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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祝贺中国大洋协会成立二十周年 

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出贺信，祝贺中国

大洋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全文如下： 

值此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谨向奋战在这条战线

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 

积极开展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工作，对推进我国海洋事业、拓展可持

续发展空间，具有重大意义。过去20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增强了勘探开发深海资源和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能力。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自强、

探索、奉献、和平的大洋精神，始终瞄准国际深海科技前沿，勇于开拓，不断创

新，为推动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大洋协会庆祝成立二十周年  

10月20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大洋协会）成立

20周年庆祝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海洋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赐贵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来的贺信并发表

了重要讲话。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汪民受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徐

绍史委托，代表国土资源部致辞。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贾桂德宣读了外交部

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大洋协会理事长王飞主持，金建才秘

书长宣读了关于表彰的决定。中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地质调查局等有关方

面领导，中国大洋协会理事及代表，从事大洋工作的老同志、老专家以及获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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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的个人和单位代表等近160人出席了庆祝大会。 
 

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 

11月18日，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奥敦通在北

京签订了国际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勘探合同。该勘探合同的签订，使中国大洋

协会继2001年在东北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勘探合

同区后，获得了第二块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国际海底矿区。 

在中国政府担保下，中国大洋协会于2010年5月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国际

海底区域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区申请。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于2011年7月核准了

上述申请，中国大洋协会在位于西南印度洋的国际海底区域内，获得1万平方公

里勘探矿区。按照合同要求，未来15年，中国大洋协会将继续开展勘探活动，履

行有关环境监测、环境基线调查与研究、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等义务，并

在勘探合同签订后10年内完成勘探区面积75%的区域放弃。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中方开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活动，有助于了解和利用国际海底资源，提高对深海

的科学认知水平和有效保护海底环境，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 

国际研讨会召开 

11月8-9日，由国家海洋局和中国大洋协会资助、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和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

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连增，浙江省副省长龚正和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贾桂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

29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海洋法律专家与科学家，以及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官员、国际海底管理局官员、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委员、国际海洋法庭法官等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陈连增强调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事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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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沿海国利益，各方都应以谨慎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和开展有关工作，正确

理解和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切实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

各项制度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龚正代表浙江省人民政府对参加研讨会的各界专家

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浙江省经济发展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贾桂德代表外交

部对研讨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希望研讨会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落实《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制度，以便妥善平衡各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的

合法权利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共同构建和谐海洋秩序。 

研讨会期间，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占海作了题为《大陆架和“区域”

事务的进展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主旨发言，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司

长、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代理主席、国际海洋法法庭副庭长、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

长分别就各自分管领域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和最新进展向大会作了主旨报告，其他

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相关法律问题、大陆边缘的形成演

化与洋脊的相互作用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观点与立场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第 66届联大全会 

关于“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的发言 

(2011年 12月 6日，纽约) 
  

主席先生， 

今年以来，海洋与海洋法事务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各项制度深入实施、稳步发展，各国围绕海洋事业的合作与互动日渐密切。

明年将迎来《公约》签署 30 周年。中国愿以此为契机，继续与各国一道，进一

步推动建设和谐海洋，在以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促进海洋的和平、

安全、开放，平衡海洋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实现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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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中国代表团秉持和谐海洋秩序的理念积极参与了本届联大海洋和海洋

法决议和可持续渔业决议案文的磋商。在此，我愿感谢巴西的瓦莱（Valle）大使

和美国的霍莉（Holly）女士作为两决议磋商协调员做出的贡献。 

主席先生， 

我愿借此机会阐述中国代表团关于海洋和海洋法各相关领域的立场和主张。  

一、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工作，积

极评价委员会各位委员的辛勤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支持委员会严格按照《公约》

及议事规则履行职责，希望外大陆架划界平衡处理沿海国合法权益和国际社会整

体利益。委员会当前工作繁重，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在纽约履职期间的医

疗费仍难保障，中国代表团呼吁各方继续推进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帮助委员会顺

利开展工作。 

二、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中国代表团祝贺国际海底管理局一年来取得的成

就，特别是管理局理事会核准了四项国际海底资源勘探申请，显示国际海底工作

活力进一步增强。中国代表团希望，正在拟订的“富钻结壳资源勘探规章”草案能

平衡反映各方关切，尽早出台。我们认为“克利伯里一克拉里昂区环境管理计划”

