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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
———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

王传良,张晏瑲

摘 要:“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有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具备理论根基;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

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

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BBNJ国际协定”具备制度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

存在的问题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凝聚国际共识,从而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

“BBNJ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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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坚持

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

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作为我国的

外交事务指导思想和国际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

接受。理念的落实离不开规则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

国方案和理念,需要调整国际关系的国际法体现并落实。国际海洋法是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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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2-63.



一个完整且独立的重要分支,在海洋治理规则中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国

际海洋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实际上,现代海洋法发展的意旨、海洋善治的要

素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尤其近期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Areas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的海洋治理实践

已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正在谈判中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The

InternationalLegallyBindingInstrumentunder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
theLawoftheSeaontheConservationandSustainableUseofMarineBiodiver-
sityofAreas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以下简称“BBNJ国际协定”)作为

1982年《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United 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
Sea,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的第三部执行协定,是当前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

最新发展,联合国层面一直在促进“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但是,目前国际

社会在“BBNJ国际协定”四个核心议题的谈判上仍存有较大争议②,有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所提

出的国际治理观,若欲使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世

界方案,需要解决以下问题:首先,要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

的意义,论证其纳入现代海洋法的理论根基;其次,要从“BBNJ国际协定”的四个

核心议题入手③,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制订“BBNJ国际协定”指导思想

的制度基础;最后,分析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构建“BBNJ国际协

定”的核心制度。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的意义

现代海洋法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就是在ABNJ④ 基础上形成和发展新的海洋

法规则。对于ABNJ,国际社会已在《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达成如下共识: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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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其他国内外文献,我们认为“海洋善治”主要包括法治、公
众参与、透明化、基于共识之决策、责任制、公平且兼容并蓄、回应性及一致性八个要素,后文会适当介绍,具体

分析参见张晏瑲《论海洋善治的国际法律义务》,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6期,第70~85页。
联合国于2022年6月1日发布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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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拟订的协定案文草案进一步修改稿》(A/CONF.232/2022/5,以下简称

“BBNJ国际协定”草案进一步修改稿)包含大量的“方括号条款”,这意味着谈判的艰难性和长期性。See
Furtherreviseddrafttextofanagreementunderthe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onthe
conservationandsustainableuseofmarinebiologicaldiversityofareas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A/CONF.
232/2022/5),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368/56/PDF/N2236856.pdf?

OpenElement,Lastvisitedon22October2022.
即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

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占全球海洋面积的6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划分为内水、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区域”等海域,虽未直接提及“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但从规定内容来看,
其包括公海和“区域”两类海域。



任何国家不得对ABNJ及其资源主张专属性权利①;其二,促进ABNJ海洋生物资

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②;其三,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论证在

“BBNJ国际协定”制订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共识,需要系统检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的理论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

力,是基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是国

际社会在日益紧密联系和交往构成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内在保障,是基于对全球性问题群发的认识而形成的共同责任意识。本部分

即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

海洋法中所具备的理论根基④。
(一)利益维度:海洋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多次强调“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所表达出来的主要意旨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近代国际法的一个发展趋势

亦是由关注国家利益逐渐到关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⑥。海洋治理领域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纳入国际海洋法体系,有着海洋承载人类共同利益的天然物质基础。
国际海洋法的地域调整范围是连通世界的海洋,虽然在法律上被人为地划分为

各种类型的海域,但海洋的整体性和循环性决定了其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载

体的角色。只有在全球层面开展海洋治理的合作,才能保证海洋治理的有效性,
从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在海洋领域的和平、安全和

共同繁荣。再者,目前国际社会对海洋的利用已从国家管辖范围内拓 展 到

ABNJ,国际海洋法体系需要适时调整应对,在新一轮的海洋权益再分配和国际

海洋秩序重构中要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确保共同繁荣,同时创建一个清洁

美丽的海洋。海洋治理尤其是ABNJ的治理,事关全人类利益,其主要目的在于

通过各种制度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国际法主体在海洋中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

维护共同利益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在全球性海洋治理问题上有利于

凝聚国际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海洋的利用经历了从大航海时代主张对海洋空间

的占有到二战后热衷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在国际社会越发认识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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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The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Articles89,137.
同①:Preamble.
邱卫东.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与中国策略[J].太平洋学报,2018(9):47-58.
已有学者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方面的维度来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法中的意义,参见廖凡

《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第41~60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81.
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J].中国法学,2018(5):41-60.
刘海江.中国参与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山东社会科学,2018(2):

148-153.



