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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国际海底管理局第 8 届会议 

 

国际海底管理局第8届会议于2002年8月5日至16日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 共有62个成

员国和7个观察员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管理局主要机构大会和理事会 以及附属机构法律技术

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分别召开了若干次会议  

大会 

大会着重审议了管理局秘书长南丹的年度工作报告 通过了管理局2003至2004年间总金

额为10 509 700美元的双年度财政预算 进行了理事会一半成员的更换选举 大会还通过

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正式印章 旗帜和徽章 大会决定于2003 年7月28日至8月8日召开管理

局第9届会议  

秘书长的年度工作报告 

大会对秘书长年度报告的审议侧重于两方面 一是管理局的实质性工作 二是与开展管

理局实质性工作相关联的管理局各级机构的会议模式与活动方式  

管理局实质性工作 秘书长提交第 8 届会议审议的年度工作报告提出 管理局近期的

实质性工作将集中于四个主要领域 1 行使对勘探合同的监督职能 2 促进并鼓励在 区

域  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3 收集信息以及建立和发展科学技术信息数据库 4 继续为

区域 内其它资源的勘探开发制定适当的规章  

大会注意到管理局的发展取决于其实质性工作的有效开展 管理局实质性工作日益强调

技术与科学知识 应某些代表团的要求 秘书长通报大会 将编写一份关于全球金属市场趋

势的文件或报告 尽管认识到管理局对海洋科学研究本身没有调控职能 但大会指出 管理

局在推动和鼓励 区域 海洋科学研究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大会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

推动研究项目的国际合作的提议 此类研究项目旨在增强关于深海环境及其资源的科学知识  

管理局的会议模式与活动方式 大会就秘书长报告中涉及管理局会议模式与活动方

式进行辩论 代表们认为大会在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不足法定人数 需妥善加以解决 绝大多

数代表团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认为 大会作为管理局的 高权力机构 应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许多代表团充分肯定了管理局各类研讨会的作用与影响 一些代表团提到 应向

管理局更多成员散发信息 鼓励管理局成员参与 区域 事务的热情 大会注意到与管理局

实质性工作的开展相关联 尤其是涉及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探矿勘探规章的制订 法律

技术委员会是目前工作量 重的一个机构 大会同意应给法律技术委员会会议更多时间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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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根据每届会议的工作计划并考虑到灵活性以及管理局各机构之间现有的有机联系 以

有效方式组织管理局各机构的会议  

此外 一些代表团对报告中反映的管理局秘书处与东道国的关系深表关切  

理事会选举 

根据 公约 大会每两年将更换理事会一半成员的席位 在各地区集团和利益集团磋

商的基础上 大会选举下列国家为理事会成员 任期各为四年 A组 意大利 俄罗斯 B组

法国 德国 C组 澳大利亚 印尼 D组 埃及 斐济 牙买加 E组 喀麦隆 智利 科特

迪瓦 洪都拉斯 缅甸 尼日利亚 韩国 沙特阿拉伯  

理事会  

理事会着重按第7届会议商定的意见 继续审议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探矿勘探规章的

制订事宜 此外 理事会审议了法律技术委员会与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是财务委员会有

关管理局2003-2004年双年度预算比额分摊问题 理事会注意到法律技术委员会对承包者年度

报告的评价  

审议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的制订事宜 

为便于有关问题的讨论 管理局秘书处于8月7日特意安排了一天的讲座 邀请美国 英

国 德国和加拿大的5位专家就多金属硫化物 富钴结壳 海底及热液喷口生物多样性问题进

行演讲和答疑 理事会成员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有关这一问题的技术资料与科学知识的有效途

径 其后 理事会安排了多次会议 通过非正式会议的方式进一步讨论了秘书处为第7届会议

编写的文件 ISBA/7/C/2 中所列的问题 理事会指出 需要采用灵活的方式来制订探矿和

勘探规章 特别是鉴于缺乏有关深海生态系统的科学知识 此外 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

