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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国际洛底区域资源开发
产业化的战略思考冰

21世纪是海洋世纪，《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各沿海

国纷纷推行缓陆重海的发展战

略，中国经济的复兴必须实现
海洋事业的振兴。国际海底区

域(以下简称“区域”)利益前景

巨大，开发活动高技术密集，法

律地位特殊，是未来国际社会

经济、科学甚至政治、军事竞争
的重要场所。国际海底区域开

发产业化研究是我国争取海洋

权益、发展高新技术、振兴海洋

产业发展、突破资源瓶颈的机

遇，无论从建设海洋强国还是

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
对国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一、“区域”开发产业化是

海洋强国目标的重要载体

1．突破经济发展资源瓶颈
的出路

经济发展需要战略金属、

曹 颖

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这是

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目前我

国的矿产资源保证程度正在下

降，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

保证经济发展需要的，到2010

年有23种，2020年有6种。钴、

镍、铜、锰、石油资源等到2010

年将有46％～60％依赖进口，

战略资源不足是经济发展资源

瓶颈的突出表现之一。
“区域”资源的共同特点是

高战略资源含量(见表1各种

资源所含金属的品位)。已有的

科学发现表明，“区域”内蕴藏

着丰富的战略金属、能源和生

物资源。多金属结核、富钴结

壳、海底热液硫化物中镍、钴、
锰、铜等含量是陆地的数十到

数百倍；各大洋天然气水合物

总量相当于全世界煤、石油和

天然气总储量的2倍。据分析，

到2030年前后富钴结壳、海底

表1 深海矿产资源的金属含量

热液硫化物、天然气水合物、多
金属结核都将陆续实现商业化

开采。“区域”将成为陆上资源

的接替区，可解决我国的资源

瓶颈问题。

2．发展科学技术的先导领
域

自从1873年2月18日英

国“挑战者”号考察船首次发现

多金属结核以来，“区域”成为

科学发现的重要场所：陆续发

现了目前已知的富钴结壳、海

底热液硫化物、深海生物基因

等资源；深海钻探、地球物理等
海洋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更重要的是目前人类对深海的

发现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深海
将有更多惊人的发现。

“区域”资源开发是众多尖

端技术集中应用的领域。开发

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技术体
系，包括：深海勘探技术、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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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海洋开发

图1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技术体系及涉及的高技术领域

下划线相同的为同类技术

运载技术、深海采掘技术和深

海矿物加工技术(如图1)。各类

技术都要应用机械、材料技术、

生物工程等专门技术以及一些
关键的公用技术(包括海洋电

子技术、计算机网络、导航定位
和制图技术、海洋遥感技术

等)。“区域”开发技术的突破与

进步将带动海洋技术以及整个

国家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相关领

域的基础研究。实现高技术先

导战略和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中
高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性工作

的整和。“区域”资源开发的产

业化将有效解决相关领域高技

术产业化问题。

另外，“区域”开发的技术

突破必须依靠我国自身的技术

攻关体系。进行“区域”开发研

究必将提高我国海洋科研队伍

的实力，增强国家海洋调查研
究和海洋开发能力，二者是国

家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海洋强国要实现的重要

目标。

实践也已证明，20世纪80

年代以来海洋经济之所以取得
突破性发展，是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资源探测技术、海洋油气
开发技术、海洋深潜技术等进

1)初级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研究开发阶段、建造阶段、生产阶段五个阶段。

2)勘探、运载、加工、销售、财政、管理六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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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直接结果，海洋高技术的

发展引发带动了海洋产业群的

扩展壮大。

“区域”资源开发过程可以
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涉

及六个环节”。“区域”资源开发

以技术创新为纽带将五个阶段

连为纵向产业化链条，六个环

节为横向链条，从而构成一个

复杂的产业化动态系统。伴随

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化，系统中

将产生若干新兴海洋高技术产
业。因此，“区域”资源开发的产

业化将为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成为国家经济，

   



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又一推
进器。

3．争取未来有限战略资源
主动权的机遇

20世纪世界各国对陆地上
空间和资源的分配基本结束。

扩大生存空间的需求，使海洋

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冷战结

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

效对海洋资源与权力进行再分

配，唤醒了沿海国家的海洋意

识，各国争相圈海、划界，有争

议的海域俯首皆是，海洋权益

争夺空前激烈。

“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

共同继承的财产，由国际海底

管理局负责管理。，任何国家不

得将“区域”资源占为己有，但

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开采、销售

等市场行为进行开发。这种特
殊的法律制定决定了国家可以

通过企业获得对“区域”资源的

开发与销售权，掌握未来有限

的战略资源的主动权。申请先

驱投资者对区域进行开发不存

在任何权益争议，是国家争取

“区域”权益的重大机遇。因此，

“区域”资源开发由私有企业的

行为演化为受多种利益驱动的

国家行为，有能力的国家都在
抓住契机，加紧活动，利用“区

域”的法律制度尽可能占有富

矿区。可以预见，“区域”将成为

未来国际经济、科技、政治甚至

军事竞争的重要场所。

二、加快“区域”开发产业

化的紧迫性

我国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
发起步较晚，深海技术储备、

“区域”资源_q2程程度、潜在占

有能力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

“区域”开发呈现新的趋势，要

求我们必须加快研究步伐，缩

小差距。新的趋势包括：
1．相关国家“区域”活动呈

加强趋势

区域资源是地球上最终可

以圈定的政治地理单元，其价

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

不断提升。目前发达国家、新兴

工业国家在“区域”的活动均呈

现加强趋势：发达国家以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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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技术的优势引领“区域”资
源开发的方向；新兴工业国家

