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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协商进程 

第四次会议 

2003年 6月 2日至 6日 

 

  会议形式草案和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依照大会 1999年 11 月 24日第 54/33号和 2002年 12月 12日第 57/141 号

决议，大会主席任命的两名共同主席应同各代表团协商，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和惯

例，拟定最有利于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协商

进程）工作的讨论形式。 

2. 在与各代表团协商和 2003年 4月14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非正式筹备会议

的基础上，共同主席费利佩·保列洛大使（乌拉圭）和菲利普·布格斯先生（澳

大利亚）向协商进程第四次会议提出一份讨论形式草案（见附件一）和一份临时

议程（见附件二）。 

3. 两个讨论小组的重点领域说明分别载于附件三.A和三.B，叙述航行安全；例

如海图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及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些说明仅仅是作

为讨论的起点，目的是确定讨论小组可选择审议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秘书长关于

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的年度报告所提问题。 

4. 请会议审议会议形式草案和临时议程，并酌情予以通过。 

 
 

 
＊ 
本文件迟交，原因是需要进行协商，以便最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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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第四次会议形式草案 
 

  工作方法 
 

1.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四次会议将通过

全体会议进行工作，并设两个讨论小组。 

 

2. 大会 1999年 11月 24日第 54/33号决议第 3段(a)分段所列者，均可参加全

体会议。《21 世纪议程》所确定的主要群体的代表，也均可参加讨论小组的会议。 

3. 在现有会议设施许可范围内，这些主要群体的代表和其他观察员，可按照惯

例，自由出席全体会议。 

  议程 
 

4. 两位共同主席将向第四次会议提出一份议程草案，列出会议的拟议工作方案

以及全体会议和两个讨论小组的时间表。第四次会议将审议这些提案，并据此通

过其议程和时间表。 

  讨论小组 
 

5. 两位共同主席将根据同各代表团的协商提出第四次会议各讨论小组的重点

领域，同时注意到大会 2002年 12月 12日第 57/141 号决议建议第四次会议应围

绕以下领域进行讨论：(a) 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b) 航行安全，例如海图

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共同主席将从有权参加每个讨论小组的与会者中选邀最多

4 人，在讨论小组每个部分就与其重点领域相关的问题作简短发言，率先开始讨

论。 

6． 凡有权参加全体会议者和《21 世纪议程》所确定的主要群体的代表均可参加

讨论小组的会议。 

  第四次会议的报告 
 

7. 第四次会议的报告将包括： 

 (a) 建议大会在题为“海洋和海洋法”的议程项目下审议的商定内容要点； 

 (b) 共同主席在全体会议和讨论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各种问题和意见的

讨论摘要； 

 (c) 就协商进程第三次会议报告 C部分所载“大会在今后关于海洋和海洋法

的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见 A/57/80）提议的增补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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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两位共同主席将如上文第 7 段(a)分段所述，向第四次会议提交一份商定内

容要点草稿，以供建议大会审议。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将有机会讨论该商定

内容要点草稿，以期达成协商一致。 

9． 上文第 7 段(b)分段提及的两位共同主席的摘要报告最后定稿的预发本只有

英文本，将在第四次会议闭幕前两星期送交纽约各常驻代表团，以供代表团提出

意见。 

10． 两位共同主席将把报告的最后定稿提交大会主席，其中纳入就建议大会审议

的要点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并载述各方就第 7段(b)和(c)分段提及的其他组

成部分提出的意见。此外，还将把报告的预发本张贴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

www.un.org/Depts/los网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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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海洋与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第四次会议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003年 6月 2日星期一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项目 1. 第四次会议开幕 