显然与多金属结核不同 而且这两种资源本身也相互不同 位于热液喷口处的多金属硫化物

尤其涉及生态问题 出于这些原因 一些代表团赞成为这两种资源制订不同的规章 并建议

在制订规章时审慎行事 与此同时 理事会指出任何规章都必须符合 公约 中的整个制度

有关协定和关于多金属结核的现有规章 从潜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确

定开采区域的大小 以便使开采具有商业可行性 同时避免垄断 相对为国家管辖区域规定

的制度而言 有关 区域 的制度应该具有竞争性  

理事会注意到法律技术委员会刚开始审议规章制订的有关问题 并将在休会期间和第9届

会议上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理事会决定 在法律技术委员会制订规章草案的同时 将在理事

会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有关管理局2003-2004年双年度预算比额分摊问题 

关于预算比额分摊问题 拉美集团与非洲集团质疑财务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成员国会费分

摊比额 将 高比额从25%降至22%的做法 终通过磋商接受这一比额分摊的妥协方案是理

事会建议大会 请秘书长建立一项自愿基金 以支付法律技术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中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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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成员的与会费用 并请财务委员会在其下一届会议上审议该事项 包括从行政预算中开

列经费的可能性  

法律技术委员会 

法律技术委员会着重审议了承包者按照 区域 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提交

的年度报告和 区域 内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 审议了印度和韩国提交

的关于 后放弃开辟区的报告 评议了管理局环境数据和资料标准化问题研讨会和海洋环境

研究国际合作前景研讨会的成果  

承包者的年度报告 

法律技术委员会以秘书处准备的初步评价为出发点讨论和评价了所有承包者提交的报

告 为此目的 委员会通过非正式的工作组会议 审查承包者所进行的以下方面工作 (a) 地

质和地球物理制图和取样 (b)环境监测 (c) 开采技术 (d) 法律和财务问题  

委员会认为所有承包者都已努力遵守合同规定的有关要求 但同时指出年度报告尚须完

整齐全 以便委员会妥善了解情况 委员会对每一承包者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并请秘书长

要求承包者满足合同标准条款第10节的规定要求  

委员会指出 这是承包者提交的第一份报告 既没有报告编写方法 也没有报告评价方

法 而且委员会认为在本届会议上已花费太多时间来详细研究这些报告 有鉴于此 委员会

决定在今后设立一个工作组 以便协助秘书处编写年度报告评价草稿 为便于承包者提出报

告 委员会还根据规章的规定提出了年度报告标准格式 委员会强调 承包者应严格遵守在

每年结束后90天内提交年度报告的要求
*
 

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勘探规章的制订 

法律技术委员会以秘书处2000年编写的文件为基础 开始审议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

的探矿和勘探的规则 规章和程序方面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公开会议的方式 以便

理事会成员有机会跟踪了解委员会就这一问题的辩论  

委员会对秘书处文件中建议的方法进行初步讨论时强调 在制定规章方面必须小心谨慎

应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行事 讨论中强调 考虑到 区域 内活动所涉及的不确定性 任何探

矿和勘探计划在经过一个初期阶段以后 都应接受审查 在鼓励探矿和勘探 并据此向潜在

探矿者提供对特定区域的权利以及申请勘探合同的优先权的同时 也必须确保管理局得到充

分的数据和资料 特别是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资料  

法律技术委员会请秘书处在下届会议前向其提供有关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问题的进

一步资料 特别是 请秘书处提供一份有关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开采活动的潜在环境后

果的报告 还请秘书处审查文件ISBA/7/C/2 附件所载各示范条款 以便结合委员会的讨论情

                                                        
* 有关法律技术委员会对承包者年度报告的评价细节 见下期国际海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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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编写一套探矿和勘探规章的订正草案 委员会在下次会议上将要讨论与规章有关的问题

包括 替代区域放弃制的累进收费制 进一步审议颁发许可证的网格制度 以及平行开发制

是否适用于这些资源等问题 已建议秘书处考虑陆地和沿海国家的有关立法条款 它们可能

有助于委员会进行审议  

法律技术委员会将于2003年召开为期两周的会议 比管理局第9届会议提前一周举行会

议 在会议的第一周 委员会将分成若干非正式工作组 以便详细审议有关规章的具体问题

非正式工作组的各协调员和讨论专题如下 加洛 卡雷拉 勘探活动的环境影响 让皮埃

尔 勒诺布勒 勘探区域的面积以及承包者可能向管理局放弃其中一些区域的制度 艾伯

特 霍夫曼 要求申请者递交的详细阐述其意图的工作计划表 以及巴伊迪 迪内 联

系承包商和管理局之间制度安排的类型 包括平行开发制 联合企业制或某种其他方式的类

似制度  

财务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着重审查了管理局2003-2004年财政预算 建议理事会和大会核准总金额为

