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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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次会议 

2009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 
 
 

盘点：非正式协商进程的成就和不足之处十年期审查 
 
 

由 77 国集团加中国提交 
 
 

关于非正式协商进程的一般考虑 
 
 

1. 大会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建议(见 E/CN.17/1999/20，第三章，B 节，第

38(d)-45 段)下，根据题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海洋’这一部门主题进行审

查的结果：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第 54/33 号决议，于 1999 年设立联合国海洋问

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大会在其第 63/111 号决议中决定，协商进程

第十次会议将着重讨论协商进程各项成果的落实情况，包括审查前九次会议的成

就和不足之处。 

2. 77 国集团加中国一贯支持协商进程通过审议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

告以及提议可由大会审议的具体事项，并以确定哪些领域应增进政府间和机构间

协调与合作为重点，为大会以有效和积极方式对海洋事务发展情况进行年度审查

提供方便。 

3. 非正式协商进程的一个宝贵特征是开放供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

国、公约所有缔约国、根据大会相关决议长期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工作的

实体、以及拥有海洋事务管辖权的政府间组织参与；因此，协商进程提供了结合

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就海洋事务进行意见交流和信息分享的机会。 

4.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是可以将其独一无二的性质带给

非正式协商进程，如果加以利用，协商进程就能够通过确定哪些领域需要增进合

作与协调，为有关海洋事务的辩论增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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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威胁着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实现。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千年发展目标之目标 1 和目标 7 离实现最为遥远。

这一不利局面使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因此，77 国集团加中国确信，

协商进程应重温其最初的授权任务。 

6. 海洋问题要到2014年才会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安排中再次进行审议；

如果没有设立非正式协商进程，在相隔的 15 年时间里，与海洋有关的问题就不

可能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联合国系统任何其他论坛中得到审议。在审议协商

进程的作用和效力时，这一点不容忽视。 

授权任务 
 

7.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其第 7/1 号决定(见 E/1999/29)中确认，大会是提供必

要协调以确保在政府间和机构间对海洋问题的各个方面采取整合解决办法的适

当机构。 

8. 在这方面，委员会确认，协调活动应完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

并顾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的协议，尤其是《21 世纪议程》第 17 章。还

应顾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投入。 

9. 该决定阐述的其他重要原则包括：(a) 应避免设立新机构；(b) 协调活动不

应导致同目前在各专门论坛进行的谈判和具体辩论出现重复或重叠；(c) 不打算

请大会对不同法律文书进行法律或司法上的协调；以及(d) 大会应顾及世界不同

区域的不同特点和需要。 

10. 根据第 54/33 号决议，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协商进程在符合《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所定法律框架和《21 世纪议程》第 17 章所述目标的前提下设立，

将通过审议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以及提议可由大会审议的具体事项，

并以确定哪些领域应增进政府间和机构间协调与合作为重点，为大会以有效和积

极方式对海洋事务发展情况进行年度审查提供方便。 

11. 此外，大会第 54/33 号决议第 3(d)段重申，在确定哪些领域应增进协调与合

作的同时，非正式协商进程的各次会议应顾及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和需要，

并且不对不同法律文书进行法律或司法上的协调。 

对非正式协商进程的一般评价 
 

12. 应当回顾，大会第 54/33 号决议第 3(c)段决定，会议将审议秘书长关于海洋

和海洋法的报告，并适当考虑大会的任何具体决议或决定、秘书长的任何相关特

别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任何相关建议。 

13. 对协商进程九次会议的全面概述显示，可持续发展的整合态势几乎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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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面概述还显示，尽管协商进程是根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建议设立，迄今

与该委员会却一直没有互动交流。审查时还应考虑，鉴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继

续把“海洋”作为 2014 年的主题，协商进程如何能够为该委员会的主题周期作

出贡献。 

15. 协商进程可提议有待大会审议的内容，虽然在过去，协商进程各次会议所导

致的谈判活动对进程的效力或作用均无助益。 

前景 
 

16. 评价工作应包括审议协商进程前九次会议对增进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

的协调与合作有多大贡献。此外，在评价协商进程的效力和作用时，应考虑进程

九次会议迄今是否为加强大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年度辩论作出了贡献。 

17. 应加大力度确保发展中国家专家的参与。过去在财政和签证方面一直都有限

制。信托基金现已消耗殆尽。有必要采取措施，为发展中国家专家的参与提供便

利和保证。 

18. 及时与共同主席沟通和接触极其重要，尤其因为他们还负责拟定讨论形式，

以及就专题小组部分和专题小组讨论提出建议。 

19. 共同主席将与各代表团协商拟定可为协商进程的工作和所有代表团的有效

参与提供最大便利的讨论形式。 

20. 协商进程应重温将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前景进行整合

的目标，包括在专题的挑选和审查方面。因此，不论选定的专题为何，会议重点

都应当是可持续发展。为今后会议考虑和挑选专题的过程应有助于实现这个目

标，为此，应当设计一个透明、客观和包容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