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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 

第十次会议 

2009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 
 
 
 

  会议形式和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 大会 1999 年 11 月 24 日设立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

协商进程(协商进程)的第 54/33 号决议规定，大会主席任命的两名共同主席应同

各代表团协商，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和惯例，拟订最有利于协商进程工作的讨论形

式。应该指出，大会第 57/141 和第 60/30 号决议将协商进程任务期限分别延长

三年，第 63/111 号决议将此期限又延长了两年。 

2. 共同主席保罗·巴吉(塞内加尔)和唐·麦凯(新西兰)以与各代表团进行的协

商和 2009 年 3 月 2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非正式筹备会议为基础，拟订了协商

进程第十次会议讨论形式(见附件一)，并提出了会议临时议程(见附件二)。 

3. 讨论小组关于“落实协商进程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九次会议的成就

和不足之处”专题的重点领域载于附件三。圈定重点领域的目的是指出讨论小组

可考虑审议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可结合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年度报告

(A/64/66)审议的重要问题。 

4. 请协商进程酌情审议和通过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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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十

次会议形式 
 
 

  工作方法 
 

1. 依照大会第 54/33 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

正式协商进程第十次会议将通过全体会议和一个讨论小组进行工作。 

2. 第 54/33 号决议第 3 段(a)分段所列各方均可参加全体会议。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21 世纪议程》第三节所列举的主要群体的代表，也可参加讨论小组的

会议。
1
 

3. 在现有会议设施许可范围内，这些主要群体的代表和其他观察员可按照惯例

自由出席全体会议。 

  议程 
 

4. 两位共同主席将向第十次会议提出一份临时议程，列出会议的拟议工作方案

以及全体会议和讨论小组的时间表。会议将酌情审议和通过临时议程。 

  讨论小组 
 

5. 大会第 63/111 号决议决定，协商进程第十次会议将重点讨论落实协商进程

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九次会议的成就和不足之处。两位共同主席根据与

各代表团协商的结果，提出讨论小组在第十次会议期间的专题讨论大纲。共同主

席准备邀请人数有限的讨论小组成员，就相关问题作简短讲演，带动讨论。 

  第十次会议成果 
 

6. 两位共同主席将向各代表团提供机会，以审议协商进程第十次会议成果的性

质。两位共同主席将提议，根据惯例，会议成果应包括以下部分：在全体会议和

讨论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意见的讨论摘要；第十次会议可能商定的任何

其他成果；可提请大会在今后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工作中注意的其他问题。两位

共同主席将向大会主席递交会议成果。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

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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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十

次会议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0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2
 

第一次全体会议 

项目 1. 第十次会议开幕 

1.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帕特里夏·奥布赖恩和主管经济和社会事

务副秘书长沙祖康或他们的指定代表将代表秘书长主持开幕仪式。 

2. 两位共同主席将致开幕词。 

项目 2. 通过议程 

3. 请协商进程酌情审议并通过第十次会议议程。议程项目时间表是示意性的：

视讨论进展情况，议程项目和讨论小组各部分可以提前。 

项目 3. 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 

4. 议程项目 3的审议将分开进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将继续审议该项目。建议各

代表团在两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将其讨论范围限制在第十次会议的专题“落实

协商进程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九次会议的成就和不足之处”之内。联合

国海洋网络协调员是机构间合作和协调机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协调员将

应邀介绍其活动，特别是与讨论专题相关的活动。 

5.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除进一步就重点讨论专题交流意见外，建议还讨论

可提请大会在今后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工作中注意的各种问题。 

6. 由于时间限制和可能发言的人数较多，恳请各代表团发言不超过五分钟。 

 下午 3 时至 6 时
a
 

讨论小组 

落实协商进程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九次会议的成就和不足之处 

7. 根据附件三所列讨论小组重点领域，建议按下文所述情况安排讨论小组的

各部分工作。在前两个部分，建议先作小组讲演，然后由代表团和小组成员讨

论。 

__________________ 

 
2
 所有会议将在上午 10 时和下午 3时准时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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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协商进程的任务、目标和作用 

 (a) 小组讲演； 

 (b) 讨论。 

第 2部分 

协商进程的成果及其落实情况 

 (a) 小组讲演； 

 (b) 讨论。 

20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a 

讨论小组(续) 

第 2部分(续) 

协商进程的成果及其落实情况 

 讨论 

 下午 3 时至 6 时 a 

第 3部分 

协商进程的会议形式和工作方法 

 讨论 

20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a 

讨论小组(续) 

