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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韩立新韩立新，，冯思嘉冯思嘉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法学院，，辽宁辽宁 大连大连 116026116026））

［［摘摘 要要］］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仍仍

缺乏统一的概念缺乏统一的概念，，相关理念尚未清晰相关理念尚未清晰，，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通过分析通过分析

““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UNEPUNEP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

不足不足，，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提出如下建议提出如下建议：：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倡导

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机制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助力早日实现助力早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关键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多元主体多元主体；；规则建构规则建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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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洋经济活动如火如荼南海海洋经济活动如火如荼，，海洋环境污染及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状况及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海洋环境污染及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状况及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但南但南

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活跃的海洋经济活动却不相匹配活跃的海洋经济活动却不相匹配，，与其他区域海如波与其他区域海如波

罗的海罗的海、、地中海海域地中海海域①①乃至加勒比海域乃至加勒比海域②②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相比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相比，，南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起步较晚南海海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起步较晚、、规模规模

有限有限、、深度有待加强深度有待加强；；这种状况不利于这种状况不利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的建设，，也与实现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相差甚远也与实现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相差甚远。。

目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是一方面吸收之前海洋生态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目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是一方面吸收之前海洋生态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发扬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发扬全球治理

的智慧的智慧，，对传统海洋治理相关理念进行革新对传统海洋治理相关理念进行革新，，这对破解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存的诸多问题有这对破解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存的诸多问题有

一定的启发作用一定的启发作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对构建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也会起到促进作用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一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与特征分析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与特征分析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当是国际社会应对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努力方向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当是国际社会应对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努力方向，，但是但是，，学界对全球学界对全球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认识尚不充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认识尚不充分，，基本的看法是将它视为全球治理在海洋生态领域内的回应基本的看法是将它视为全球治理在海洋生态领域内的回应。。全球全球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要成为力促解决海洋生态问题的一种理论与行动并存的机制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要成为力促解决海洋生态问题的一种理论与行动并存的机制，，就有必要厘清它的逻辑就有必要厘清它的逻辑

起点起点，，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分析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些特性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分析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些特性，，从而力求达成理论上的基本共识从而力求达成理论上的基本共识，，寻求寻求

全球层面的协调认知全球层面的协调认知，，才能更好地开展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才能更好地开展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

（（一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

11..海洋生态问题发生与应对的全球性海洋生态问题发生与应对的全球性

人类对海洋利用程度的加深以及海洋经济活动的扩展人类对海洋利用程度的加深以及海洋经济活动的扩展，，使得海洋生物入侵使得海洋生物入侵、、大规模海上溢油事件频大规模海上溢油事件频

发发、、渔业资源锐减渔业资源锐减、、海洋生物多样性失衡海洋生物多样性失衡、、海水赤潮化海水赤潮化、、海洋垃圾泛滥海洋垃圾泛滥。。一方面一方面，，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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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法研究资源保护法研究。。
①① 波罗的海波罗的海 66个沿岸国于个沿岸国于 19741974年通过了年通过了《《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赫尔辛基公约》；》；地中海沿岸国于地中海沿岸国于 19761976年缔结了年缔结了《《保护保护

地中地中海海洋环境沿岸区域公约海海洋环境沿岸区域公约》。》。

②② 加勒比地区已于加勒比地区已于 19831983年通过年通过《《保护和开发泛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保护和开发泛加勒比地区海洋环境公约》（》（简称简称《《卡塔赫纳公约卡塔赫纳公约》），》），以及合作应对溢油以及合作应对溢油、、特特

别保别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护区和野生动物、、防治陆源污染三个议定书防治陆源污染三个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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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季风之季风、、洋流的影响洋流的影响，，全球海洋是一个动态整体全球海洋是一个动态整体；；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类的全球化活动强化了海洋整体性与全球性人类的全球化活动强化了海洋整体性与全球性

的特质的特质。。种种海洋生态问题的发生很少仅局限于一国海域内种种海洋生态问题的发生很少仅局限于一国海域内，，也很难将该责任归咎于某一国家也很难将该责任归咎于某一国家。。例如海洋例如海洋

生物入侵事件生物入侵事件，“，“原产于美洲海域的筛贝通过船舶压载水现已入侵至我国福建海域原产于美洲海域的筛贝通过船舶压载水现已入侵至我国福建海域，，争夺了当地牡蛎等土争夺了当地牡蛎等土

著经济物种的栖息地著经济物种的栖息地””①①，，很难指出具体的责任方很难指出具体的责任方。。对此必须认识到对此必须认识到：：海洋生态破坏愈演愈烈根源于全球化海洋生态破坏愈演愈烈根源于全球化，，

解决海洋生态问题必须要以全球智慧为指引解决海洋生态问题必须要以全球智慧为指引、、集合全球力量集合全球力量。。

22..从管理到治理的路径转变从管理到治理的路径转变

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如何解决海洋生态问题如何解决海洋生态问题，，过去乃至当前比较通过去乃至当前比较通

行的是海洋环境管理理论及其相关实践行的是海洋环境管理理论及其相关实践②②，，国内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国内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例如例如，，美国学者美国学者 JJ..MM..阿姆斯阿姆斯

特朗和特朗和 PP..CC..赖纳所著的赖纳所著的《《美国海洋管理美国海洋管理》》一书对海洋生态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一书对海洋生态管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③③，，强调海洋管理的主强调海洋管理的主

体是国家体是国家，，客体是影响海洋环境的相关活动客体是影响海洋环境的相关活动。。目前目前，，国内有关海洋环境管理的概念多采纳学者鹿守本的观国内有关海洋环境管理的概念多采纳学者鹿守本的观

点点，，他认为他认为““海洋环境管理是以海洋环境自然平衡和持续利用为宗旨海洋环境管理是以海洋环境自然平衡和持续利用为宗旨，，运用行政管理运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经济手段经济手段、、

科技政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科技政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维持海洋环境的良好状况维持海洋环境的良好状况，，防止防止、、减轻和控制海洋环境破坏减轻和控制海洋环境破坏、、损害或退化的行损害或退化的行

政行为政行为””④④。。由此可见由此可见，，海洋生态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主体是政府海洋生态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主体是政府，，各种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各种管理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这种自上而这种自上而

下的运行模式仍然没有摆脱下的运行模式仍然没有摆脱““管管””的范畴的范畴，，难以有效地解决海洋生态问题难以有效地解决海洋生态问题。。治理与管理虽是一字之差治理与管理虽是一字之差，，但治但治

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多向度的运行模式等多向度的运行模式等。“。“而从海洋环境管理到海洋环境治理而从海洋环境管理到海洋环境治理，，体现的却是主体特体现的却是主体特

征征、、工作方法与权力运行向度的变化工作方法与权力运行向度的变化””⑤⑤。。当今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当今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

这也推动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也推动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海洋生态领域在海洋生态领域，，全球市民社会的深度参与也给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增全球市民社会的深度参与也给海洋生态问题的解决增

添了许多新的动力添了许多新的动力。。

33..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析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析出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根源于全球治理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根源于全球治理，，它是作为全球治理的子概念而存在的它是作为全球治理的子概念而存在的，，两者是共性与个性的两者是共性与个性的

