍面临

巨大的挑战。深入开展深海科技创新是实现深海

认知和利用的根本渠道,也是实现“深海进入、深海

探测、深海开发”的必由之路。欧洲、美国和日本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引领综合大洋钻探、全球海洋观测

和大洋洋中脊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我国海洋科研人

员也广泛参与其中,而各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展的

工作较少,发展水平相当。

深海技术是海洋技术的制高点和最前沿。鉴

于深海的战略地位,各海洋强国纷纷把目光投向

深海,深海成为各国开展科技竞争的新“战场”,深

海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新一轮的深海

科技竞赛正式启动,深水、绿色、安全、无人和多智

能体的海洋高技术装备受到海洋科技界的推崇。

美国国家海洋委员会制定《海洋变化:2015—2025
海洋科学10年计划》,确定海洋基础研究的关键

领域;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出台

《未来10年发展规划》,着眼于保护海洋和海岸带

生态系统,分析美国海洋开发面临的主要趋势,并

提出美国海洋发展的基本方略。在我国科技部和

原国家海洋局等科技计划的支持下,随着“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等一批深海高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并

投入应用,我国深海科技创新领域捷报频传,国际

竞争力大幅度提升。着眼于国家深海战略需求和

科技创新需求,我国已启动深海领域“十四五”规

划的编制。

深海科技创新是高风险和高投入的工作,国

际存在竞争。国际竞争可推动科技进步,而国际

合作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因此,深

海是推动国际合作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领域,世界上没有任何个人、单位甚至国家能够独

自完成深海重大技术工程或国际大科学计划,深

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和综合大洋钻探等重大科技

工程的实施,均充分体现各国科学家共同攻坚克

难和探索未知的科技全球化趋势。全世界的深海

科技工作者只有紧密联合起来,主动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才能更加高效和深入地认识海洋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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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在中国大洋调查第56航次中,为推动西太

平洋海山区环境管理计划的国际合作,我国率先

邀请俄罗斯和日本的海洋科学家上船,开展海山

生态与环境联合科考,并探讨海上合作研究模式。

2.3 深海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的

重要领域

深海连接万千海岛和各沿海国家,空间广阔且

战略纵深巨大,成为各海洋强国强化军事存在和军

事控制的重点区域。深海对于我国保障国家安全

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①海洋领土安

全:深海是我国海洋领土的边界,维护深海安全对

于维护海洋领土安全至关重要。②深海资源安全:

我国亟须提高深海高技术装备水平,切实保障我国

对国际海底区域合同矿区资源的安全勘探和开发

利用。③海洋通道安全:我国90%以上的对外贸易

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包括石油、煤炭、铁矿石和粮食

等,这些都是维系国家经济运转和人民生活的重要

物资,然而保持海上通道畅通面临十分复杂的形

势,且包括在关键海峡通道水下航行的自由和安全

等,对深海技术装备水平和支撑保障条件提出很高

的要求。④深海国防安全:我国国防安全的主要威

胁来自海洋,尤其是认知不足的深海。海洋是国家

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国迫切需要为海洋国防提供

充分的深海环境保障,即摸清深海关键区域的地形

地貌、海洋气象和海流传播规律等,提高我国在关

键海域的制海权和综合能力。2015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

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科

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

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

其他利益的安全。”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我国积极维护海洋

和平与良好秩序的决心,是号召世界共护海洋和

平、共筑海洋秩序和共促海洋繁荣的中国方案,顺

应时代潮流,契合各国利益和海军使命。各国海军

不仅保卫国家海疆和海上航线以及维护国家和人

民海外利益,而且在维护海洋和平、打击海上恐怖

主义、保护海洋航道安全和推动海洋文化交流方面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海洋和平安宁的重