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性①。为了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特别是ABNJ的资源,需要

一套关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作为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

来,ABNJ海洋治理法律制度的制订和修正,是现代海洋法的一个主要发展动向。
近期,公海制度和“区域”②制度均有了新进展,整体是朝着海洋资源的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以及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进行的。鉴于有关ABNJ海洋遗传资源法

律规范的空白,“BBNJ国际协定”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协定也正在谈判制

订中。而旨在维护和增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上述这些制

度的构建和完善是相契合的。
(二)价值维度:海洋善治理念之意蕴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时做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讲话,提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

的崇高目标”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上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追求,本
质上与现代国际法倡导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全球治理”等理念一致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些价值追求亦蕴含在海洋善治的理念中。目前,海
洋善治的概念虽尚未被国际法律实践直接表述出来,但其每一个要素都已一定程

度地体现在国际海洋法律文件中⑤,而这些要素亦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价值追求。海洋善治的要素之一是“法治”,蕴含着“公平、正义”等价值,强调所有

的国际法律规则都必须适当公布,且应公平、有效地实施,决策者与治理者在制订

决策中亦应遵循法治的要求;其二要素是“公众参与”,蕴含着“民主、自由”等价值,
即公众应有机会参与到有关海洋治理的决策当中,表达自己的关切并能在最终的

决策中体现其利益诉求;其三要素是“透明化”,亦体现出“民主”等价值,要求决策

者将制订决策的标准以及过程予以公开;其四要素是“基于共识之决策”,体现出

“和平、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即在海洋治理决策的制订中相关各方的意见均

应受到尊重,但基于制订国际法律规则的“效率性”,这里的共识并非全都共同一

致;其五要素是“责任制”,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国际社会成员

应适当履行其所负的国际义务;其六要素是“公平与兼容并蓄”,体现出“和平、公
平、正义、民主”等价值,要求尊重每一个国际社会成员的权利与利益,公平地分配

海洋权益并适当地关注弱势群体;其七要素是“回应性”,蕴含着“发展、正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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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冠雄.全球化、海洋生态与国际渔业法发展之新趋势[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131.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1款第(1)项的界定,“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

底及其底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黄德明,卢卫彬.国际法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6):84-90.
具体的制度论证,参见张晏瑲《论海洋善治的国际法律义务》,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6期,第

73~85页。 



等价值,国际社会应在特定时间内做出决策,以回应公众或海洋环境的需要;其八

要素是“一致性”,蕴含着“和平、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要求公权力机关之间决

策相互一致,且在不同时代及机构中均具合理性。为达此目的,需要一个横向协调

机构去推动整合海洋治理,协调不同公权力机关的职能。
在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上,基于上述价值共识,国际法主体有着求同存异、互谅

互解、团结合作的动机;海洋善治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共同的价值追

求,将后者纳入以海洋善治为理想的现代海洋法,有其价值基础。
(三)责任维度: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之反思

责任维度与利益维度联系密切,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可持续的利益,共同利

益受到了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便产生共同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

能体现人类共存亡的团体感和紧迫感①。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0.78%②,不仅是

沟通世界的媒介,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能源,并且对全球气候的调节

起着重要作用。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关系到人

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更关乎后代权利的代际公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

共同努力。可现实是,当今全球性海洋问题群发,诸如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破

坏、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变暖和海洋酸化③等问题,是国际社会所面对的共同问

题并关系到共同命运,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和解决④,需树立共同责任体意识,
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海洋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对

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应对全球

生态环境问题上尤为明显,需要国际法予以回应⑤。
《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原则性地规定了各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

虽缺少具体可操作的条款,但强调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合作⑥,并重视对发展中国家

