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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促进海洋及其
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贾　 宇１

（１．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６０）

摘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确立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维护

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约》兼容其他国际法规则，有效顾及各种利益

诉求，确认并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 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４ 所涉各领域工作，
提升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应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全面、准确、善
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中国为落实《公约》制度框架，加强海洋污染的

源头治理，实现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平衡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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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２０２２ 年，在国际海洋领域的大事之一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 ４０ 周年。 １９８２ 年，
历时近十年谈判才产生的《公约》在牙买加开放

签署时，中国是较早签字的国家之一。 中国于

１９９６ 年批准《公约》，也是较早批准《公约》国家

之一。 中国积极践行《公约》，对于《公约》在确

立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维护

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包括有效

促进海洋及其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予以积

极评价。
首先，《公约》兼容其他国际法规则。 《公

约》在大部分章节中通过诸多“关联条款”吸纳

国际海事组织、粮农组织等的规则、标准，与相

关条约、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公约》
还在序言中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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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这

说明《公约》开放包容，为应对海洋可持续发展

新问题、新挑战提供了足够的韧性和空间。
其次，《公约》确认和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理念。 《公约》在序言部分的第一条就对

“海洋环境污染”及导致污染或与污染相关的行

为做了界定；继而从陆地、海底、船只、大气层等

多源头防止海洋污染；《公约》还设置专章，专门

就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做出制度性安排，规
定了各国加强全球和区域性合作的义务。 １９９５
年《鱼类种群协定》、一些后续司法和准司法实

践进一步明确了预防性原则、生态系统方法、担
保国对于海底污染防治的责任等。 这说明《公
约》与时俱进，主动适应保护海洋的现实需要。

最后，《公约》有效兼顾各种利益诉求。 《公
约》“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用较

多的篇幅，对各国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进行海洋

科学研究、便利国际交通等和平利用海洋的合

法利益予以规定和保障，同时规定各国保护和

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兼顾保护与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必由之路。 《公约》还较好地平衡了沿海

国、船旗国之间有关环境事项的管辖权，为有效

防止海上污染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

二

中方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呼吁

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海洋挑战，切实落实《公约》
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制度

框架。
第一，中方注意加强海洋污染的源头治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习
近平主席在第 ７５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
为预防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退化贡献中国

力量。

第二，作为负责任的远洋渔业大国，中方积

极参加主要区域渔业组织的运作和管理，包括 ８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２ 个区域渔业管理安

排，严格认真履行相关组织的养护措施。 中国

积极履行勤勉义务，加强公海渔业资源养护，采
取渔业管理创新举措，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在西南

大西洋和东太平洋部分公海区域实施为期 ３ 个

月的公海自主休渔，开展鱿鱼资源动态监测，促
进全球公海鱿鱼渔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中国高度重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ＢＢＮＪ）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深入参与作为《公约》第三份执行协定的 ＢＢＮＪ
的谈判和制定，就海洋遗传资源及惠益分享、包
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

评价、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核心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 中国主张新国际文书应兼顾各方利益

和关切，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保持合理平衡，有
关制度安排应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坚实的科学

基础，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促进与现有相

关国际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第四，中国高度重视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中

的环境保护，注重国际海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

护相平衡。 中国积极支持和深入参与“区域”资
源开发规章的制定，就开发规章涉及的包括区

域环境管理计划、标准和指南的制定等重大事

项表达立场。 主张开发规章应当以鼓励和促进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为导向，同时切实保护

海洋环境不受“区域”内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有

害影响，采取包括预防性办法、最佳环保做法、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等在内的积极措施，合理平

衡“区域”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的可

持续性和健康。
第五，中国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陆

架科学调查。 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自然资源部第

二海洋研究所先后动用多条 ５０００ 吨级左右的

科考船，通过 ５ 个航次，帮助塞舌尔等国进行大

陆架科学调查，为这些国家的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

架划界案提供了重要帮助。
第六，中国积极评估《公约》 ４０ 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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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正在研究撰写

中国与《公约》蓝皮书。 我们认为，应该继续秉

持《公约》精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海

洋秩序，善意、准确、完整地解释和适用《公约》。

三

提升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平衡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 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
护修复海洋生态系统，深化各层级的国际合作。
总结有益经验，继续促进《公约》与其他国际机

制、框架的协同增效，凝聚海洋治理共识，坚持

好、利用好现有全球海洋治理机制，推动相关平

台形成合力。 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 １４ 所涉各领域工作。 不断完善全球海洋

治理，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共同维护好蓝色星球

这个共同家园。
编辑　 贡杨　 邵雯婧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ＪＡ Ｙｕ１

（１．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６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ａ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ｗｈｏ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ｌｌ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１４，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ａ ｓｔｒｅｎｕｏｕ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