10 509 700美元的双年度预算 委员会认为 鉴于管理局组建阶段已经完成 目前已经开

始为管理局实质性业务工作编制预算 关于这一点 委员会赞赏预算能面向研讨会和讲座

委员会同意将海洋科学研究作为单独科目列入预算  

鉴于联合国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已作调整 委员会建议2003和2004年管理局预算分

摊比额表应分别以联合国2002和2003年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为基础 高比率应定为

22% 低比率保持2001和2002年的水平  

财务委员会在审议预算时对照了经审计的2001-2002年管理局财务报表 并审议了2001和

2002年审计报告 指出审计报告在格式及明确度方面均不令人满意 此外 财务委员会决定

不建议授权秘书长动用财政盈余 而建议将全部累计盈余用来降低摊款数额  

 

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五次研讨会 

 

国际海底管理局于 7月 29日至 8月 2日在金斯敦召开了 海洋环境研究的国际合作前景

研讨会 有关领域的科学家 各承包者代表 法律技术委员会委员共约 50 人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围绕今年 3 月科学家准备会议上提出的四个方面展开研讨 这四个专题是  

1. 深海海盆多金属结核区 特别是 C C 区的生物多样性程度 物种范围和基因流动的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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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矿作业所造成的海底扰动 生物再居过程 以及采矿悬浮物的再沉淀过程  

3. 采矿悬浮物对水体生态系统的影响  

4. 多金属结核区生态系统的自然变化以及控制这种变化的过程  

会议请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介绍每一专题的合作背景 合作思路及可能的合作方式 包括

中国大洋协会在内的各承包者代表报告了各自在保护保全海洋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 近期的

区域 活动计划以及未来五年内的航次安排 在这些报告基础上 会议按专题组成四个工

作组进行研讨 提出每一专题的合作计划框架和合作方 列明实施该项计划可以获得的各种

资源及其获取这些资源的费用 专题的重点任务 以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与后续安排  

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体现在 各承包者和科学界表现出共同参与管理局倡导的 区域 科

研合作的热情 除了由于深海采矿时机问题而对第 2 专题反映冷淡外 各专题不同程度地确

定了合作框架与合作方 落实了有关资源 并作了相应的后续安排 其中以美国夏威夷大学

等多国研究机构与管理局已合作开展的项目为基础 反映多金属结核区生物多样性 物种范

围及基因流动等分布情况的第 1 专题获得了各方积极响应 包括中国大洋协会 韩国海洋研

究院 国际海洋金属联合组织等承包者均表示了积极参与合作的愿望 并讨论了合理利用承

包者近几年计划中的开展 区域 活动的航次资源 进行人员交流与培训 以及资料成果的

获取与分享等问题 由中国科学家倡导的反映深海各种自然要素变化与分布的第 4 专题也获

得了各方积极响应  

会议组织者对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管理局秘书长南丹认为这是一次务实的会

议 是管理局在中国三亚召开的首次研讨会上开启的合作机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结出的果实  

南丹并表示 在这次研讨会基础上 管理局将鼓励 促进合作各方开展专题一级的协调工作

落实合作计划与有关资源 尽快启动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本次研讨会反映出如下特点  

1 在当前深海商业性开发前景不明的形势下 区域 活动已表现出合作大于竞争 竞

争寓于合作的趋势 本次研讨会标志着 区域 活动各承包者之间 以及承包者与科技界开

展合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研讨会达成的合作项目将有效促进各方的 区域 科研合作  

