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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即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11   

会议成果 

  行动呼吁草稿 

  秘书处的说明 

 大会第 70/303 号决议决定，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即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应协商一致通过一份以支持落

实目标 14 的“行动呼吁”形式编写的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的政府间商定宣言。 

 根据上述决议，大会主席任命阿尔瓦罗·门多萨·穆拉(葡萄牙)和布尔班·加

福(新加坡)为共同召集人，负责监督筹备过程，并至迟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关于“行

动呼吁”的政府间磋商。 

 又根据上述决议，共同召集人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和 16 日主持了大会主席

召集的为期两天的筹备会议，除其他外，审议“行动呼吁”。 

 共同召集人于 3 月(3 月 20 日至 22 日)、4 月(4 月 24 日、25 日和 27 日)、5

月(5 月 22 日、23 日和 25 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三轮政府间磋商。谨此向会议

转递政府间磋商时商定的行动呼吁草稿(见附件)。 

  

 
 

 
*
 A/CONF.230/1。 

https://undocs.org/ch/A/RES/70/303
https://undocs.org/ch/A/CONF.230/1


A/CONF.230/11  

 

17-08693 (C) 2/5 

 

附件 

  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 

1. 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于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在纽

约举行联合国支持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会议，

期间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我们申明坚定承诺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我们的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2. 此举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千姿百态的海洋无一不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和人类

共同的命运至关重要。作为政府领导人和政府代表，我们决心果断而紧迫地采取

行动，坚信我们的集体行动将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繁荣产生有意

义的影响。 

3. 我们认识到，海洋覆盖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连通各国人民和市场，是我

们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提供我们所呼吸的近一半氧气，吸收我

们产生的四分之一以上的二氧化碳，在水循环和气候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是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来源。海洋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和可

持续的海洋经济，有助于消贫、粮食安全和营养、海运贸易和运输、体面工作和

生计。 

4. 我们对气候变化危害海洋的不利影响特别感到震惊，包括海洋温度升高、海

洋和沿海酸化、脱氧、海平面上升、极地冰层覆盖面缩小、海岸侵蚀和极端天气

事件。我们认识到，需要消除损害海洋下述关键能力的不利影响：调节气候，孕

育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提供粮食和营养、旅游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来源，促进

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增长。在这方面，我们认识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通过的《巴黎协定》尤其重要。 

5. 我们承诺制止和扭转海洋及其生态系统健康和生产力下降的趋势，保护和恢

复海洋的复原力和生态完整。我们认识到，今世后代的福祉与海洋的健康和生产

力密不可分。 

6. 我们强调，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重申

我们的工作必须以《2030 年议程》为指导，包括其中重申的各项原则。我们承认，

每个国家在力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具体的挑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包括沿海国家，以及《2030

议程》中确认的其他国家。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7. 我们再次承诺按时实现目标 14 的具体目标，并重申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

同时考虑到不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水平，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我们特

别认识到，目标 14 中的一些具体目标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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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强调，需要在各个层面上采取综合、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做法，加强合作、

协调和政策的一致性。我们强调，能促成集体行动的有效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再

次承诺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落实目标 14。 

9. 我们强调，需要将目标 14 及其相互关联的具体目标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战

略，促进国家自主权，让包括国家和地方当局、议会成员、地方社区、土著人民、

妇女、青年、学术界和科学界、工商业界等在内的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

来，从而确保成功落实目标 14。我们认识到，性别平等十分重要，妇女和青年在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10. 我们强调，必须更好地了解海洋的健康和作用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的压

力，包括借助科学和传统知识体系评估海洋状况。我们还强调，需要进一步加

强海洋科学研究，以提供决策依据，促进知识交流中心和网络，从而加强科学数

据、最佳做法和专门知识的交流共享。 

11. 我们强调，我们落实目标 14 的行动应遵守、增进而不是重复或破坏现有的

法律文书、安排、程序、机制或实体。我们申明，必须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体现的国际法，加强对海洋及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如“我们希望的未

来”第 158 段所述，《海洋法公约》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确立了法

律框架。 

12. 我们认识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需要符合《2030 年议程》、《第

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在内的其他有关成果的必要执行手段。我们强调，

充分及时地执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强调需要加强

科学知识和研究，加强各级能力建设，调动各方财政资源，协助根据相互商定的

条件转让技术，同时考虑到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

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目标 14。 

13. 我们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为此紧急采取以下等行动，包括借助现有机构和伙伴关系： 

 (a) 综合协调地落实目标 14，推动各项政策和行动，其中考虑到目标 14 各

具体目标之间的关键联系，目标 14 与其他目标的潜在协同作用，特别是与海洋

有关的具体目标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以及支持落实目标 14 的其他进程； 

 (b) 加强各级机构之间的合作、政策一致和协调，包括国际组织、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和机构、安排和方案之间的合作、政策一致和协调； 