关系关系。。全球治理并非一个新兴的概念全球治理并非一个新兴的概念，，它形成于它形成于 2020世纪世纪 9090年代初期年代初期，，最早由美国学者詹姆斯最早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于罗西瑙于

19921992年提出年提出，，把它定义为对高度复杂和范围各异的行为进行管控的体系把它定义为对高度复杂和范围各异的行为进行管控的体系。。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 19951995
年发表年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认为认为““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

的总和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以及合作性行动得以采取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以及合作性行动得以采取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它既包括它既包括

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

安排安排。”。”⑥⑥虽然全球治理尚没有统一的概念虽然全球治理尚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应具有以下本质特性但其应具有以下本质特性：：第一第一，，主体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包括主权国家包括主权国家、、

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正式的社会组织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企业和个人等；；第二第二，，要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要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第三第三，，价值价值

取向应该是超越国家取向应该是超越国家、、种族等种族等，，聚焦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聚焦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第四第四，，全球治理的客体应该是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治理的客体应该是影响全人类的、、很很

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第五第五，，倡导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倡导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倡导全方位的协商合作倡导全方位的协商合作。。由于目前由于目前

国内外学界对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国内外学界对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对此可以参考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对此可以参考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结合全结合全

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希冀的效果及其特殊性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希冀的效果及其特殊性，，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进行剖析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进行剖析，，即即：：全球海洋生全球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海洋生态领域的具体运用态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海洋生态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指主权国家是指主权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国际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行为主体企业和个人等行为主体，，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建立协调规范制度建立协调规范制度，，通过主体间协商合通过主体间协商合

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海洋生态问题作来解决全球性的海洋生态问题，，保护和促进海洋健康保护和促进海洋健康、、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建立与维护人建立与维护人

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诸多方式的总称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诸多方式的总称。。

44..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

““外延外延””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名词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名词，，指的是某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所涵盖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指的是某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所涵盖的思维对象的数量。。全球海洋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生态环境治理的外延，，简单来说就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适用范围与层次简单来说就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适用范围与层次。“。“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在《《我我

①① 百度百科百度百科：《：《海洋生物入侵海洋生物入侵》，》，httpshttps:://baike//baike..baidubaidu..com/item/com/item/海洋生物入侵海洋生物入侵//2230098822300988，，20202020年年 33月月 99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主要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区域管理主要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区域管理、、美国的区域海洋管理行动美国的区域海洋管理行动、、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OECD））““海岸带管理海岸带管理””综合政策等综合政策等。。
③③ 该书主要阐述了该书主要阐述了““海洋环境管理是法律和行政的控制海洋环境管理是法律和行政的控制，，包括国家对海洋水质和各种物质的入海处置包括国家对海洋水质和各种物质的入海处置、、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渔业活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渔业活动、、某些某些

水域中船舶运输方式水域中船舶运输方式、、外大陆架油气生产以及其他许多事务外大陆架油气生产以及其他许多事务”。”。
④④ 鹿守本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海洋管理通论》，》，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19971997年版年版，，第第 106106页页。。
⑤⑤ 全永波全永波，，尹李梅尹李梅，，王天鸽王天鸽 ：《：《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利益逻辑与解决机制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利益逻辑与解决机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7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11页页。。
⑥⑥ 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1995年版年版，，第第 2323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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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不仅对研究报告中不仅对““治理治理””一词进行界定一词进行界定，，同时指出同时指出，，迄今为止全球治理并没有一种确迄今为止全球治理并没有一种确

定的组织形态模式或制度模式定的组织形态模式或制度模式，，而是由全球而是由全球、、国家国家、、区域不同层面上的众多的全球行为者共同协商合作而区域不同层面上的众多的全球行为者共同协商合作而

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①①。。据此据此，，从适用范围和层次上而言从适用范围和层次上而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包括国家间合作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应包括国家间合作、、区域区域

性合作以及全球多边合作性合作以及全球多边合作，，这样才构成系统这样才构成系统、、全面和完整的全球海洋治理全面和完整的全球海洋治理②②。。
其中其中，，国家间合作治理指的是国家双边合作的模式国家间合作治理指的是国家双边合作的模式，，它以两国政府合作为主它以两国政府合作为主，，但是也包括两国国内组但是也包括两国国内组

织及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织及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它具有双方参与度高它具有双方参与度高、、治理效率高治理效率高、、安排较为细致等特点安排较为细致等特点。。区域性合作治理立足区域性合作治理立足

于特定海域于特定海域，，以该海域生态环境改善为直接目标以该海域生态环境改善为直接目标，，它以沿岸国它以沿岸国、、本区域组织的合作参与为主本区域组织的合作参与为主，，但不限于本区但不限于本区

域内主体域内主体，，一些国际组织所主导或者参与的区域性治理项目也属于该范围一些国际组织所主导或者参与的区域性治理项目也属于该范围，，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主导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主导的

““区域海行动计划区域海行动计划”。”。区域性合作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区域性合作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行动也要以区域性合作治理为重点治理行动也要以区域性合作治理为重点，，着眼于加深区域性合作的广度着眼于加深区域性合作的广度、、深度及参与度深度及参与度，，形成稳固统一的形成稳固统一的

合作治理机制合作治理机制。。在全球多边合作治理的层面上在全球多边合作治理的层面上，，由于统一开展全球范围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很大由于统一开展全球范围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很大、、

各参与方利益很难协调一致各参与方利益很难协调一致，，因此该层面的合作重点应着力于统一全球治理合作的认知因此该层面的合作重点应着力于统一全球治理合作的认知、、加强海洋环境治加强海洋环境治

理的国际法基础理的国际法基础。。总之总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应是不同层面的有机统一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应是不同层面的有机统一，，在各层面应该注重有的放在各层面应该注重有的放

矢矢、、协调并进协调并进。。

（（二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征分析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征分析

11..自然与社会属性统一的治理客体自然与社会属性统一的治理客体

厘清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厘清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是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传统的海洋生态环传统的海洋生态环

境管理或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之一境管理或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或治理的客体就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或治理的客体（（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的内涵把握的内涵把握

得不够全面得不够全面，，更多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海洋生态环境更多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海洋生态环境，，涵盖海洋气候涵盖海洋气候、、海水状况海水状况、、海洋渔业海洋渔业、、生物多样生物多样

性以及海洋突发污染事件等性以及海洋突发污染事件等。。这种思维模式导致海洋管理或者治理更多地停留在海洋生态事后恢复的层这种思维模式导致海洋管理或者治理更多地停留在海洋生态事后恢复的层

面面，，加大了海洋环境状况改善的成本与难度加大了海洋环境状况改善的成本与难度。。海洋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海洋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海洋环境仅包括自然要狭义的海洋环境仅包括自然要

素素，，依据韩德培先生的定义依据韩德培先生的定义，“，“海洋环境指的是地球表面除内陆水域以外的连成一片的海和洋的总水域海洋环境指的是地球表面除内陆水域以外的连成一片的海和洋的总水域。。包包

括海水水体括海水水体、、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底海底、、海岸和海水表层上方的空间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海岸和海水表层上方的空间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溶解和悬浮于海水中的物溶解和悬浮于海水中的物