2 在管理局的积极倡导下 促进 区域 海洋科研合作已成为管理局的实质性工作之一

管理局将通过海洋科研合作 在数据资料与方法手段标准化 整合不同承包者之间 及承包

者与科学界之间各自为政的海洋科研计划 充分利用有关资源以及合理配置相应资源方面发

挥更积极的作用  

3 有关各方对第 1 专题的参与热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各国对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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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立场 

中国代表团对管理局实质性工作的评价 

在管理局 8届会议大会上讨论秘书长年度工作报告时的发言摘要 

刘振民 2002 年 8 月 9 日 

 

中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秘书长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166 条第 4 款所提交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一年来管理局的工作 尤其对管理局的实质性工作作了详细介绍

指出了管理局今后的实质性工作将集中于四个主要领域 即勘探合同的监督 区域 内海洋

科学研究 信息和数据的建立及新勘探规章的制订 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同  

目前 管理局的工作处于一个转型和发展阶段 在完成多金属结核勘探规章之后 管理

局已与 7 个先驱投资者签订了勘探合同 这种合同关系的确立 标志着国际海底勘探和开发

制度的重大进步 但这仅仅是管理局实质性工作的开始 管理局作为代表全人类管理国际海

底区域的一个机构 应不断地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开辟新的工作

中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报告中的观点 管理局今后除监督勘探合同的执行外 应加强对 区

域 内其它资源的探矿和勘探规章的制订 同时应大力加强对海洋科学研究的促进工作  

关于 区域 海洋科学研究 公约 就海洋科学研究赋予管理局广泛的职责 公

约 第 143 条规定 管理局应促进和鼓励在 区域 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并应协调和传播

所得到的这种研究和分析的结果 中国代表团认为 开展 区域 内的海洋科学研究 对于

提高人类对海洋的认识 对于推动国际海底区域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希望加强 区域 内海洋科研的国际合作 希望 区域 内有关科研及其成果能切实地

为全人类所分享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 秘书处近年来在区域内海洋科研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

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与有关科研机构联合进行了科学研究项目 这些均取得了良好效

果 中国代表团对秘书处开展的这些活动表示赞赏 并希望各类形式的研讨会和合作项目能

继续下去 我们注意到 上周举行的研讨会上提出了 4 个研究项目 全部涉及海洋环境问题

包括生物多样性 物种范围及基因流动率问题 但是 这些科研活动不应停留在临时性质的

阶段 而应成为管理局的正常工作 为此 本届大会有必要就 区域 内海洋科研问题认可

秘书处的努力 鼓励加强国际合作 请求秘书处继续举办有关研讨会 以推动海洋科研成为

管理局的一项日常工作 并推动加强海洋科研中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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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勘探规章的制订 中国代表团对理事会启动有关 区域 内多金属硫化物和

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的讨论表示支持 我们注意到 该规章的制订要比多金属结核的勘

探规章难度大 这主要是因为多金属硫化物的开采涉及复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关于国际海底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 即虽然管理

局在管理 区域 内活动方面的作用主要在于勘探和开采矿物资源的活动 但管理局在保护

和保全海洋环境 包括其生物多样性 方面拥有广泛的职责 中国代表团认为 在这个问题

上 管理局应该刷新观念 要充分认识到 区域 内资源的开发与 区域 内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问题 只有通过同一个机制才能解决 既然 海洋法公约 将

管理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职责赋予了管理局 管理局就应当将与资源开发相关的环境问题一

并处理好 中国代表团认为 管理局应勇敢地承担起责任 中国代表团也支持大会能就该问

题通过一项决定  

关于管理局的 今后走向 我们注意到了秘书长报告中介绍的有关情况及其观点

中国代表团认为 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 非常复杂 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管理局 今后走

向 问题的核心应该是确定管理局的活动范围和活动目标以及进一步扩大管理局的作用 而

不是会议安排等程序问题 作为根据 公约 建立的代表全人类管理 区域 内活动及其资

源的唯一机构 管理局应努力扩展其活动领域 鼓励各成员国更加积极地参与管理局的工作

鼓励更多的成员国广泛参与管理局的活动 正因为如此 中国代表团支持加强管理局在海洋

科学研究中的协调作用 支持管理局承担起与管理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相关的一切工作 只有

这样 管理局才能够增强活力 才能够更好地履行 公约 赋予的职责  

 