  项目 2. 核可第四次会议形式并通过议程 

1． 本文件列有两位共同主席的提议。请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酌情核可： 

 (a) 第四次会议的形式； 

 (b) 第四次会议议程以及全体会议和讨论小组时间表。 

  项目 3. 就关切领域和需要采取的行动交换意见 

2. 请各代表团特别讨论下列问题： 

 (a) 是否需改进政府间或机构间一级在下列方面的协调或合作： 

  ㈠ 秘书长报告所涉及的任何领域； 

  ㈡ 其中不止一个领域牵涉的共同问题；或 

  ㈢ 阻碍执行这些领域国际文书或实现这些文书效益的障碍； 

 (b) 可建议大会审议哪些具体行动或解决办法以帮助满足这些需要？ 

 下午 3时至 6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项目 3（续） 

2003年 6月 3日星期二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讨论小组 A 
 

航行安全，例如海图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 

2003年 6月 3日星期二 下午 3时至 6时 

  讨论小组 A（续） 

2003年 6月 4日星期三 上午 10时至下午 3时 

  讨论小组 A（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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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至 6时 

  讨论小组 B 
 

  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2003年 6月 5日星期四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和 

下午 3时至 6时 

  讨论小组 B（续） 

2003年 6月 6日星期五  上午 10时至下午 1时 

  第三次全体会议 

  项目 4. 就海洋问题合作与协调交换意见 

3. 大会 2002年 12月 12日第 57/141 号决议第 63和 64段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系

统内建立一个有效、透明和定期的海洋与海岸问题机构间协调机制，并建议新机

制应有明确职权，以连续性、经常性和问责制的原则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协商进

程第三次会议工作报告 A部分第 49段（见 A/57/80）。 

4． 各国代表团不妨就它们认为可有助于确保海洋问题合作与协调的效力提出

行动意见。 

5． 根据大会第 57/141 号决议，会上将提供关于协商进程第一次会议讨论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和陆源海洋污染问题以来的最新发展的情况。 

 下午 3时至 6时 

第四次全体会议 

  项目 5. 确定问题供进一步审议 

6． 请会议提议大会今后工作中值得注意的进一步问题。这些建议将增列入协商

进程第三次会议报告所载的清单（见 A/57/80，C部分）。 

项目 6. 建议大会审议的内容要点 

7． 请会议商定一份建议大会在其题为《海洋和海洋法》的议程项目下审议的内

容要点草案（见附件一所载格式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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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A 
 

  讨论小组 A 
 

  航行安全，例如海图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 
 

 

 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第四章（航行安全）（A/58/65，第 33-100

段），为这个讨论小组以及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址（www.un.org/Dept/los）所

刊载的其他有关报告提供了背景资料，其中除其他外包括： 

第四章. 航行安全 

C. 运输货物和乘客 

 2. 关于运输危险货物的最近发展情况 

  （A/58/65，第 53-61 段） 

D. 路线和海图 

 1. 航行的安全路线 

  （A/58/65，第 63-76段） 

 2. 海图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 

  （A/58/65，第 68-84段） 

E. 实施和强制执行 

 1. 船旗国实施和强制执行 

  （A/58/65，第 85-91 段） 

  “水文测量和海图制作在使得可以确定航行危险方面显然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海洋法公约》要求各国对此进行适当宣传。此外，水文测量

和海图制作在提供所需资料以确定改善和确保安全航行的必要措施方面也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足够的海图和资料导致提高航行的安全，直接有助

于减少船只搁浅和海事意外，从而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此外，各国水

文学局收集的数据和提供的服务其用处超过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它们也是海

洋污染、沿海地区管理以及敏感生态系统确定和监测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水文学组织（水文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强调沿海

国必须履行其测量其所管辖水域和制作海图的责任，以期改进航行安全和保

护海洋环境。大会 1998年 11 月 24日第 53/32号决议请各国合作进行水文

测量和航海事务以确保航行安全，以及确保尽量统一海图和航海出版物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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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活动，以便在全球广泛传播水文和航海资料。大会 2001 年 11 月 28日第