质质、、海底沉积物属于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海底沉积物属于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还包括入海河口区域还包括入海河口区域、、滨海湿地和与海岸相连等相关活动的沿滨海湿地和与海岸相连等相关活动的沿

海陆地区域海陆地区域。”。”③③广义的海洋环境还包括非自然要素广义的海洋环境还包括非自然要素，，例如例如，，国内学者鹿守本认为国内学者鹿守本认为，“，“海洋环境指的是以人类海洋环境指的是以人类

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相对其存在并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海洋自然和非自然的全部要素的整体相对其存在并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海洋自然和非自然的全部要素的整体””④④。。全球全球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应当是广义上的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客体应当是广义上的海洋生态环境，，包括海洋自然环境以及直接作用于此的海洋经包括海洋自然环境以及直接作用于此的海洋经

济活动济活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此因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要实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要实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

直观性改善直观性改善，，包括海上固体废弃物减少包括海上固体废弃物减少、、海洋渔业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状态改善海洋渔业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状态改善、、海水水质状况提高等海水水质状况提高等；；另一另一

方面要规范各种形式的海洋经济活动方面要规范各种形式的海洋经济活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22..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在 20172017年年 1212月月 99日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日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72017年会年会————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

明分论坛上明分论坛上，，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指出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赫尔格森指出：“：“海洋治理首先全球要达成共识海洋治理首先全球要达成共识，，利用各自的资源利用各自的资源；；其次其次

就是要有一个治理框架就是要有一个治理框架，，要研究机构要研究机构、、公司公司、、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⑤⑤。。治理与管理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治理与管理的显著区别之一就

是多元主体的参与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具体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内具体到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内，，参与主体应该涵盖主权国家参与主体应该涵盖主权国家、、全球性及区域全球性及区域

性政府间组织性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甚至是个人企业甚至是个人。。目前通行的海洋生态管理项目的主导力量为主权国家政府目前通行的海洋生态管理项目的主导力量为主权国家政府

以及政府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权力以及政府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权力，，但该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但该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单纯依靠公权力去弥补损失单纯依靠公权力去弥补损失、、恢复海洋生态恢复海洋生态

容易受困于污染企业与政府之间信任不强容易受困于污染企业与政府之间信任不强、、信息不畅信息不畅、、协调不够的弊病协调不够的弊病，，仅依靠公权力的规则约束仅依靠公权力的规则约束、、行政介行政介

入入、、职职能协调等手段去规范海洋从业者行为能协调等手段去规范海洋从业者行为、、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毕竟有限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毕竟有限。。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不断崛

①① 星野昭吉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刘小林译刘小林译，《，《南开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011第第 33期期，，第第 33页页。。
②② 鉴于本文讨论的是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鉴于本文讨论的是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而南海海域属于区域海而南海海域属于区域海，，故本文未从国内治理的角度讨论此问题故本文未从国内治理的角度讨论此问题。。
③③ 韩德培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20052005年版年版，，第第 250250页页。。
④④ 鹿守本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海洋管理通论》，》，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19971997年版年版，，第第 106106页页。。
⑤⑤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全球海洋治理与全球海洋治理与““蓝色伙伴关系蓝色伙伴关系””学术研讨会在青岛顺利举办学术研讨会在青岛顺利举办》，《》，《太平洋学报太平洋学报》》20182018年第年第 99期期，，第第 22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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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等韩立新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起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如专门保护鲸鱼如专门保护鲸鱼、、鲨鱼等海洋动物的海鲨鱼等海洋动物的海

洋守护者协会洋守护者协会①①。。非政府环境组织超越意识形态非政府环境组织超越意识形态、、领土冲突等以全人类的视角为价值取向领土冲突等以全人类的视角为价值取向，，尽管在全球海洋尽管在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中略显理想化生态环境治理中略显理想化，，但是其价值理念值得推崇但是其价值理念值得推崇，，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当然当然，，公民个人参与全球海洋公民个人参与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也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也必不可少，，着力点应集中在公民海洋环境权意识的崛起着力点应集中在公民海洋环境权意识的崛起，，规范好公民主体的海洋活动规范好公民主体的海洋活动，，自自

觉维护良好海洋环境觉维护良好海洋环境。。

33..以规则建构为核心以规则建构为核心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认为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认为：“：“治理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治理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

或更多规则出现重叠或更多规则出现重叠、、冲突时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范、、规则和决规则和决

策程序策程序””②②。。可以看出可以看出，，罗西瑙的治理理论是认可治理要以原则罗西瑙的治理理论是认可治理要以原则、、规则规则、、规范的建构为核心的规范的建构为核心的。。按照一些英国按照一些英国

学者的说法学者的说法，“，“制定和执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要义所在制定和执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要义所在””③③。。规则的建构具体要规则的建构具体要

以法律规范为核心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因此因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构建与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构建与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律体系，，具体涵盖全球多边具体涵盖全球多边、、区域间与国家间三个层次区域间与国家间三个层次。。在全球多边层次上在全球多边层次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作用不的作用不

容忽视容忽视，“，“作为规范海洋问题的作为规范海洋问题的‘‘宪法性纲领宪法性纲领’”’”④④，，它的制定标志着国际社会达成有关海洋治理的基本共识它的制定标志着国际社会达成有关海洋治理的基本共识，，

为海洋环境保护开启了崭新的纪元为海洋环境保护开启了崭新的纪元。。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其缔约成员有其缔约成员有 167167个个⑤⑤，，涵盖了大部分的主权国家涵盖了大部分的主权国家，，但是它但是它

毕竟不是专门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安排毕竟不是专门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安排，，对此仅有原则性规定对此仅有原则性规定⑥⑥，，很难单独作为该层次上的全球海洋很难单独作为该层次上的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义核心要义”；”；而一些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而一些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如如《《19541954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

《《1972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及其议定书及其议定书、《、《1990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反应和合作公约》》

等则由于缺乏足够主权国家的协商参与及对许多国家利益表达的缺失等则由于缺乏足够主权国家的协商参与及对许多国家利益表达的缺失，，导致签署的成员国有限导致签署的成员国有限。。因此因此，，在在

该层面上应该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该层面上应该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重点是力求在国际社会普遍达成关于全球海洋生态环重点是力求在国际社会普遍达成关于全球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合作理念合作理念、、行动共识行动共识，，以提高参与的广度为直接目标以提高参与的广度为直接目标。。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已经有不已经有不

少海域内沿岸国也制定了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少海域内沿岸国也制定了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⑦⑦。。当然也有一些区域当然也有一些区域、、双边国家间海洋生态保护双边国家间海洋生态保护

只是停留在备忘录只是停留在备忘录、、合作意向等软法形式合作意向等软法形式，，这一特点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海域尤为突出这一特点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海域尤为突出⑧⑧。。在区域性及国在区域性及国

家间治理层面上采取软硬法并兼的规则建构是较为合理的家间治理层面上采取软硬法并兼的规则建构是较为合理的，，能够兼具灵活性与拘束力能够兼具灵活性与拘束力。。低敏感的重点领域低敏感的重点领域