中国代表团对制订新资源勘探规章的有关立场 

―在管理局 8届会议理事会上讨论新资源勘探规章时的发言摘要 

刘振民 2002 年 8 月 14 日 

 

自上届理事会以来 秘书处为推动大家对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两种资源的了解做了

不少工作 举办了几次报告会 并为我们这届会议准备了有关文件 通过听取科学家们的介

绍 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 在本届会议期间 法律技术委员会

已开始讨论制订这两种资源的勘探规章问题 并对其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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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就制订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的勘探规章问题谈些初步看法  

1 处理好法律的一致性或连续性与资源的不同性的平衡关系问题 制订多金属

硫化物与富钴结壳的勘探规章不是在空白上进行 除了 公约 和 1994 年 执行协定 外

我们已经有了第一部 采矿法典 即 多金属结核勘探规章 因此 我们在制订新的勘探

规章时 要考虑到确保法律的安全和法律的一致性 要充分利用好多金属结核勘探规章的有

关规定 同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源的不同性问题 科学家们已经告诉我们 多金属硫化物

和富钴结壳与多金属结核是不同的 而且多金属硫化物与富钴结壳也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在

确保法律一致性的前提下 对不同的资源制订不同的规则  

2 关于将多金属硫化物与富钴结壳分开处理的问题 科学家们已经告诉我们

这两种资源差别很大 仅仅从制订勘探规章的目的出发 我们也要认识到有关差别 第一

目前发现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址绝大多数在专属经济区 而富钴结壳的大部分潜在矿址在 区

域 第二 多金属硫化物所在的热液喷口存在复杂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而富钴结壳的潜在矿

址不存在这种复杂问题 第三 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矿床的分布面积大小也有很大差别

因此 无论将来是制订一套规章 还是两套规章 都需要对这两种资源作出不同的规定 从

而可使新的勘探规章更有操作性  

3 勘探区块的面积 问题将是制订新规章过程中最难的问题之一 中国代表

团认为 在充分考虑到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两种资源分布特点的前提下 勘探区块面积

的确定需要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 要让投资者获得足够商业开采的区块 以鼓励投

资 第二个目标是 要有利于避免垄断 以鼓励所有投资者都有信心投资 希望法律技术委

员会 在基于以上两个原则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提出合理可行的勘探区面积方案  

4 关于开发制度 考虑到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两种资源的分布特点 在制订勘

探规章时 首先要确保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制度与有关国家专属经济区的开发制度具有竞争

性 以鼓励投资者到国际海底区域投资 至于采用哪种开发制度 究竟是采用 平行开发制

还是采用 联合企业 制 中国代表团还没有考虑好 但我们认为 应该对陆地 大陆架和

专属经济区有关资源开发的各种投资制度进行充分调研 并进行分析对比 以提出适合这两

种资源的开发制度 同时 确定有关的开发制度时 应给予投资者一定的选择权  

中国代表团希望 制订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勘探规章的工作能尽快走上正常轨道

中国代表团认为 本届理事会可授权法律技术委员会尽快开始起草工作 以便向理事会提出

规章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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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成员国 2002--2006 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A 组 (4 席)  

日本 日本 日本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英国 英国 英国     

意大利  意大利
1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B 组 (4 席)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度 印度 印度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荷兰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C 组 (4 席)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南非
2
 赞比亚 加蓬

3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D 组 (6 席)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埃及  埃及 埃及 埃及 埃及 

斐济 斐济 斐济 斐济 斐济 

牙买加 牙买加 牙买加 牙买加 牙买加 

苏丹 苏丹 苏丹

                                            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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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组 (18 席)
4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   

喀麦隆 喀麦隆 喀麦隆 喀麦隆 喀麦隆 

智利 智利 智利 智利 智利 

捷克 捷克 捷克     

加蓬 加蓬 南非     

圭亚那 圭亚那 圭亚那     

马耳他 * 马耳他 马耳他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缅甸 缅甸 * 缅甸 缅甸 

巴拉圭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波兰 波兰 波兰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特利尼达多巴哥 特利尼达多巴哥 特利尼达多巴哥     

