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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海洋 

 联合国环境大会， 

认识到海洋环境，包括海洋和邻近沿岸地区，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是全球生命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机遇的资产， 

严重关切我们的海洋、沿岸地区、湿地和岛屿健康面临的各种威胁及其

在可预见未来加剧的可能性——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状况全球报告和评

估经常程序的第一次全球综合海洋评估（世界海洋评估一）（该评估得到联合

国大会第 70/235 号决议、第四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1和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2的肯定）等文件均反映了这些威胁, 

回顾联大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呼吁通过落实《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中所反映的国际法，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该公约为海

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确立了法律框架，《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158

段回顾了上述内容， 

又回顾联大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欢迎该议程纳入可持

续发展目标 14 及其对养护及可持续利用海洋的承诺，同时还认识到海洋的健

康和生产能力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联系，  

还回顾联大 2015 年 12 月 22 日题为“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会议：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 70/226 号决

议，尤其欢迎在该决议中决定于 2017 年 6 月在斐济召开高级别会议， 

认识到区域海洋公约、区域行动计划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根据国际法在

区域一级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和其他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及其

                                                           
1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4：落实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进

展中期评估》，蒙特利尔，2014 年。 
2
 《2014 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第二工作组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五次评估报告提供的资料（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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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跟进和审查的贡献，包括通过为落实《2030 年议程》而将要建立的区域

监测和报告机制发挥的作用， 

又认识到许多多边环境协定对落实与海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

其跟进和审查过程的重要贡献， 

回顾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重申了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中关于采取划区养护措施的承诺，包括建立海洋保护

区；这些措施要符合国内和国际法，并以现有最佳科学信息为工具，保护生物

多样性并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3；同时回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4.5

要求到 2020 年养护至少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又回顾《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并关切地注意到第四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中的评估，即虽然

在实现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部分要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除非采

取更多措施，进展速度在多数情况下不足以在 2020 年前实现目标， 

还回顾理事会关于海洋问题的第 27/6 号决定，其中敦促各国通过采取必

要措施落实相关和现有承诺以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作出的承诺，以保

护和恢复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及复原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同

时在依照国际法管理影响海洋环境时有效运用生态系统方法，采取预防性办法，

以便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全部三个方面， 

肯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应对加大海洋环境压力的新问题和活动作出的

贡献，以及为加深认识海洋垃圾、海洋酸化、缺氧及海洋和沿海地区碳汇以及

碳库等问题作出的贡献， 

认识到依照国际海事组织确立的特别敏感海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确定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在各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下对海洋保护区开展

的工作以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采取的其他划区管理措施等国际文书，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的划区管理措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

具体目标作出的贡献，即到 2020 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

学资料，保护至少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并肯定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及

其他全球倡议在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洋区域开展的相关科学和技术工

作， 

欢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巴黎协定》认定为遏制海

洋变暖、酸化和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减少给全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区

生态系统及沿海地区居民所带来不良后果的关键措施，包括给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其他脆弱国家带来的不良后果， 

回顾联大 2015 年 6 月 19 日第 69/292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制定一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考虑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按照有关国家请求在协助其保护和养护海洋环

境方面，包括协助其实现相关国际法目标方面可以作出的贡献， 

                                                           
3
 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1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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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加强海洋问题相关国际组织和论坛的合作和协调的挑战，并重点指

出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此类组织和论坛进行合作和协调对以一致方式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价值， 

回顾《关于推动执行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的

2012 年马尼拉宣言》确定的展开工作的三类优先污染源（营养物质、海洋垃圾

和废水）， 

注意到第十七次区域海洋公约及行动计划全球会议通过的《2017-2020 年

区域海洋战略方向》， 

1． 请执行主任与相关全球和区域论坛、协定和组织合作和协调，按照

国际法，将《2030 年议程》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执行工作中与海洋相关的方面纳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活

动，并向环境大会下届会议报告该方面的工作； 

2． 呼吁所有海洋问题国际和地区论坛及组织，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捕鲸委员

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间继续开展关于海洋问题的合作和协调，以便以一致

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及其相关具体目标； 

3． 邀请执行主任酌情为 2017 年 6 月举行的“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 14 会议：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供必要投入； 

4． 促请还未加入《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的会员

国考虑加入，从而推动其迅速生效； 

5． 邀请会员国和区域海洋公约及行动计划，酌情与其他相关组织和论

坛，如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合作，为各个海洋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具体

目标、《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

落实和报告开展工作； 

6．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区域海洋方案，加强协助各国和各地区

将生态系统方法用于管理海洋和沿海环境，包括推动沿岸地区综合管理和海洋

空间规划的跨部门合作； 

7． 又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会员国的请求，与相关国际和区域论坛

和组织如多边环境协定（酌情）和区域渔业组织合作，就海洋保护区的划定、

设立和积极管理以及其他空间管理措施的应用提供技术建议； 

8． 鼓励各会员国单独、集体以及在区域性机构内，划定和积极管理海

洋保护区，并采取其他符合国内和国际法律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信息的划区

养护有效措施，从而实现相关全球具体目标，尤其是在目前沿海和海洋地区养

护率远低于 10%的地区，或者在保护区缺乏有效和公平管理、连通性或生态代

表性的地区； 

9． 又鼓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参与由联大第 69/292 号决议发起的

进程，该决议要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一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10． 注意到关于《2017-2020 年区域海洋战略方向》的文件，同时请执

行主任向各缔约方大会、政府间会议或相关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的其他理

事机构通报该《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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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执行主任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方案，根据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7-2020 年区域海洋战略方向》，加强各地区的现有区域海洋公约

和行动计划的合作、协调、沟通和最佳做法及信息的共享； 

12． 邀请还未成为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缔约方或成员国的各会员国

考虑加入，并鼓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区域海洋方案，对这些成员国在该

方面的举措予以支持； 

13． 鼓励现有区域海洋公约各缔约方考虑按照国际法扩大这些文书的区

域覆盖范围的可能性； 

14． 肯定并明确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粮食及农业组织在《2030 年

议程》的背景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尤其为了落实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10

年期方案框架可持续粮食系统方案； 

15． 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等方式，参与开

展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活动，尤其是沿海地区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基于自然

的气候适应解决方案以及在沿海地区创造可持续就业和生计； 

16． 鼓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相关组织、方案和论坛合作提供科技支

持，以加深了解、进而帮助避免可能给全球带来重大影响的突发、加速或不可

逆转的环境变化，比如海底永冻层消融以及海冰和冰川融化； 

17． 请执行主任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1 年海洋和沿海地区战略的

成效，并在评估的基础上，就战略的更新、修订或替代向环境大会下届会议提

交一份提案，供其审议。  

 
第六次全体会议 

2016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