需要由条约加以固定需要由条约加以固定，，其他较多涉及利益导向的内容可以通过软法形式来达成行动共识其他较多涉及利益导向的内容可以通过软法形式来达成行动共识。。

44..以组织管理体制以组织管理体制、、实施机制为配套实施机制为配套

““海洋治理框架是由管理体制海洋治理框架是由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及实施机制构成的法律法规及实施机制构成的。。目前目前，，这一治理框架已广泛而明确地存在这一治理框架已广泛而明确地存在

于国际于国际、、区域及国家层面的海洋治理实践之中区域及国家层面的海洋治理实践之中””⑨⑨。。这一特点运用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依然适用这一特点运用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依然适用。。全球海全球海

洋生态环境治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洋生态环境治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但组织管理体制但组织管理体制、、相关实施机制也必不可少相关实施机制也必不可少。。其中全球海洋生态环其中全球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下的组织管理体制区别于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境治理下的组织管理体制区别于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后者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各个海洋行政机构间职后者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各个海洋行政机构间职

能协调能协调，，从而提高海洋管理效率的一种行政机制从而提高海洋管理效率的一种行政机制，，如美国于如美国于 19701970年设立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年设立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统一行使统一行使

海洋管理职能海洋管理职能；；又于又于 20042004年设立国家海洋政策委员会年设立国家海洋政策委员会，，监督区域海洋委员会的工作监督区域海洋委员会的工作，，发布海洋政策等发布海洋政策等。。全全

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体制的革新性体现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体制的革新性体现在：：第一第一，，要在全球层面要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双边层面以及国家双边层面以及

国内层面建立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管理机构国内层面建立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各治理主体的相关行动统一管理各治理主体的相关行动，，以达成各层次上的高以达成各层次上的高

效协调合作效协调合作；；第二第二，，它的本质不是一种行政机制它的本质不是一种行政机制，，而是一种议事协调机制而是一种议事协调机制，，各主体通过各主体通过统一管理机构来协商统一管理机构来协商

合作合作、、共同参与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实施机制是指与法律体系相配套的各种具体行动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实施机制是指与法律体系相配套的各种具体行动

①① 百度百科百度百科：《：《海洋守护者协会海洋守护者协会》，》，httpshttps:://baike//baike..baidubaidu..com/item/com/item/海洋守护者协会海洋守护者协会//64359936435993，，20202020年年 33月月 1111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詹姆斯詹姆斯··NN··罗西瑙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刘小林等译，，南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2001年版年版，，第第 99页页。。
③③ 戴维戴维··赫尔德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曹荣湘，，龙虎等译龙虎等译，，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2004年版年版，，第第 1313页页。。
④④ 史晓琪史晓琪，，张晏瑲张晏瑲：《：《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制度的关系及发展进路研究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制度的关系及发展进路研究》，《》，《中国海商法研究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2017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7979页页。。
⑤⑤ 包括包括 163163个联合国会员国个联合国会员国、、11个联合国观察员巴基斯坦个联合国观察员巴基斯坦、、11个国际组织欧盟个国际组织欧盟、、22个非会员国库克群岛和纽埃个非会员国库克群岛和纽埃，，数据来源维基百科数据来源维基百科，，httpshttps::////

enen..wikipedia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arties_to_the_United_Nations_Convention_on_the_Law_of_the_Seaorg/wiki/List_of_parties_to_the_United_Nations_Convention_on_the_Law_of_the_Sea，，20202020年年 88月月 44日访问日访问 ..
⑥⑥ 如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国家的合作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如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国家的合作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各国在海洋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各国在海洋

环境保护上的合作义务环境保护上的合作义务。。
⑦⑦ 具体参见下文提及的具体参见下文提及的““区域海公约区域海公约”。”。
⑧⑧ 具体见下文第二具体见下文第二（（一一））部分部分。。
⑨⑨ 龚虹波龚虹波：《：《海洋环境治理研究综海洋环境治理研究综》，《》，《浙江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20182018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104104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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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执法与司法的协同执法与司法的协同，，它作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的着力点与落脚点它作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行动的着力点与落脚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及援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及援

助制度助制度、、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污染事故报告制度污染事故报告制度、、应急事故处理应急事故处理、、海洋生态恢复共同行动等海洋生态恢复共同行动等。。

二二、、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不足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不足

目前目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联合国一是联合国““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下的南海区域性下的南海区域性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二是多个全球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二是多个全球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三是南海域内国三是南海域内国

家家、、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目前这三个层面的南海区域性生态治理项目都目前这三个层面的南海区域性生态治理项目都

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一）“）“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下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下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

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直是作为联合国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一直是作为联合国““区域海治理区域海治理””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在联合国环境在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规划署（（UNEPUNEP））的组织推动下的组织推动下，“，“旨在通过共享海洋的方法解决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区加速退化的问题旨在通过共享海洋的方法解决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区加速退化的问题————

即通过让邻国参与全面和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其共同海洋环境即通过让邻国参与全面和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其共同海洋环境””的的““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Regional Seas ProgramRegional Seas Program,,
RSPRSP））于于 19741974年拉开帷幕年拉开帷幕。。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区域海项目区域海项目””涵盖了全球涵盖了全球 1818个海域个海域，，涉及涉及 143143个国家个国家，，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该项目以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为基础该项目以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公约和相关议定书的形式解决具体的海洋以区域公约和相关议定书的形式解决具体的海洋

问题问题””①①。。以以 19761976年地中海国家通过的年地中海国家通过的《《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为开始为开始，，在在 UNEPUNEP的组织或推动下的组织或推动下，，迄今迄今

为止为止，，已有已有 1414个区域海公约个区域海公约②②通过并生效通过并生效。。南海海域作为由南海海域作为由 UNEPUNEP直接管理的直接管理的 77个区域海洋项目个区域海洋项目③③之一的之一的

““东亚海行动计划东亚海行动计划”（”（East Asian Seas Action PlanEast Asian Seas Action Plan））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尚未形成有关区域海生态公约尚未形成有关区域海生态公约。。尽管尽管 UNEPUNEP 认认

为为：“：“在区域海洋计划中在区域海洋计划中，，东亚引领了一个独特的路线东亚引领了一个独特的路线————即没有区域性公约即没有区域性公约；；相反相反，，该计划促进遵守现有该计划促进遵守现有

的环境条约的环境条约，，并以成员国的信誉为基础并以成员国的信誉为基础””④④。。但是但是，，该说法更像是一种借口该说法更像是一种借口，，东亚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依靠区东亚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依靠区

域性公约作用有限域性公约作用有限，，而依靠成员国的信誉而非国际法的约束力去推动合作计划的实施也值得怀疑而依靠成员国的信誉而非国际法的约束力去推动合作计划的实施也值得怀疑。。除此之除此之

外外，，尽管在尽管在““东亚海行动计划东亚海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也成立了东亚海洋协调机构的基础上也成立了东亚海洋协调机构（（COBSEACOBSEA））⑤⑤，，但是该机构毕竟不是以区但是该机构毕竟不是以区

域性公约为基础成立的域性公约为基础成立的，，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协调组织而存在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协调组织而存在，，实际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实际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

（（二二））UNEPUNEP等国际组织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等国际组织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