突尼斯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1
  如果美国成为管理局成员 意大利应将其在 A 组的席位让给美国 但这不影响任何国家 

参加理事会的任何中间选举   

2
  南非 2003 年将其在 C 组的席位让给赞比亚 2004 年让给加蓬   

3
  根据非洲集团达成的谅解 2005 年南非将获选取得 2004 年由加蓬占据的 C 组席位   

4
 * 商定的理事会席位地区分配为 非洲集团 10 席 亚洲集团 9 席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 

团 8 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 7 席 以及东欧集团 3 席 由于席位总计为 37 席 根据 

达成的谅解 除东欧集团外 其余四个地区集团将按年轮流放弃一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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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各组成员资格的国家 

A 组-- 区域 矿物所含金属的消费国利益集团 

表 1 钴 铜 锰 镍主要消费国 

钴 铜 锰 镍

中国 中国 中国 日本

赞比亚 日本 乌克兰 德国

巴西 德国 南非 韩国

俄罗斯 韩国 印度 中国

民主刚果 意大利 法国 意大利

古巴 法国 巴西 法国

法国 墨西哥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芬兰

比利时 挪威 瑞典

西班牙 韩国 英国

英国 墨西哥 西班牙

印度 西班牙 南非

波兰 澳大利亚 比利时

俄罗斯  

表 2 钴 铜 锰 镍主要净进口国 

钴 铜 锰 镍

中国 日本 法国 芬兰

印度 中国 中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日本

比利时 西班牙 俄罗斯 俄罗斯

巴西 德国 挪威

印尼 印度 韩国

法国 巴西 西班牙

芬兰 意大利

菲律宾 斯洛伐克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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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 区域 活动的最大投资国利益集团  

表 3 主要海底投资国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古巴*      捷克* 

法国*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波兰*      韩国*      俄罗斯*     

斯洛伐克*     英国      美国  

 

 根据 公约 B 组 4 个席位由八个最大海底投资国中产生 

* 已与管理局签订了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 

 

C 组-- 区域 矿物所含金属的生产国利益集团 

表 4 钴 铜 锰 镍主要生产国和净出口国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1 赞比亚 民主刚果 智利 智利 南非 加蓬 俄罗斯 法国

2 民主刚果 澳大利亚 印尼 印尼 乌克兰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3 俄罗斯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巴西 巴西 印尼 印尼

4 澳大利亚 比利时 中国 巴新 加蓬 墨西哥 法国 菲律宾

5 古巴 纳米比亚 俄罗斯 蒙古 澳大利亚 加纳 古巴 德国

6 法国 南非 波兰 葡萄牙 印度 法国 中国 挪威

7 南非 墨西哥 墨西哥 加纳 乌克兰 巴西 芬兰

8 印尼 赞比亚 菲律宾 墨西哥 印度 南非 南非

9 巴西 巴新 马来西亚 中国 博茨瓦纳 巴西

10 博茨瓦纳 南非 西班牙 菲律宾

11 中国 蒙古 瑞典 希腊

12 葡萄牙 德国 津巴布韦

13 瑞典 保加利亚 芬兰

14 保加利亚 波兰 挪威

15 博茨瓦纳

镍

排序

钴 铜 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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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钴 铜 锰 镍主要生产国和净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原矿产量 净出口值

1 赞比亚 民主刚果 智利 智利 南非 加蓬 印尼 印尼

2 民主刚果 纳米比亚 印尼 印尼 乌克兰 巴西 古巴 菲律宾

3 古巴 南非 中国 巴新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南非

4 南非 波兰 蒙古 加蓬 加纳 巴西 巴西

5 印尼 墨西哥 墨西哥 印度 乌克兰 南非

6 巴西 赞比亚 菲律宾 加纳 印度 博茨瓦纳

7 博茨瓦纳 巴新 马来西亚 墨西哥 菲律宾

8 中国 南非 保加利亚 中国 津巴布韦

9 津巴布韦 蒙古 波兰

10 保加利亚

11 博茨瓦纳

12 印度

13 菲律宾

镍

排序

钴 铜 锰

 