的技术援助和优惠待遇⑦,所体现出来的促进合作共赢、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且

适当向助弱势群体倾斜的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相一致。国际实践

中,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主要由区域性或专门性的国际协定以及国内法律规

范来落实⑧。环境问题不能被孤立地解决,但实际上国际环境法却以个案的模式

在发展⑨,其碎片化、软法的特性,易导致制度之间不协调,操作性不强。当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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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龚柏华.“三共”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J].东方法学,2018(1):30-37.
屈广清,曲波.海洋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
张晏瑲.论海洋酸化对国际法的挑战[J].当代法学,2016(4):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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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海洋活动由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往 ABNJ扩张,各国的短期利益又导致

“公地的悲剧”越演越烈。在国际环境法碎片化、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的困境下,亟
须恰当的理念来凝聚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问题上的国际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要求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突破了以民族

和国家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思维模式,主张树立共同主体的身份意识①,强化全人

类休戚与共的认识,可以很好地弥补目前在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问题上的价值理

念缺失,树立各国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感,使现有国际环境法律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和完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BBNJ国际协定”的四个核心议题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联合国“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

体”会议上提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

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②。其中,深海与极地

大部分属于ABNJ,随着海洋活动的向外扩张,这些海域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新舞

台③。“BBNJ国际协定”以ABNJ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标,这是

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共同利益,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集和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BBNJ国际协定”四个核心议题上有其制度基础。
(一)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利用现有生物技术对遗传资源进行生物勘探,
进而开发出新的品种资源和各类生物技术产品方面④。海洋遗传资源(MarineGe-
neticResources,MGRs)亦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界定ABNJ海洋

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是后续制度的制订前提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目的是防止单个

国家或个人对某些资源的占有,但允许这些资源在特定情况下,在考虑环境保护代

价的前提下,为了全人类利益加以开发利用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商、共
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与国际法中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高度契合⑦,在AB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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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明,卢卫彬.国际法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6):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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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综合性治理,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来强化国际机构职权的价值取向,无
疑是ABNJ海洋治理有效的合理选择①。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过程中,主张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立场,积极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治理观,强调共同利

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②,树立共同主体的意识,摒弃以国家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思

维模式③,是最大限度凝聚国际共识的一个思路。
现有的国家管辖范围内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力图平衡的是提供

国与利用国间的利益④。而在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上,由于

不存在提供国和利用国间的利益平衡问题,需要我们寻找理论基础来证成制度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由于各国存在利益关联性,在ABNJ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分担不同角色,不仅要适度鼓励有能力的国家进行开发研究,以此增益共同体的

福祉,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群体,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这构成了规制获取活动并进

行惠益分享的前提。再者,基于资源的共有性,对于开发利用资源的权利源自于其

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同意,后者参与惠益分享有合理性⑤。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

顾他国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旋

律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构建主张,其能在促进高效开发利用

ABNJ海洋资源和预防“公地的悲剧”之间发挥理论指导作用⑦。
(二)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措施

划区管理工具(Area-BasedManagementTools,ABMTs)是指对一个封闭的

区域提供比周围区域更大程度的保护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个体利益和整

体利益的平衡⑨,并强调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交流,在划区管理工具推进过

程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指导理念具备感召力。实践中ABNJ划区管理

工具实践以公海保护区为代表,这也体现了上文所分析的公海自由原则的限缩和

公海治理观念的增强。“区域”上覆水域为公海,从海洋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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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所以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势必会影响到“区域”①。国家管辖范围外

构建海洋保护区的进程存在着国家个体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冲突,应通过

设置适当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实践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力求使作出牺牲

的个体利益获得补偿②,最终给国际社会带来海洋可持续利用的潜在利益。实践

中的公海保护区,即以该目的而设置,已在实质上落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环境影响评估

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和显现滞后性的特征,由于ABNJ生态环

境相对闭塞,更加脆弱、敏感③,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上,引入预防性措施便显得尤为必要。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Impact
Assessments,EIAs)作为一种预防性保护措施,已成为预防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主要制度之一④,《海洋法公约》在第十二部分对环境影响评估制度进行了

概括性规定,为会员国在ABNJ设置了环境影响评估义务⑤,并进一步设置了通知

义务。一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启动,须将评价结果公开或提交主管国际组织,由后

者将该报告提供给所有国家⑥,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理念。

ABNJ环境影响评估目标是养护和可持续利用ABNJ的海洋多样性资源,符
合各国长远的利益,旨在维护代际公平⑦,强化国际合作意识,其运行要立足于国

际社会整体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要平衡海洋活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间的关系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关注人与自