目前目前，，关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各类已诉诸实践的合作计划主要是由关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各类已诉诸实践的合作计划主要是由 UNEPUNEP、、全球环境基全球环境基

金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发起的国际海事组织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发起的，，由全球环境基金由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国际海事组织共同执行的国际海事组织共同执行的““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PEMSEA）”，）”，以及由以及由 UNEPUNEP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

资助的资助的““扭转南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扭转南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但这些项目到目前还未取得关键性成果但这些项目到目前还未取得关键性成果。。这一事实其实暴这一事实其实暴

露了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上露了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上，，以以 UNEPUNEP等国际组织为主导的现行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等国际组织为主导的现行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第一，，将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限于东亚海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内将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限于东亚海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内，，缺乏对南海海域区域特色缺乏对南海海域区域特色

的足够考量的足够考量,,加大了合作治理的难度加大了合作治理的难度。。东亚海域包括日本海东亚海域包括日本海、、东海东海、、黄海黄海、、南海等南海等，，甚至澳大利亚部分海域也甚至澳大利亚部分海域也

被划分在东亚海海域内被划分在东亚海海域内，，而且某些海域而且某些海域（（如南海等半闭海如南海等半闭海））实际是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海域单元存在的实际是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海域单元存在的，，具具

有比较鲜明的自然气候特征有比较鲜明的自然气候特征、、生态系统状况生态系统状况。。这些海域的沿岸国不同这些海域的沿岸国不同，，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一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一，，需要需要

重点解决的生态问题有所差异重点解决的生态问题有所差异。。除此之外除此之外，，订立东亚海区域海洋条约的难度与复杂程度也远远大于南海区订立东亚海区域海洋条约的难度与复杂程度也远远大于南海区

域海洋条约域海洋条约，，前者牵扯的国家众多前者牵扯的国家众多、、涉及利益繁杂涉及利益繁杂，，这也是东亚海洋计划迟迟缺乏区域性公约的诱因之一这也是东亚海洋计划迟迟缺乏区域性公约的诱因之一。。

第二第二，，上述国际组织的主导力与向心力不足上述国际组织的主导力与向心力不足，，具体能对沿岸国施加的影响或提供的支持极其有限具体能对沿岸国施加的影响或提供的支持极其有限。。

UNEPUNEP的使命是的使命是““激发激发、、推动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推动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

①① ““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httpshttps:://www//www..unenvironment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
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20202020年年 33月月 1515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Why Does Working with Regional Seas Matter??”，”，httpshttps:://www//www..unenvironment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working-regional-
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seas/why-does-working-regional-seas-matter，，20202020年年 33月月 1515日访问日访问。。

③③ 这这 77个区域分别为个区域分别为：：加勒比海加勒比海、、东亚海东亚海、、东非东非 、、地中海地中海、、西北太平洋西北太平洋、、西非西非、、里海里海。。
④④ ““About COBSEAAbout COBSEA”，”，httphttp:://www//www..cobseacobsea..org/aboutcobsea/backgroundorg/aboutcobsea/background..htmlhtml，，20202020年年 33月月 1515日访问日访问。。
⑤⑤ 其成员国有其成员国有 1010个个，，包括中国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菲律宾、、新加坡新加坡、、泰国泰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柬埔寨柬埔寨、、韩国韩国、、越南越南，，负责协调政府负责协调政府、、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和捐助机构以及个人在该地区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活动联合国和捐助机构以及个人在该地区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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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等韩立新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领导并推动各国建立保护环境的伙伴关系领导并推动各国建立保护环境的伙伴关系””①①。。由此可以看到由此可以看到，，UNEPUNEP更多的是一个促进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更多的是一个促进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的议事协调机构的议事协调机构，，而而““UNEPUNEP一直未能突破这种制度设计的局限一直未能突破这种制度设计的局限，，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缺少这种制度合法性缺少这种制度合法性，，

必然影响到其能力建设和管理范畴必然影响到其能力建设和管理范畴””②②。。另外另外，，以以 UNEPUNEP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国的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国的

捐款捐款，，而且环境基金都是专款专用而且环境基金都是专款专用，，具体能给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资金支持相当有限具体能给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的资金支持相当有限。。从从

根本上说根本上说，，UNEPUNEP力促的海洋治理国际合作所能引发的各国参与度如何力促的海洋治理国际合作所能引发的各国参与度如何，，更多地依靠的是国家的道义与责更多地依靠的是国家的道义与责

任任，，而非国际法上的义务而非国际法上的义务，，其本质仅仅是作为一种倡议而存在其本质仅仅是作为一种倡议而存在。。如果转而采取南海海域当事国去主导如果转而采取南海海域当事国去主导、、倡导倡导

的方法的方法，，途径是从单边力倡到寻求双边共识进而扩展到多边参与途径是从单边力倡到寻求双边共识进而扩展到多边参与，，依靠的是主导者的区域影响力依靠的是主导者的区域影响力、、资金技资金技

术上的援助与互助术上的援助与互助、、经济合作的助推力经济合作的助推力、、合作理念与方案的共通性与现实性合作理念与方案的共通性与现实性，，这样的方法更能提高沿岸国这样的方法更能提高沿岸国

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热情与深度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热情与深度。。

（（三三））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不足区域性组织开展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不足

除了由全球性国际组织所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体系以外除了由全球性国际组织所主导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体系以外，，还存在着东盟还存在着东盟③③与非东与非东

盟成员国之间的盟成员国之间的““1010++11””④④““1010++33””⑤⑤等框架下的环境合作安排等框架下的环境合作安排、、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APEC))在亚太地区的海洋环境在亚太地区的海洋环境

保护方面的合作安排保护方面的合作安排、《、《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倡议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倡议，，甚至包括今后可能达成的甚至包括今后可能达成的《《南海南海

各方行为准则各方行为准则》》等等。。这些涉及南海海域生态环境合作的内容这些涉及南海海域生态环境合作的内容，，其深度其深度、、广度等都无法与前文提及的广度等都无法与前文提及的““东亚海东亚海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相比相比，，它们不能被视作一种合作机制它们不能被视作一种合作机制，，只能被称为相关合作安排只能被称为相关合作安排。。而且这些合作安排大都是上述而且这些合作安排大都是上述

论坛论坛、、会议等的衍生品会议等的衍生品，，并非有关南海海域生态合作的专门化安排并非有关南海海域生态合作的专门化安排，，这也表明在上述活动或组织下这也表明在上述活动或组织下，，对于南对于南

海海域生态合作的重视程度还不高海海域生态合作的重视程度还不高，，更多的议题与精力放在经济合作更多的议题与精力放在经济合作、、寻求政治共识等方面寻求政治共识等方面。。尽管以上述尽管以上述

活动为契机成立了一些致力于生态合作的官方组织活动为契机成立了一些致力于生态合作的官方组织，，如在如在 APECAPEC经济与技术合作委员会高级官员会议下经济与技术合作委员会高级官员会议下

设立设立““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Oceans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Oceans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OFWGOFWG），），以及为落实以及为落实《《中国与东盟环保合中国与东盟环保合

作战略作战略》》而由我国环境保护部于而由我国环境保护部于 20102010年成立的年成立的““中国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前者作为保护亚太地区海前者作为保护亚太地区海