56/12号和 2002年 12月 12日第 57/141 号决议请水文学组织在其他相关国

际组织及有关会员国的合作下，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

以便提高水文学能力，尤其确保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 

  “航行安全，尤其是通过海图制作方面的能力建设加强航行安全，是水

文学组织的一项基本目标，它力求通过以下办法扩展航海图和服务的质量和

覆盖面：(a) 各国水文学局之间的协调；(b) 海图和文件的统一；(c) 采用

可靠、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和利用水文测量；(d) 发展水文学领域的科学以及

描述性海洋学中采用的技术。”（A/58/65，第 68、70和 73段） 

供讨论和阐述的一些具体方面 

• 为制作和更新海图并使其标准化，需要何种能力建设？各国如何才能在制作

精确的辖区水域海图方面获得协助？在协助各国制作这类海图方面有哪些

最近的例子？ 

• 全球和区域组织作了哪些事来加强航行安全？ 

• 有哪些例子可以说明航行安全与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包括

运输危险货物方面的最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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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B 
 

  讨论小组 B 
 

  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A/58/65)第六章(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为这个讨论小组以及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址（www.un.org/Dept/los）所

刊载的其他有关报告提供了背景资料，其中除其他外包括： 

第六章. 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C. 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A/58/65，第 171-238段） 

 3． 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威胁 

  （第 185-196段） 

  (a) 陆源活动 

   （第 186-190段） 

  (b) 过度捕捞鱼类和破坏性捕捞做法 

   （第 191-192段） 

  (c) 海源活动 

   （第 193-194段） 

  (d) 海洋科学研究 

   （第 195段） 

  (e) 全球气候变化 

   （第 196段） 

 5. 保护脆弱的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管理办法和工具 

  (a) 综合管理办法和陆源活动 

   （第 219-221 段） 

  (b) 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避免由于捕鱼导致的压力 

   （第 222-223段） 

  (c) 设立海洋保护区 

   （第 224-2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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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采用生态系统办法来管理渔业 

   （第 228-231 段） 

  (e) 保护珊瑚礁 

   （第 232-234段） 

 6. 区域一级的倡议 

  （第 235-237段） 

  “科学专家组在其题为‘问题重重的海洋’的报告中确认了以下一些脆

弱的领域和系统：珊瑚礁、湿地、海草海床、海岸礁湖、红树林、滨线、流

域、港湾、小岛屿、大陆架和半闭海。其他例子包括濒于灭绝物种的生境、

产卵和繁殖地区、聚食场、海山、热液喷口和极地区。由于脆弱性取决于有

关地区的特定实地情况及其生态特性，因而一般不认为是脆弱的生态系统可

能在特定地点会被认为是脆弱的……” 

  “许多竞相利用沿海区和海洋地区的情形，如陆源活动、捕鱼、海上养

殖、航运活动及勘探和开采矿物以及自然现象，都可能直接影响到脆弱的海

洋生态系统。压力的性质和强度因地而异，不同生态系统的脆弱程度也各不

相同。但很显然，越接近陆地，海洋、海洋生命和资源所受伤害就越大。水

越浅，其危机程度便越深。正是在这里，污染最为严重，生境随时遭到破坏，

而许多渔类也在这里枯竭；生境和生态系统广泛遭到改变和毁坏。河流、湖

口和沿海水域受创最重；湿地、红树林、海草海床和珊瑚礁尤为脆弱。据科

学专家组认为，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的红树林至少消失了一半，70％的

珊瑚礁受到威胁。在许多地方，渔业受到了影响，因为产卵和繁殖地日渐退

化。开阔洋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和生态也受到损害，但是与沿海地区相较，它

们仍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A/58/65，第 176和 185段） 

供讨论和阐述的一些具体方面 

• 哪些是对保护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重大威胁，以及需要进一步开展何种

全球和区域协调与合作，以减少这些威胁？ 

• 我们对这些生态系统及其所受威胁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做

哪些工作来确保有充分、可取用的信息，以供海洋环境的决策者和使用

者利用？ 

• 哪些是保护脆弱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关键管理办法和工具？ 

• 需要开展哪些国际合作或协调来协助各国，从而确切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