然生态的和谐⑨,倡导对话协商、共享共建、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与环境

影响评估制度的设置理念一致,有利于促成各国在BBNJ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上形

成共识。
(四)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

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CapacityBuildingandMarineTechnologyTransfer,

CB&TT),在保障发达国家开发ABNJ海洋生物资源的同时,也对获取制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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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非正义进行修正①,使开发者收益,也能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平等参与开发的机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国际社会本位理念,旨在维护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并保护弱势方的利益,以此推动可持续发展②。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合作意识,从相互竞争到相互依存,从独自追求利益到合作追求利益,实
现ABNJ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实现其可持续利用③。可见,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也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海洋法中的一个具体制度体现。
《海洋法公约》第十四部分规定了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制度,贯穿其中的两

个原则是国际合作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将会提

高他们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ABNJ海洋环境的能力,最终实现所

有国家都可以从ABNJ中获益,且不会对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④。《海
洋法公约》同时强调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发展和转让海洋科学和技术能力⑤,能力

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旨在为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和分配奠定基础,
可以更好地实现惠益分享,保证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为目标,国际法治是国际治理理念的

国际法实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要实现国际法治,就要有调整国际关

系的国际法律规范、对国际法义务的善意履行以及争端的和平解决;此外,国内法

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⑥。下面我们从国

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如何构建

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度。
(一)要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良法

1.ABNJ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首先,基于国际社会共

同利益的考量,主张将ABNJ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属性界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作
为构建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的内核。“BBNJ国际协定”草案进一步修改稿第5条

(b)项以方括号条款形式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规定为“BBNJ国际协定”的一

般原则。其次,基于增益共同福祉及保障开发机会均等的考量,构建较为宽松的获

取制度,秉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确保机会均等的基础上促进资源的开发利

用,增益全人类福祉,促进共同繁荣。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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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公约》的规定,可以建立较为宽松的获取规制模式和合理的获取条款及条件。
再次,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同繁荣内涵,构建公正和公平的惠益分享制

度,保证国际社会能公平分享利用ABNJ海洋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惠益分享

制度的构建注重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与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有

效衔接,保障发达国家的权益,以激发其开发热情。同时通过货币和非货币的惠益

分享形式,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实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意旨,最大

限度凝聚共识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下的上述制度思考在“BBNJ国际协

定”草案进一步修改稿第11条中均有所体现。

2.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制度的构建。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

的建立要以尊重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考虑各国利益的维护。参

考区域性海洋保护区的实践经验,建立ABNJ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合作

机制;协调好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制度与公海自由原则的关系,建立全球

性的综合、高效的划区管理工具网络;整合区域性海洋保护区,在发挥区域性海洋

治理优势的同时为其提供专门的 ABNJ划区管理工具国际法规则。在制度构建

中,要平衡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关

系,平衡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新规则与既有规则,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利益。构建

ABNJ海洋保护区,还要重视利益攸关方的态度和作用。实践中仅有少数专业性

的公司参与ABNJ的海洋活动,只要引导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ABNJ海洋生

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难题就能迎刃而解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下

的上述制度思考在“BBNJ国际协定”草案进一步修改稿第三部分已有所体现。

3.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构建。《海洋法公约》对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规定较为

原则和概括,需在“BBNJ国际协定”中针对ABNJ进行细化;《海洋法公约》第206
条关于“重大污染”和“重大和有害变化”的启动阈值较高,而ABNJ海洋生态环境

极其敏感脆弱,需降低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启动阈值③;利益攸关方有效参与是环

境影响评估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需保证利益攸关方的信息透明度和参与度;环境

影响评估的运行应立足于国际社会整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要避免

潜在的环境壁垒,防止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和惠益

分享④;基于合作的理念,与潜在受影响的国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BBNJ国际协

定”草案进一步修改稿第四部分的案文已部分体现了上述制度构想。

4.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制度的构建。《海洋法公约》第十四部分规定了“海洋

技术的发展和转让”制度。对于“区域”内的活动,《海洋法公约》第144条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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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宝.浅析国际海底生物资源开发制度的构建[J].太平洋学报,2016(3):1-9.
何志鹏.在国家管辖外海域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制度反思与发展前瞻[J].社会科学,2016(5):96-107.
任秋娟.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采探环境影响评估[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44-48.
同③.