 (c) 加强和促进有效和透明的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包括公私伙伴关系，

为此加强政府与全球、区域和次区域机构和方案、科学界、私营部门、捐助界、

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学术机构和其他相关行为者的接触； 

 (d) 制定综合战略，提高对海洋的自然和文化意义及其状况和作用的认识，

并提高对需要进一步了解海洋的认识，包括了解海洋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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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支持制定计划，促进海洋相关教育，例如作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促进

了解海洋以及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文化； 

 (f) 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源，如跨学科研究和持续的海洋和沿海观

察，收集和共享包括传统知识在内的数据和知识，以丰富我们的海洋知识，更好

地了解气候与海洋健康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加强开发极端天气事件和现象的协

调预警系统，促进基于最佳科学的决策，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加强海洋生物多样

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g) 加快行动，预防和显著减少各种海洋污染，特别是陆基活动污染，包括

海洋废物、塑料和微塑料、营养污染、未经处理的废水、固体废物排放、有害物

质、船舶污染和废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丢弃的渔具，并酌情处理与人类有关的

其他活动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如船只碰撞、水下噪声和外来入侵物种； 

 (h) 推动预防废物产生并尽量减少废物，发展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采

用三管齐下的方法即减少、再用和回收，包括为此鼓励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减少

废物及其产生，改善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处置和回收机制，开发替代品，如可

再利用或可回收的产品，或在自然条件下可生物降解的产品； 

 (i) 执行长期而有力的战略，减少塑料和微塑料的使用，特别是塑料袋和一

次性塑料，包括为此与相关层面的利益攸关方合作，解决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和

使用问题； 

 (j) 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成果，在利益攸关方参与下，采取预防性办法和生

态系统方式，遵循国际法和国家立法，支持使用有效适当、因地制宜的管理工具，

包括海洋保护区以及海洋空间规划和沿海区域综合管理等其他综合跨部门办法，

增强海洋的抵御能力，更好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 

 (k) 制定执行有效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帮助提高和支持海洋的复原能力，应

对海洋和沿海酸化、海平面上升和海洋温度升高，并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沿海

和蓝色碳生态系统造成的其他有害影响，如红树林、潮汐沼泽、海草和珊瑚礁，

以及影响我们海洋的更广泛的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确保履行相关义务和承诺； 

 (l) 加强可持续渔业管理，包括在可行的最短时间内将鱼类种群恢复到至少

达到其生物特性决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为此采取基于科学的管理措施，

监测、控制和执法，支持消费来自可持续管理渔业的鱼，酌情采用预防性办法和

生态系统方式，并酌情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机构和安排等渠道，加强合作与

协调； 

 (m) 结束破坏性的捕鱼活动以及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消除其

根源，并采取适当行动，使行为者和受益者承担责任，剥夺这些活动的收益，有

效履行船旗国的义务和港口国的相关义务； 

 (n) 加快就制定相互适用的捕捞文件计划和鱼产品可追溯性开展进一步的

工作，并加强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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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加强向发展中国家小型和手工捕鱼者提供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以便

在可持续渔业管理框架内，使他们能够并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和市场，改善渔民

和渔业工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p) 果断采取行动，禁止造成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某些渔业补贴形式，取

消造成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的补贴，不采用新的补贴，包括为此加快努力，

完成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确认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适

当和有效的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应该是这些谈判的组成部分； 

 (q) 支持促进和加强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其基础是渔业、旅游业、水产养殖、

海运、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水淡化等可持续的活动，藉此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r) 根据《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其他相关成果文件，

加大力度，调动各种必要手段，发展可持续的海洋活动，落实目标 14，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这样做； 

 (s) 积极参与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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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文书”的大会第 69/292 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的讨论和意见交换，使大会可以在

第七十二届会议结束之前，考虑筹备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决定政府间会议的

召开事宜和开幕日期； 

 (t) 欢迎就伙伴关系对话采取后续行动，承诺履行我们在会上各自作出的自

愿承诺； 

 (u) 协助《2030 年议程》的后续落实和审查进程，为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

治论坛提供关于落实目标 14 的见解，包括，加强未来进展的机遇； 

 (v) 考虑更多的方式方法支持及时有效地落实目标 14，同时考虑到高级别

政治论坛第一个周期的讨论。 

14. 我们强烈呼吁秘书长继续努力，在执行《2030 年议程》的工作中支持落实目

标 14，特别是为此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在海洋问题上的机构间协调统一，同时考

虑到联合国海洋网络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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