D 组--特别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 

表 6 人口 多的发展中国家 

国家      人口 百万 2001 年 

中国       1,285.0 

印度       1,025.1 

印尼        214.8 

巴西        172.6 

巴基斯坦       145.0 

孟加拉国       140.4 

尼日利亚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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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 发展中国家 

内陆国        地理不利国 

玻璃维亚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巴林 

捷克        喀麦隆 

匈牙利        克罗地亚 

老挝        吉布提 

马里        冈比亚 

蒙古        伊拉克 

尼泊尔        牙买加 

巴拉圭        约旦 

斯洛伐克       科威特 

马其顿        新加坡 

乌干达        斯洛文尼亚 

赞比亚        苏丹 

津巴布韦       南斯拉夫 

 

表 8 岛屿国 发展中国家 

安提瓜与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佛得角 

喀麦隆    库克岛    古巴    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    斐济    格林纳达   海地 

印尼     牙买加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 

所罗门群岛   斯里兰卡   汤加    特里尼达多巴哥 

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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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钴 铜 锰 镍主要进口国 发展中国家 

钴 铜 锰 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度 韩国 韩国

新加坡 印度 斯洛伐克

巴西 巴西 沙特阿拉伯

印尼 菲律宾 罗马尼亚  

 

表 10 有关金属的潜在生产国 发展中国家 

国 家  金属矿产    国 家  金属矿产 

   阿根廷   铜     智利   锰 

   科特迪瓦  镍     塞浦路斯  铜 

   民主刚果  铜     格鲁吉亚  铜 

   马来西亚  铜     墨西哥   铜 钴 

   缅甸   铜     巴布亚新几内亚 钴 镍 

   马其顿   铜     乌干达   钴 

   津巴布韦  钴 铜 

 

表 11 不发达的国家 

安哥拉    孟加拉国    贝宁    佛得角 

科摩罗斯   民主刚果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冈比亚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海地 

老挝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毛里塔尼亚 

莫桑比克   缅甸     尼泊尔    尼日尔 

塞拉里昂   苏丹     汤加    乌干达 

坦桑尼亚   也门     赞比亚 

 

E 组--地区利益集团 

管理局 137 个成员国和欧盟 截止 2002 年 6 月 30 日 均有资格从本组当选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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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成员国 2003 年资金比额分摊表 

国 家 联合国会费比额 %  管理局调整的比额 %  美元值 

阿尔及利亚 0.071 0.105 4,546 
安 哥 拉  0.002 0.01 433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10 433 
阿根廷 1.159 1.715 74,199 

澳大利亚 1.640 2.426 104,992 
奥 地 利 0.954 1.411 61,074 
巴哈马 0.012 0.018 769 
巴林 0.018 0.027 1,152 

孟加拉国 0.01 0.01 433 
巴巴多斯 0.009 0.01 433 
比利时 1.138 1.684 72,855 
伯利兹 0.001 0.01 433 
贝宁 0.002 0.01 433 

玻利维亚 0.008 0.01 433 
波黑 0.004 0.01 433 

博茨瓦纳 0.01 0.01 433 
巴西 2.093 3.096 133,993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3 0.049 2,113 
保加利亚 0.013 0.019 832 
喀麦隆 0.009 0.01 433 
佛得角 0.001 0.01 433 
智利 0.187 0.277 11,972 
中国 1.545 2.286 98,911 

科摩罗斯 0.001 0.01 433 
库克群岛 0.001 0.01 433 
哥斯达黎加 0.02 0.03 1,280 
科特迪瓦 0.009 0.01 433 
克罗地亚 0.039 0.058 2,497 

古巴 0.03 0.044 1,922 
塞浦路斯 0.038 0.056 2,433 

捷克 0.172 0.254 11,011 
民主刚果 0.004 0.01 433 
吉布提 0.001 0.01 433 

多米尼加 0.001 0.01 433 
埃及 0.081 0.12 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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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 0.001 0.01 433 
斐济 0.004 0.01 433 
芬兰 0.526 0.778 33,675 
法国 6.516 9.640 417,150 
加蓬 0.014 0.021 897 
冈比亚 0.001 0.01 433 

格鲁吉亚 0.005 0.01 433 
德国 9.845 14.565 630,271 
加纳 0.005 0.01 433 
希腊 0.543 0.803 34,763 