洋环境与资源的官方常规活动机构洋环境与资源的官方常规活动机构，，其核心目标在于其核心目标在于““确保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持渔以支持渔

业业、、水产业的发展需求水产业的发展需求””⑥⑥，，看起来更侧重于后半部分看起来更侧重于后半部分————对于经济效益的考量对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且其范围涵盖整个亚太而且其范围涵盖整个亚太

海洋海洋，，这几乎将世界一半海洋涵盖在内这几乎将世界一半海洋涵盖在内。。而后者的定位是而后者的定位是：“：“区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智库平台区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智库平台、、区域环境区域环境

保护国际合作的基础性支撑力量保护国际合作的基础性支撑力量、、环保技术与产业合作与交流的平台环保技术与产业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南南环境保护合作的技术支撑南南环境保护合作的技术支撑””⑦⑦，，
可见该中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生态合作的平台而存在可见该中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生态合作的平台而存在，，并非执行具体合作机制的机构并非执行具体合作机制的机构。。总之总之，，这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

都不是专门针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而设立都不是专门针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而设立，，很难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面很难在南海海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面

临突发性海洋生态事故临突发性海洋生态事故（（譬如海上溢油事故譬如海上溢油事故））上上，，发挥足够的作用发挥足够的作用。。

三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建议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一））把握好中国与东盟各自的角色定位把握好中国与东盟各自的角色定位，，消除治理行动上的误解消除治理行动上的误解

在现行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在现行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东盟凭借其构建的地区系列对话机制东盟凭借其构建的地区系列对话机制，，始终扮演着始终扮演着

‘‘驾驶员驾驶员’’的角色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掌控着议程设置不遗余力地掌控着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的主导权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的主导权””⑧⑧。。但是但是，，受制于大部分东盟受制于大部分东盟

成员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成员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发展水平不高发展水平不高，，经济效益考量会优先于生态环境考量经济效益考量会优先于生态环境考量，，导致他们对于南海区域性海导致他们对于南海区域性海

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与参与度有限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与参与度有限；；加之资金加之资金、、科技水平的制约科技水平的制约，，以东盟为以东盟为““驾驶员驾驶员””推动南海区域性海洋推动南海区域性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性与实效性不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性与实效性不高。。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是由单一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主导的价值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是由单一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主导的价值

模式模式，，它倡导的是机会均等它倡导的是机会均等、、广泛参与广泛参与、、平等协商平等协商，，以全球思维以全球思维、、合作理念解决生态问题合作理念解决生态问题。。中国在南海区域性中国在南海区域性

①① ““About UNEPAbout UNEP”，”，httpshttps:://www//www..unenvironmentunenvironment..org/about-un-environmentorg/about-un-environment，，20202020年年 33月月 1818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董亮董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如何渐进强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如何渐进强化》，《》，《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72017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102102页页。。
③③ 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包括文莱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菲律宾、、新加坡新加坡、、泰国泰国、、越南越南、、老挝老挝、、缅甸缅甸、、柬埔寨十国柬埔寨十国。。
④④ 即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即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
⑤⑤ 即东盟与中即东盟与中、、日日、、韩领导人会议韩领导人会议。。
⑥⑥ 《《APECAPEC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海洋和渔业工作小组》，》，httpshttps:://www//www..apec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 Cooperation/Working-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 Cooperation/Working-

Groups/Ocean-and-FisheriesGroups/Ocean-and-Fisheries，，20202020年年 33月月 2121日访问日访问。。
⑦⑦ 《“《“中国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简介简介》，》，httphttp:://www//www..chinaaseanenvchinaaseanenv..org/zxgk/zxjj/org/zxgk/zxjj/201612201612/U/U020171106402682831249020171106402682831249..pdfpdf，，20202020年年 33月月 2121日日

访问访问。。
⑧⑧ 吴士存吴士存，，陈相秒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太平洋学报》》20182018年第年第 44期期，，第第 3232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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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洋洋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无论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倡议，，还是中国所参与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还是中国所参与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不

是为了展现自己力量是为了展现自己力量、、扩展海权与势力范围扩展海权与势力范围，，而是为了弥补传统国际机制而是为了弥补传统国际机制““治理失衡治理失衡””与与““治理赤字治理赤字””的问题的问题。。

东盟的宗旨在于东盟的宗旨在于““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①①，，它在南海它在南海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关注点不应置于对治理体系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关注点不应置于对治理体系话语主导权的争夺，，要杜绝成员国的恶意揣测要杜绝成员国的恶意揣测，，防止刻防止刻

意制造不和谐意制造不和谐，，不能将生态环境治理视为地区政治平衡不能将生态环境治理视为地区政治平衡、、权力对抗的工具权力对抗的工具；；更多的关切点应放在东盟成员更多的关切点应放在东盟成员

国经济发展国经济发展、、生态改善的切实利益生态改善的切实利益。。中国中国““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南海各国经济发展倡议惠及南海各国经济发展，，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提供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提供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支持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的善意理念彰显中国的善意，，除此之外中国除此之外中国

也会提供技术信息等支持也会提供技术信息等支持，，积极参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积极参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东盟应该把握此大好机会东盟应该把握此大好机会，，积极主动地转变积极主动地转变

角色角色，，运用好运用好““东盟方式东盟方式””②②（（The ASEAN WayThe ASEAN Way），），发挥好内部磋商的功能发挥好内部磋商的功能，，促进东盟南海沿岸成员国内部达成促进东盟南海沿岸成员国内部达成

共识共识，，积极参与由中国所主导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积极参与由中国所主导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二二））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构建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这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主体限于沿岸国家甚至域外国家当前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主体限于沿岸国家甚至域外国家、、国际政府间环境组织国际政府间环境组织、、区区

域性政府间组织域性政府间组织。。这并不符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这并不符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合理吸收非政因此有必要合理吸收非政

府组织府组织、、企业甚至个人的参与企业甚至个人的参与。。

第一第一，，应把握好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需要发挥的功能应把握好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需要发挥的功能。“。“非政府间环非政府间环

境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境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这些环境危机一些是本地的这些环境危机一些是本地的，，

一些是区域性的一些是区域性的，，还有一些是全球性的还有一些是全球性的。。作为以国家为导向作为以国家为导向、、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在解决这些问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在解决这些问

题上存在困难题上存在困难””③③。。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11））非政府非政府

组织可以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过程组织可以参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过程，，通过提供数据信息通过提供数据信息、、专业意见等方式进行非专业意见等方式进行非

正式的磋商参与正式的磋商参与。。例如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国际捕鲸委员会（（IWCIWC））作为观察员出席作为观察员出席““伦敦倾废公约年度会议伦敦倾废公约年度会议””并提供相关专业并提供相关专业

意见意见，，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治理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吸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吸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22））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向南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向南

海沿岸国政府海沿岸国政府、、国际及区域性政府间组织提供相关研究报告国际及区域性政府间组织提供相关研究报告，，以弥补国际信息和数据收集方面的空白以弥补国际信息和数据收集方面的空白。。非非

政府组织经常参与编写科学实地研究报告等政府组织经常参与编写科学实地研究报告等，，它们在此方面实践经验丰富它们在此方面实践经验丰富。（。（33））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通过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通过