如韩国、印度也不甘落后，加大

了技术开发与资金投入力度。

2．技术在“区域”资源分配

与开发中愈发重要

“区域”活动无论海底资源

的调查、开采、运载均与高新技

术有密切关系，拥有深海勘查
开发技术则可以主导“区域”资

源的分配与开发权。同时“区

域”活动已经引起了海洋领域

的观念革新和海洋技术的深刻

变革，并极大地推动了海洋探

测与监测手段、深潜技术、水下

工程的发展，对相关领域的技

术发展必将形成强劲的辐射与
带动作用。

3．法律成为维护“区域”战

略利益的最有效武器

对于新一轮的面向“区域”
多种资源的蓝色圈地运动，西

方国家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有关规定，巩固和扩大

在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和开发权

益上的利益：新兴工业国家将

继续巩固与提高在国际海

底管理局的地位，缩小与西

方国家的差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则强调国际海底管
理局在组织控制“区域”活

动中的作用。“区域”活动以

一种崭新的形式进行，即有
序的、合法的，从而也是不

可逆的。法律已成为第三种

维护“区域”战略利益的有

力与有效的武器，善用者事

半功倍。

4．“区域”资源开发利

用重点已经转移

由于投资风险及国际

金属矿物原料市场低迷等

   



馄名∥海洋开发
的热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开始降温。美、日及其他一些发
达国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大洋

富钴结壳矿床的开发。俄罗斯

代表团于1998年国际海底管

理局第四届会议期间正式提出
了要求管理局制定海底富钴结

壳有关规章的要求。按照《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一
旦缔约国提出其他矿产资源立

法的要求，管理局应在3年内

开展立法工作。以富钴结壳为

重点的第二轮竞争正悄然而
至。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

启动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开采

技术”研究，也仅在陆地上进行

过探索性试验，多项深海专门

技术均有待攻克。采取什么措
施适应国际“区域”资源开发重

点的转移将十分重要。

三、对策与建议

1．将“区域”资源开发产业

化确定为国家战略

“区域”是21世纪经济发

展原料和能源的接替区，重要

的战略技术竞争领域。“区域”
资源开发产业将成为21世纪

中叶后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目前在“区域”开发

大规模竞争尚未开展前，国家

应从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国家

综合安全角度考虑，将“区域”

资源开发产业化提高到战略高
度，制定明确的国家目标，进行

长期规划和积极的战略安排。

以国家行为推动“区域”资源开
发产业的形成，缩短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

2．提高国家科技整体实力

国家科技整体水平不高是

制约我国深海技术发展的原因

之一。为此，国家应该加大科技
投入，加强人才培养，优先发展

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

料、光机电一体化及新能源、航
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技术领

域，增加技术储备，提高国家科
学技术整体水平，为深海技术

发展提供支持。

3．紧跟国际产,3k4E趋势

改变以往研究单一集中在
多金属结核的情况，面向国际

海底区域全方位投入。重点加

强富钴结壳、深海生物基因等
可能先商业化资源的研究。重

点开展国际海底区域执行的富

钴结壳靶区调查，兼顾其他资

源，顺52国际上以市场为导向

的产业化趋势。
4．投融资多元化

投资多元化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要适应“区域”资源开

发趋势，改变以往单一的多金
属结核投资政策；二是要伴随

产业化进程逐步实现投资多元

化——“区域”资源的最终商业
开发本身应是市场竞争行为，
在法律上表现为不允许政府补

贴以形成不公平竞争。因此，应

当树立企业或者社会是投融资

主体的观念，在产业化初期市

场化融资条件尚未完善的情况

下，可由政府投资“种子资金”，
以项目带动社会投资机构共同

参与。

5．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

深海生态系统是一个脆

弱、原始又极富多样性的系统，
人们对其了解很少。盲目开发

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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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开发中要充分体现环境

保护的原则，在生态环境保护

基础上进行。坚持“预防为主”

的方针，加强环境基线研究工

作，掌握开辟区的环境状况；在
勘探、开采、运载技术研究中充

分考虑环保技术研究，进行

⋯区域’资源环境联合评价”。

将勘探、开采、加工、环保有机

地耦合起来。对“区域”资源尤

其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

要制订长远的开发计划，合理、
高效地利用“区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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