要力量。联合军演是各国海军促进交流和加深友

谊的重要形式,也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

接体现。

2.4 深海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的新领域

全面发展国际海底事业是国际法律制度赋予

各国的权利,同时由各国国家利益驱动。作为战略

新疆域,深海对于保障国家权益、经济发展和国家

安全等方面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已成为海洋强国

谋求战略优势的重要领域,同时成为国际博弈和国

际合作的新舞台。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在深

海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提前谋划和精心布局,

我国有希望尽早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跨

越,并进入深海新舞台的中央。

在深海治理领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指导

和约束深海有关活动的根本法律,而其在配套规则

和制度制定方面仍是空白,引起各海洋强国的密切

关注,深海国际规则的塑造进程必将直接影响未来

海洋秩序的走向。例如: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海

洋强国已着手深海多金属结核资源开发工作;国际

海底管理局尚未出台深海开发方面的规章,目前正

在加快推进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的制定工作,

168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等结合各方关切,围绕资

源开发与环境保护2个焦点问题开展激烈争论,目

前观点主要分为鼓励开发和保护环境2个类型;我

国主张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平衡,此外在区域环

境管理计划(REMP)等规章细节的制定方面也发挥

重要的推动作用;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政府间

谈判(BBNJ)已召开3次会议,各方在海洋遗传资

源、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仍存较大分歧,而在

海洋保护区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共识进一

步扩大。

国际海域相关规章制度的确立须以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原则为指引,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才

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

实践。在我国外交部和自然资源部的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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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积极参与相关规章和协定的谈判和制定

并提出中国理念,通过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在海洋

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

海洋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并进一步

提高国际影响力[8]。我国提出在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指引下建立惠益分享机制应遵循的指导原

则和惠益分享的方式,组织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

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以及西北太平

洋富钴结壳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国际研讨会等国际

会议,增强我国在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领

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在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二十五届理事会上,由我国发起成立的“中国-
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与研究中心”正式获得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通过,该中心是国际海底

管理局与成员国建立的首个培训和研究机构,主

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

学员,开展国际海底领域科学、技术和政策法规方

面的培训和研究工作,是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以及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具体举措。

3 发展建议

作为战略新疆域,深海是各国关注的焦点,也

是开展国际合作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领域。

各国应加强沟通、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和深化合作,

共同推动国际海底事务的快速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国际海底区

域的最大投资国之一和国际海底区域所含矿物的

最大消费国之一。为使我国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4项发

展建议。

3.1 充分履行勘探合同承包者的义务

持续开展国际海底资源与环境勘查和评估,在

夯实勘查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环境调查、评估和研

究工作,提高深海开发的能力,进而加深对深海开

发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充分衔接开发规章的推

进进程。通过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等形式,加强对

发展中国家海洋科研人员的培训和研究支持。在

大洋航次和研究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强国际

沟通,探讨国际合作新模式,推动国际科技合作计

划的实施。以持续深入的国家海底资源勘探为立

足点,加强国际海底政策法规研究,积极参与新疆

域的最新规则制定,高度重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和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海

洋法规则的国内法转化。全面参与并影响国际海

域事务,提升在国际海底区域规则制定中的话语

权,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为海洋命运共

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2 持续开展深海科技创新

以深海高技术手段为支撑,推进潜水器的谱系

化发展,构建全海深资源与环境调查观测技术体系

和装备系列,创新作业手段,提高作业效率。将资

源勘探需求与深海科学研究目标相结合,获得重大

科学发现,加强深海基础科学的探索性研究。积极

融入乃至引领国际深海大科学计划,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提升我国深海资源探测和环境调查评估能

力,提高对深海海底过程、极端环境和生命系统等

大科学问题的认知水平,建立深海矿产、生物和基

因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评价深海资源潜力和开

发利用前景,推动产、学、研、用共同协调发展。打

造职业化的科考船运行与管理队伍、深海科考调查

队伍以及高技术装备维护支撑保障队伍,提高海上

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3.3 加强深海支撑保障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并巩固国家深海基地作为国家深海

科考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加快国家深海基地南方

中心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深海支撑保障能力的“南

北互动”,实现深海的快速、直接和抵近保障。加强

中国大洋样品馆和大样资料中心的软、硬件建设,

实现大洋科考样品和数据的统筹管理和开放共享。

加强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与研究中心

等软平台建设,加强具有国际视野的深海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工作,充分做出中国贡献和提供中国方

案,提高我国在国际海底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3.4 系统开展深海战略问题研究

面向深海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热点问

题,深入组织开展国际海底采矿、国际金属市场、深

海开发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深海关键

技术装备等前沿领域的战略研究,培养一批战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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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海科学、工程和技术人才,开展复合型人才智

库建设,结合国家利益和国内国际共同关切的契合

点,提出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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