出版专门书籍和宣传手册出版专门书籍和宣传手册、、研究论文或发布宣传视频等提高民众对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研究论文或发布宣传视频等提高民众对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

第二第二，，企业作为南海海洋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作为南海海洋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上述政府主体是上述政府主体、、政府间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主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主

要干预对象要干预对象，“，“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生产力量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生产力量””④④，，其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其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

作用不容忽视作用不容忽视。。合理把握企业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合理把握企业在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借鉴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借鉴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的治理客体理念的治理客体理念：：即海洋生态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即海洋生态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然属性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直观改善自然属性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直观改善，，表表

现为水质改善现为水质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提高海洋生物多样性提高、、海洋环境优美等海洋环境优美等，，对此可以有限度地借鉴环境法中的对此可以有限度地借鉴环境法中的““污染者自负原污染者自负原

则则”，”，加大开发企业在南海海洋生态恢复中的责任加大开发企业在南海海洋生态恢复中的责任，，由以石油企业由以石油企业、、船舶企业为代表的南海经济获益者设立船舶企业为代表的南海经济获益者设立

““南海开发者生态保护基金南海开发者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改善与恢复南海海洋生态状况用以改善与恢复南海海洋生态状况。。海洋生态的社会属性在于规范以企业为海洋生态的社会属性在于规范以企业为

主的海洋经济活动主的海洋经济活动。。但企业的自发行为会以利益为导向但企业的自发行为会以利益为导向，，道义与法律上的约束不如利益激励的作用明显道义与法律上的约束不如利益激励的作用明显。。

对此可以设立对此可以设立““南海企业环境友好激励制度南海企业环境友好激励制度”，”，给予那些注重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以物质奖励给予那些注重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以物质奖励，，如如

在同等条件下给予该企业以资源开发优先选择的权利在同等条件下给予该企业以资源开发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三第三，，公众公众（（如渔民如渔民、、游客游客））一方面会参与南海经济活动一方面会参与南海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公众作为海洋环境权的享有主体另一方面公众作为海洋环境权的享有主体，，南南

海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公众切实利益海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公众切实利益。。随着党中央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在海南省开展国务院在海南省开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

建设也是建设也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⑤⑤，，公众更要主动参与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公众更要主动参与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一方面民众力量分散但广一方面民众力量分散但广

①① 百度百科百度百科：《：《东盟东盟》，》，httpshttps:://baike//baike..baidubaidu.. com/ item/com/ item/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10595621059562?? fromtitle=%Efromtitle=%E44%B%B88%%99C%EC%E77%%99B%B%99F&fromid =F&fromid =168517168517&fr=&fr=
aladdinaladdin，，20202020年年 33月月 2525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其核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其核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
③③ Grant JGrant J.. HewisonHewison，“，“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Ocean Governance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Ocean Governance”，”，Ocean YearbookOcean Yearbook，，VolVol.. 1212，，19961996，，pp3939..
④④ 王琪王琪，，何广顺何广顺 ：《：《海洋环境治理的政策选择海洋环境治理的政策选择》，《》，《海洋通报海洋通报》》20042004年第年第 33期期，，第第 7575页页。。
⑤⑤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海南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httphttp:://www//www..govgov..cn/xinwen/cn/xinwen/20182018--1010//1616/content_/content_53312235331223..htmhtm，，20202020年年 77月月

3131日访问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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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等韩立新等：：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泛泛，，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报告与反馈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报告与反馈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更要发挥好监督者的角色同时更要发挥好监督者的角色，，重点监重点监

督各种海洋经济活动督各种海洋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宣传教育唤醒民众海洋环境权的意识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宣传教育唤醒民众海洋环境权的意识，，增强民众尤其是沿岸居民增强民众尤其是沿岸居民

对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对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南海海洋经济从业者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南海海洋经济从业者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牢固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牢固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理念，，自觉维护南海生态环境自觉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从而构建起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从而构建起南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三三））建立以规则制度为核心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建立以规则制度为核心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

前文已指出前文已指出，，虽然虽然““缺乏海洋保护公约是东亚海生态保护的一大特色缺乏海洋保护公约是东亚海生态保护的一大特色”，”，但是鉴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但是鉴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要义理要以规则建构为核心要义，，即在全球多边层面上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保护公约即在全球多边层面上制定统一的海洋生态保护公约，，在区域性及国家间层面在区域性及国家间层面

上形成以公约为核心上形成以公约为核心、、软硬法并兼的海洋保护规则体系软硬法并兼的海洋保护规则体系。。对此对此，，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也不具有特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也不具有特

殊性殊性。。

第一第一，，在全球多边治理层面上在全球多边治理层面上，，南海有关各方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保护公约的制定过程南海有关各方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保护公约的制定过程，，在此过程在此过程

中积极阐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状况中积极阐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状况、、对自身合法利益做合理表达对自身合法利益做合理表达，，使该公约可以充分吸使该公约可以充分吸

收考虑这些因素收考虑这些因素，，方便它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性融洽对接方便它与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性融洽对接。。

第二第二，，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在区域性治理层面上，，制定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势在必行制定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势在必行。。而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应而统一的南海海洋保护公约应

坚持开放多元的态度坚持开放多元的态度，，尊重各国基于利益考量所作的保留尊重各国基于利益考量所作的保留，，因为因为““要协调众多国家的意愿和要求而制定出要协调众多国家的意愿和要求而制定出

统一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公约是有一定难度的统一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公约是有一定难度的””①①。。对此可以革新传统区域性公约的协商方式对此可以革新传统区域性公约的协商方式，，不宜采不宜采

用南海域内各国多边接触用南海域内各国多边接触、、统一磋商的方式统一磋商的方式，，转而通过东盟与中国双边磋商来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转而通过东盟与中国双边磋商来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公约的达成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公约的达成是更为明智的选择。。通过区域组织的行动先行可以加速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持通过区域组织的行动先行可以加速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持““观望观望

者者””身份的成员的步伐身份的成员的步伐，，推动东盟内南海成员国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上的步伐一致推动东盟内南海成员国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上的步伐一致，，可以有效避可以有效避

免公约的制定进程因陷于单个成员的行动迟疑而停滞不前免公约的制定进程因陷于单个成员的行动迟疑而停滞不前。。在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的体系构建在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约的体系构建

模式上模式上，，业已形成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业已形成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②②、、赫尔辛基公约体系赫尔辛基公约体系③③和巴塞罗那公约和巴塞罗那公约④④体系这三种体系这三种

类型类型。。南海区域性海洋保护公约可以借鉴巴塞罗那公约体系的构建模式南海区域性海洋保护公约可以借鉴巴塞罗那公约体系的构建模式，，即采用即采用““公约公约--议定书议定书””的形式的形式，，将将

合作机制的框架合作机制的框架、、组织机构等原则性内容通过公约固定下来组织机构等原则性内容通过公约固定下来，，而后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而后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有步骤地由浅有步骤地由浅

入深地签订某一议定书入深地签订某一议定书。。其中议定书可以主要包括防治陆源污染议定书其中议定书可以主要包括防治陆源污染议定书、、船舶污染议定书船舶污染议定书、、倾倒污染源议倾倒污染源议