第 3部分(续) 

协商进程的会议形式和工作方法 

 讨论 

第二次全体会议 

项目 3. 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包括就可提请大会在今后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工

作中注意的问题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 

8. 将有机会就小组讨论的问题和就可提请大会在今后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工

作中注意的问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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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同主席根据协商进程第四至九次会议工作报告(A/58/95、A/59/122、

A/60/99、A/61/156、A/62/169 和 A/63/174 和 Corr.1)C 部分整理编写的关于可

提请大会在今后工作中注意的问题综合简明清单将提交协商进程。 

项目 4. 审议会议成果 

10. 协商进程将有机会审议会议成果。 

 下午 3 时至 6 时 a 

第三次全体会议 

项目 4. 审议会议成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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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讨论小组关于“落实协商进程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

九次会议的成就和不足之处”专题的拟议重点领域 
 
 

  秘书长的报告所载信息 
 

1.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A/64/66)为讨

论小组关于“落实协商进程成果的情况，包括回顾进程前九次会议的成就和不足

之处”的讨论提供了背景信息。 

2. 报告介绍了协商进程的建立和功能(第一和第二节)；摘要介绍了协商进程前

九次会议的成果，审查了这些成果纳入大会有关决议的一般情况以及此后采取的

重大行动(第四节)；概述了关于协商进程成就和不足之处的意见(第五节)。 

  讨论小组各部分 
 

3. 鉴于协商进程在前九次会议期间讨论的问题广，关于其成就和不足之处的意

见也很广，因此，建议对讨论小组的安排采取比较广泛的做法，以便更全面地综

合审议各项问题。因此，提议讨论小组重点讨论以下各领域。 

 (a) 协商进程的任务、目标和作用 
 

4. 建议在对协商进程的建立进行一般性介绍后，提供一个机会，交流关于协商

进程的任务、目标和作用、包括关于其名称的意见。 

 (b) 协商进程成果及其落实情况 
 

5. 提议这次会议审议关于协商进程前九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成果的落实情况。

以下问题可帮助指导讨论，这些问题是提示性的，无意包括所有情况： 

• 协商进程各次会议进行的讨论是否促进了协商进程审议的问题？ 

• 协商进程的成果是否推动了大会的工作，尤其是，是否推动了大会关于

海洋和海洋法以及关于可持续渔业决议草案的的非正式协商？在这方

面，商定的公意要素是否具有效力？ 

• 协商进程成果是否得到落实？ 

• 协商进程在加强合作和协调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 协商进程成果是否达到了论坛的目标？ 

• 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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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协商进程的会议形式和工作方法 
 

6. 提议这次会议审议协商进程的会议形式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审议与协商进程

会议筹备工作和会议形式及会议举办方式有关的问题。以下问题可帮助指导讨

论，这些问题是提示性的，无意包括所有情况： 

 (1) 会前筹备 
 

• 会员国如何选择协商进程讨论的专题，使其选择的专题既有足够的可预

测性，以利于筹备，并确保协商进程涵盖某个特定时期的有关领域，同

时又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可以讨论数年前并不知道的当前问题？ 

• 会前筹备进程是否充分？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筹备时间？ 

• 各国家、各政府间组织和方案是否有足够的机会向共同主席提供指导，

以加强和提高协商进程的效率？ 

• 除地域代表性外，确认小组成员和选择获邀小组成员的标准是什么？在

协商进程的九年历史中，是否更改过这些标准，如果更改过，有哪些更

改，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 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确认和邀请小组成员(包括为实现公平地域代表

性而确认和邀请小组成员)并作出安排以确保他们能够参加？ 

• 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审议？ 

 (2) 会议形式和举办方式 
 

• 如何保证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专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专家参加？ 

•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专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专家的参加是否充

分？ 

• 政府间组织的参加是否充分？ 

• 《21 世纪议程》确认的主要群体的参加是否充分？ 

• 如何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关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持续和有效地参加？ 

• 有哪些办法可加强联合国机构的存在并确保它们能够有效地协助协商

进程？ 

• 讨论小组是否有效地促进了与会者的非正式意见交流？ 

• 讨论小组的讨论是否促进了协商进程审议的问题？ 

• 会议成果文件是否充分反映了会议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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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和通过公意要素的进程是否充分？ 

• 会员国希望会议产生什么样的成果？ 

• 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