应遵循《公约》，具备充分科学依据，妥善处理保护海底环境和开发利用海底资

源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代表团注意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第一

宗海域划界案已经开始审理，海底争端分庭就国际海底活动担保国责任问题发表

了咨询意见。这表明法庭作为根据《公约》设立、处理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

问题争议的司法机构，已进入全面履行《公约》所赋予职责的新阶段。中国政府

重视和支持法庭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维护国际海洋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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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

们注意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联大框架下的特设工作组已就有关问题提

出了具体工作建议。中国代表团支持联大通过上述建议，同时愿强调指出，公海

和国际海底区域涉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妥善处理上述区域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问题对于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相关工作应循序渐进，充

分顾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需要。 

五、关于全球海洋环境报告与评估经常性进程。中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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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国代表团认为，为使

进程顺利开展和发挥应有作用，须妥善制订“全球海洋环境状况综合评估大纲”。

中国已申请于 2012年 2月下旬举行东亚和东南亚海区研讨会，希望此次研讨会

能为本海区的海洋环境评估工作和海区内国家能力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 

六、关于可持续渔业。作为负责任的渔业大国，中国积极参加各国际渔业组

织的工作，致力于加强对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中国政府愿继续与有关各国一

道，共同促进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合理规范渔业行为，为实现海洋生物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海洋生态平衡和各国共享渔业利益做出积极努力。 

主席先生， 

海洋是人类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团结互助，

共同应对海上挑战，共享海洋机遇和财富，共谋海洋永续发展，让海洋永远造福

于人类。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为建设和谐海洋而努力。 

 

资料 

 

“深海矿产资源勘探环境管理需要”国际研讨会召开 

 
2011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2日，管理局与斐济政府、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在斐济南迪共同举办“深海矿产资源探矿与勘探环境管理需要”国际研讨会。研

讨会旨在增进对深海资源的认识，研究管理局有关防止采矿损害深海环境的保护

措施，研究这些措施是否可运用于沿海国大陆架矿产资源开发，并就深海采矿的

环境影响评估问题形成初步建议。 

管理局秘书长奥敦通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到，深海采矿正日益成为可能，其对

海洋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问题应得到重视；管理局已经在数据标准化和采集规范

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加国际社会对深海环境和采矿的了解，完善有关数据库，为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保护海洋环境不受采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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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在联大发言 

2011年 12月 6日，秘书长在联大讨论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下发言，部分内容

如下： 

一、关于瑙鲁和汤加两份申请 

“第 17 届管理局理事会核准瑙鲁担保的瑙鲁海洋资源公司矿区申请和汤加

担保的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矿区申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两申请是管理局

目前批准的首批私人实体的申请，另一方面两申请是由发展中国家担保私人实体

在保留区提出的申请。”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公约》规定的平行开发制的本意是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现实的、具有可操作的参与海底采矿的途径，发展中国家可独自进行或

通过企业部的形式进行。1994 年《执行协定》实际上导致企业部设立的拖延，

很可能是无限期的，由于海底开发涉及巨大投资风险，这使发展中国家实际参与

海底采矿的机会变得渺茫。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

与商业公司合作，得到深海底勘探的必要资金和技术，这就是瑙鲁和汤加两份申

请的情况。” 

二、关于“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环境管理计划” 

“管理局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海洋环境，使其免受海底采矿的损害和影响，管

理局有义务制订有关规则、规定和程序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祝贺管理局理事会 2011年朝着制订‘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

环境管理计划’的目标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一计划包括划定一系列特别环境

利益区。虽然还需要做大量工作，但我相信理事会就法技委建议所做的决定是重

要的第一步，这不仅反映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执行协定》的规定，还有

各国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宣言等所承担的其他

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