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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18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6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款(d) 

和(e)项审议观察员地位申请 

代表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款(e)项提出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秘书处的说明 

1. 2017 年 6 月 14 日，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致函国际海底管理局

秘书长，请求获得管理局大会观察员地位。申请人提供的信函和补充资料分别载

于本文件附件一和二。

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69

条第 1款与秘书长订有安排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对大会审议事项表示兴趣并已接获

大会邀请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

3. 同一条规则第 5 和第 6 款还规定，该条第 1 款(e)项所述观察员可列席大会公

开会议，还可经主席邀请并征得大会同意，就其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作出口头陈述，

而且，本条第 1 款(e)项所述观察员在其活动范围内提出的与大会工作有关的书面

陈述，应由秘书处按所提陈述的数量和语文分发。

* ISBA/23/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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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年 6月 14日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给国际

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的信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敬请大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承认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为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 

 中心是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涉海相关院系整合而成的研究机构，于 2013 年设

立。中心侧重于深海和海底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着力打造综合性学术交流与政策

咨询机构。中心的多学科研究基地在国际法的授权下，采取正确的政策并采用负

责任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开展深海海底采矿活动，以此推广可持续利用海洋自

然资源的知识和观念，从而加强其力量。 

 鉴于下列原因，中心对管理局的工作有浓厚兴趣，有意成为观察员： 

 在海洋法法律制度及“区域”和深海海底采矿规则发展的教学和研究方

面具有经验 

 发挥独特的作用，与此领域各机构开展密切合作，对作为管理局主要承

包者的中国如何作为担保国采取合理行动提供政策备选方案和战略咨

询意见 

 能胜任管理局的工作，并在勘探和开采海洋自然资源时积极促进可持续

性的概念，这影响到“区域”的采矿活动和资源保护 

 中心认为，可以为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框架和“区域”采矿制

度提供宝贵看法，为此请你支持我们提出的观察员地位申请。 

 

 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薛桂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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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海底管理局观察员地位申请书 

组织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邮编：200241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邮编：200030 

历史和使命 

 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最早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09 年成立

的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部分，重点是海洋法基本法律理论和国家实践的

教学和研究，以及为与海洋相关的政府机构提供关于海洋法、海洋政策和海洋管

理等问题的咨询服务。2013 年 7 月，在极地与深海发展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上

海交通大学将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升格为校级，并改组为新成立的极地与深

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以强调其特色领域。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汇聚了

校内涉海相关学科的研究平台及学者，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基地，并着力成为

海洋技术、工程与管理等海洋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合作和政

策咨询中心。 

拟议的主要代表姓名 

薛桂芳 

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活动 

 极地与深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与相关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密切

合作，以促进与海洋法和深海海底问题有关的科学发展和政策制订。这项工作包

括以下内容： 

 中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合作，以支持中国深海

海底采矿活动的立法，这促成了 2016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

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通过。中心目前正在就其他即将颁布的条例

和行政措施开展工作，以执行这一国家法律。 

 中国国家海洋局邀请中心为关于本国深海和海底勘探战略发展的第十

三个五年计划提供法律和政策投入。 

 中心与国务院相关机构合作，为准备管理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154 条进行定期审查所要求的材料提供法律和政策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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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为位于青岛的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正在进行的涉及多金属结核

勘探和开发的环境勘测和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提供学术支助。 

 中心主办了关于深海和“区域”具体问题的会议。其中，关于深海海底

区域科学技术发展与法律应对的年度论坛最受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企

业家关注。 

 中心努力每年举办海洋法培训课程，这是关于该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暑期

讲习班系列的一部分，包括不同议题。在管理局捐赠基金的支持下，2017

年讲习班将于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14 日在上海举行，重点是深海海底采

矿。 

 总之，中心作为唯一聚焦中国深海海底问题法律和政策研究的机构，为中国

立法框架的推进和国家实践取得进展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中心有信心进一步

努力改善本国执行关于深海海底的国际法律制度和管理局相关要求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