定书定书、、海底开发污染议定书海底开发污染议定书、、渔业开发及海洋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等渔业开发及海洋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等，，这样的方式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这样的方式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

第三第三，，在国家间治理层面上的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可以起到补充强化的作用在国家间治理层面上的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可以起到补充强化的作用。。南海区域目前涉南海区域目前涉

及双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法律安排及双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法律安排，，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 20072007年签署的年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就涵盖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内容就涵盖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内容，，但这些法律安排也仅仅是停留在软法层面但这些法律安排也仅仅是停留在软法层面，，容易受制于国家关系容易受制于国家关系

的变化而陷于停滞的变化而陷于停滞。。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不仅具有法律拘束力双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条约不仅具有法律拘束力，，而且更具针对性与可实施性而且更具针对性与可实施性。。南海南海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双边条约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统一公约并不冲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双边条约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统一公约并不冲突，，两者可以相互协调两者可以相互协调、、有机统有机统

一共同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一共同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来说具体来说，，在尚未制定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公约时在尚未制定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公约时，，双边条约可以起到很双边条约可以起到很

好的示范先行作用好的示范先行作用，，可以为制定统一区域公约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可以为制定统一区域公约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即使已经制定了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即使已经制定了统一的区域海洋保护

公约公约，，双边条约也可以在不违背区域性公约内容的前提下以两国间法律互信为基础双边条约也可以在不违背区域性公约内容的前提下以两国间法律互信为基础，，针对两国间某一海洋针对两国间某一海洋

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现状进行更加具体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现状进行更加具体、、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合作安排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合作安排。。

除了制定相关公约外除了制定相关公约外，，南海现行存在的各种涉及海洋合作的软法机制南海现行存在的各种涉及海洋合作的软法机制：：包括包括《《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正

处于磋商阶段的处于磋商阶段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甚至前文提及的甚至前文提及的 UNEPUNEP的行动计划的行动计划，，以及国家间双边层面上的各种以及国家间双边层面上的各种

备忘录备忘录、、合作意向等合作意向等；；在减少分歧在减少分歧、、加强互信加强互信、、巩固合作基础与成果方面所发挥巩固合作基础与成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的作用不容小觑。。以公约为以公约为

核心核心、、软硬法并兼的规则体系才是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道路选择软硬法并兼的规则体系才是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道路选择。。

①① 张丽娜张丽娜，，王晓艳王晓艳：《：《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海南大学学报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014年第年第 66期期，，第第 4646页页。。
②② 即即““由分立到综合由分立到综合””的模式的模式：：从某一领域的合作实践开始逐渐推广至更大范围的合作从某一领域的合作实践开始逐渐推广至更大范围的合作，，从从 19691969年为应对海上油污而订立年为应对海上油污而订立《《应对北海油污应对北海油污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最终到全面涵盖海洋生态问题的最终到全面涵盖海洋生态问题的《《OSPAROSPAR公约公约》。》。
③③ 即即““由原则到规则由原则到规则””的模式的模式：：波罗的海沿岸国直接于波罗的海沿岸国直接于 19741974年签署了年签署了《《赫尔辛基公约赫尔辛基公约》，》，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性问题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性问题，，而后通过附录而后通过附录

将具体的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则将具体的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则、、程序加以规定程序加以规定，，公约与附录是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公约与附录是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沿岸国要一并签署沿岸国要一并签署。。
④④ 即即““公约公约--议定书议定书””模式模式：：地中海沿岸国直接制定了地中海沿岸国直接制定了《《巴塞罗那公约巴塞罗那公约》》以及各项议定书以及各项议定书，，前者规定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般义务前者规定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般义务，，后后

者规定了具体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措施者规定了具体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措施、、标准和程序标准和程序，，沿岸国签署公约后可以有所保留沿岸国签署公约后可以有所保留，，选择至少一项议定书签署即可选择至少一项议定书签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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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运用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运用到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还要求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还要求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机制及相关实施机制。。对此对此，，第一第一，，要整合现存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合作要整合现存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合作

机构机构，，建立统一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建立统一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给予该组织以足够的决策权及管理权给予该组织以足够的决策权及管理权，，而不仅仅只是作而不仅仅只是作

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存在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存在，，同时要利用好同时要利用好 UNEPUNEP所搭设的现存平台所搭设的现存平台，，注重与全球性环境组织以及非政府组注重与全球性环境组织以及非政府组

织的合作织的合作。。第二第二，，要开展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演要开展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演，，增强各国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应增强各国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应

急处理能力急处理能力，，同时要加强双边及多边层面的组织机构联动合作同时要加强双边及多边层面的组织机构联动合作。。第三第三，，要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要完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的资金保障机制理的资金保障机制，，除前文提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者基金外除前文提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者基金外，，还要形成以沿岸国家为还要形成以沿岸国家为主要捐助主体的主要捐助主体的

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基金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基金，，可以由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主管运营该基金可以由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主管运营该基金。。基金的捐助份额可以按基金的捐助份额可以按

照所辖海域大小照所辖海域大小、、各国南海经济获益状况各国南海经济获益状况、、各国实力状况等配置捐助金额和比例各国实力状况等配置捐助金额和比例。。第四第四，，要完善信息分享与要完善信息分享与

事故通报制度事故通报制度，，建立统一指令建立统一指令、、反馈及时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信息互联中心反馈及时的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信息互联中心，，可以归属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可以归属于南海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委员会下治理委员会下。。第五第五，，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合作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合作，，不仅仅是事后污染处理技术的合作不仅仅是事后污染处理技术的合作，，还包括海还包括海

洋监测技术的合作洋监测技术的合作、、海洋水质标准的统一海洋水质标准的统一，，乃至开发企业在绿色化生产方面的合作等乃至开发企业在绿色化生产方面的合作等。。上述机制与南海区域上述机制与南海区域

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互相配合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互相配合，，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的改善推动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的改善，，构建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构建起人海和谐的发展模式，，

有利于将南海打造成为有利于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合作之海”，”，更是更是““美丽之海美丽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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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egional Marin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AN LiHAN Li--xinxin,, FENG SiFENG Si--jiajia
((Law SchoolLaw School,,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Dalian 116026116026,, ChinaChina))

Abstract: As a new way to improve the global marine environment and build a mode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As a new way to improve the global marine environment and build a mode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the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till lacks a unified conthe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till lacks a unified conceptcept
and related theoryand related theory.. In this regardIn this regard,, the concept analysis can be adopted to clarify its structure and feature graduallythe concept analysis can be adopted to clarify its structure and feature gradu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is paper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led by the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led by the
Regional Sea ProjectRegional Sea Project,, UNEP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NEP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ome suggestions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he role definition of China and ASEN in the governanceThe role definition of China and ASEN in the 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initiative foralong with the initiative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starting point to establish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should be considered a starting point to establish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 region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s as the corefor the region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s as the core,,
and the mechanisms of management and action as the supportand the mechanisms of management and action as the support.. Establishing a distin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Establishing a distin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n surely work for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a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n surely work for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a““maritime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regional sea projectregional sea project;; plural subjectplural subject;; the constructthe constructionion
of ruleof rule;; cooper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cooper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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