格林纳达 0.001 0.01 433 
瓜地马拉 0.027 0.04 1,730 
几内亚 0.003 0.01 433 

几内亚比绍 0.001 0.01 433 
圭亚那 0.001 0.01 433 
海地 0.002 0.01 433 

洪都拉斯 0.004 0.01 433 
匈牙利 0.121 0.179 7,747 
冰岛 0.033 0.049 2,114 
印度 0.344 0.509 22,023 
印尼 0.201 0.297 12,869 
伊拉克 0.102 0.151 6,530 
爱尔兰 0.297 0.439 19,014 
意大利 5.104 7.551 326,755 
牙买加 0.004 0.01 433 
日本 19.669 22 952,017 
约旦 0.008 0.01 433 
肯尼亚 0.008 0.01 433 
科威特 0.148 0.219 9,475 
老挝 0.001 0.01 433 
黎巴嫩 0.012 0.018 723 
卢森堡 0.08 0.118 5,122 

马达加斯加 0.003 0.01 433 
马来西亚 0.237 0.351 15,173 
马尔代夫 0.001 0.01 433 

马里 0.002 0.01 433 
马耳他 0.015 0.022 960 

马绍尔群岛 0.001 0.01 433 
毛里塔尼亚 0.001 0.01 433 
毛里求斯 0.011 0.016 704 
墨西哥 1.095 1.62 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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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 0.001 0.01 433 
摩纳哥 0.004 0.01 433 
蒙古 0.001 0.01 433 

莫桑比克 0.001 0.01 433 
缅甸 0.01 0.01 433 

纳米比亚 0.007 0.01 433 
瑙鲁 0.001 0.01 433 
尼泊尔 0.004 0.01 433 
荷兰 1.751 2.59 112,098 
新西兰 0.243 0.36 15,558 

尼加拉瓜 0.001 0.01 433 
尼日利亚 0.056 0.083 3,586 

挪威 0.652 0.965 41,742 
阿曼 0.062 0.092 3,970 

巴基斯坦 0.061 0.09 3,905 
帕劳 0.001 0.01 433 
巴拿马 0.018 0.027 1,153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6 0.01 433 
巴拉圭 0.016 0.024 1,025 
菲律宾 0.101 0.149 6,467 
波兰 0.319 0.472 20,423 
葡萄牙 0.466 0.689 29,834 
韩国 1.866 2.761 119,461 

罗马尼亚 0.059 0.087 3,778 
俄罗斯 1.2 1.775 76,824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1 433 
圣卢西亚  0.002 0.01 43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1 433 
萨摩亚 0.001 0.01 43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1 433 
沙特阿拉伯 0.559 0.827 35,788 
塞内加尔 0.005 0.01 433 
塞舌尔 0.002 0.01 433 

塞拉利昂 0.001 0.01 433 
新加坡 0.396 0.586 25,353 

斯洛伐克 0.043 0.064 2,754 
斯洛文尼亚 0.081 0.12 5,187 
所罗门群岛 0.001 0.01 433 
索马里 0.001 0.01 433 
南非 0.411 0.608 26,313 
西班牙 2.539 3.756 16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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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0.016 0.024 1,025 
苏丹 0.006 0.01 433 
苏里南 0.002 0.01 433 
瑞典 1.035 1.531 66,261 
马其顿 0.006 0.01 433 
多哥 0.001 0.01 433 
汤加 0.001 0.01 433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0.016 0.024 1,025 
突尼斯 0.031 0.046 1,986 
乌干达 0.005 0.01 433 
乌克兰 0.053 0.078 3,394 
英国 5.579 8.254 357,165 

坦桑尼亚 0.004 0.01 433 
乌拉圭 0.081 0.12 5,187 

瓦努阿图 0.001 0.01 433 
越南 0.013 0.019 833 
也门 0.007 0.01 433 

南斯拉夫 0.02 0.03 1,281 
赞比亚 0.002 0.01 433 

津巴布韦 0.008 0.01 433 
小计 72.15% 100.00% 4,327,350 
欧盟     80,000 
总计     4,40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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