“区域”内活动资源开发者向管理局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义务由于受到

发达国家的反对,1994年《执行协定》已经取消。所以“BBNJ国际协定”关于

ABNJ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要总结“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时代内涵,参考并

修正《海洋法公约》关于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的规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平衡

和协调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开发者与受益方之间的关系。“BBNJ国际协定”
草案进一步修改稿第42条设置了向缔约方,特别是向发展中缔约国提供和转让海

洋技术并进行能力建设的国际法义务,且在第五部分设置了具体案文,使相关规则

具有可操作性。
(二)要有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与国际法规则一致的国内良法

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

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呼吁坚持正确的义利

观,凭借自身的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中国方案转变为世界方案①。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法治

的建设,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海洋新秩序,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新规则的制

订;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制和符合我国国家

利益的规则国内法化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

设③,用好国际法手段,统筹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
国际法是国家同意的结果,国家通过解释、适用国际法规则,使其纳入到国内

法规范中来,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常见方式④。我国现阶段关于 ABNJ海洋生物

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制度尚付阙如,2016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以下简称《深海法》),仅涉及矿产资源开发

和深海海域的环境保护⑤,未就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作出

规定。由于深海及“区域”的生物资源往往与矿产资源共生共存⑥,亟须制订与《深
海法》配套的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法律规范。目前《海洋基本

法》已被纳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⑦,在该法的制订过程中,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指导,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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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19(1):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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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评论,2017(4):62-75.
详见《中国海洋报》2016年4月20日第3336期,第A1版。



由我国立法机关单独完成的海洋法体系分为三部分:其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

海洋法,《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法律属于此类;其二,调整

已被纳入国际海洋法调整范围的国际社会共有海洋事务,包括兼具公共事务特征

的共有海洋事务的海洋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深海法》等属于此类;其三,调整国

际海洋法未曾涉及或不应涉及的国内海洋事务的法律①。以此为法律框架,我国

应关注海洋新疆域的国际立法工作,并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规则国内法

化②,把国际海洋共有事务和我国在“区域”、南北极的海洋活动纳入调整范围③。

四、结论

“BBNJ国际协定”已进入政府间会议谈判尾声阶段,目前国际社会在四个核

心议题的谈判上仍存有较大争议,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

实需要。以《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体系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空间,在
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完善的方向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相契合的;同时,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我国的国际治理和外交政策理念,欲取得国际共识并得到落

实需要国际法规则的吸纳和保障。“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

展,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三个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

现代海洋法意义上的解读,可以得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制订“BBNJ国际

协定”乃至完善现代海洋法的指导思想,有其理论根基。从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

分享、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措施、环境影响评估、海洋能力建设和海洋

技术转移即“BBNJ国际协定”的四个核心议题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纳

入“BBNJ国际协定”的制度基础。
在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上,现有海洋法律制度仍存有

许多问题及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挑战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我国对国际社会基础的重新认识,表明了对其共同体性

质的认同,认为人类是一个紧密联系而相互依存的整体,这对于推动世界各国深化

合作共赢发展,通过多边多元路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深远影响④。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作为制订“BBNJ国际协定”的指导思想,可令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能为

“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凝聚国际共识以及之后的有效落实提供理论基础。
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国际海洋法领域要想

获得国际共识,并起规范性作用乃至成为习惯国际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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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与国际法相关概念的关系①,并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法律意涵是否

溢出了这些相关概念的范围,起到了已有概念起不到的作用。即便该疑问得到了

肯定答案,还要继续研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国际海洋法的技术路径。参

照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国际海洋法中落地生根的历史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若想进入国际海洋法乃至国际法,还需要厚重的历史积淀。目前,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虽然还不具有规范作用,但其对规范起着指导作用,对制度的构建有引领作

用③。我国需要积极发声,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结国际共识,主张ABNJ的

国际关系法治化,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BBNJ国际协定”。
(责任编辑: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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