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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推动非洲蓝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非盟提出了非洲联

合专属海域的构想。 这一构想旨在通过减少主权权利的排他性, 促进区

域内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合作。 尽管这一构想在实际操作

中面临诸多挑战, 如各国实施意愿薄弱、 制度设计不完善、 法律效力不

足等, 但其核心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全球化

背景下, 如何通过区域合作应对跨国挑战, 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

施,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经验教训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了重要启

示。 因此,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对非洲海洋治理的认识, 还为中非海洋合

作的深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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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对海洋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 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海洋资源的

潜在价值, 并开始给予更多关注与保护。 自 １９９４ 年非洲统一组织颁布 «非洲海

洋交通宪章»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ｈａｒｔｅｒ) 以来, 该组织及其成员国逐步

认识到, 早期海洋治理模式比较单一, 未能充分考虑海洋安全与海洋经济的重要

性。 为了应对这一不足, 非盟先后发布了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２０５０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 «非盟关于海事安全、 防卫与发展的宪章» (又称

«洛美宪章», Ｌｏｍé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①

·６８·

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非盟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洛美宪章», 这被视
为非洲海洋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洛美宪章» 整合了先前的政策文件与会议成
果, 核心目的在于加强非洲海域安全, 打击海盗行为, 并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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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战略文件, 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 增强非洲在全球海洋事务

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随着对海洋治理的日益重视, 非盟提出了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构想。 这一构想旨在通过取消或简化非洲内部

海上运输的行政程序, 促进区域内国家的贸易往来和资源共享, 并在海洋安全、
国防、 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战略保障。 尽管这一构想的理念先进, 但在实际操作

中面临诸多挑战, 如成员国落实意愿不足、 制度设计不完善、 法律效力有待加强

等, 使得该构想至今仍停留在理论阶段。
目前, 关于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海洋资源管理和区域合

作的潜在影响方面, 国外学者对其促进渔业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作用给予高度

评价。 例如, 帕特里克·弗兰肯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ｒａｎｃｋｅｎ) 指出,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在

一定程度上为非洲一体化进程注入经济和政治动力, 并且是协调和推广特定区域

国际法的有效工具, 将为非洲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① 然

而, 现有研究还停留在这一构想的理念价值和部分经验分析上, 缺乏对其内在逻

辑、 现实挑战及全球海洋治理启示的深入探讨。 此外, 国内学界对非洲联合专属

海域的研究相对薄弱, 尚未形成系统的论述。
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深入分析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提出的背

景、 内涵特点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进一步探讨其在海洋治理中的重要

意义, 并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启示。 通过对这一构想的初步研究, 希望为深化该

领域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提出背景

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存续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２１ 世纪以来, 海洋在全球经

济、 文化、 军事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 均在一定程度上将关注焦点转向海洋领域, 致力于开发海洋资源, 发

展海洋经济, 并且积极增强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 以实现海洋利益最大

化。 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 非洲国家也认识到海洋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及巨大潜

·７８·

①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ｒａｎｃｋｅｎ,“Ｔｈｅ ２０５０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 ３６,２０２０,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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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将海洋经济及其依托的区域称为 “非洲复兴的新前沿”①, 并提出旨在增强

海洋治理能力的创新策略———非洲联合专属海域。 以下将从海洋治理法律架构、
主体架构以及部门架构等角度, 概述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提出的背景。

(一) 海洋治理法律架构: 成型但存在缺陷

从宏观视角来看, 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律架构已初步建立,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 面对全球海洋问题的挑战, 国际社会持续采取行动, 推动国际海洋治理发

展。 然而, 目前的治理主体主要是各国政府,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仍然有限。
国际海洋治理的部分功能失效, 客观上促使非国家行为体崛起, 作为治理补充角

色, 推动国际海洋治理向全球海洋治理转变。② 现行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以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为基础, 辅以国际海事组织及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制定的各类

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指导性质的规则作为补充。③

但现行国际海洋法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刚性和不确定性, 以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 关于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的条款为例, 该规定仅要求争端当事国依

据国际法原则进行协商, 却未指明具体的划界方法。 此外, 由于专属经济区所

具有的特殊性质, 即便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也难以确定专属经济区内各国的具体

权利。 因此, 相关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与义务尚未得到正式确认。④ 在

理解这一挑战的基础上, 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律架构引入国际海洋软法这一具备灵

活性与可塑性的法律工具, 以弥补硬法的不足。 该举措已取得一定成果, 如签署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 «负责任渔业

行为守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等文件。 然而, 国际海洋软

法多具倡议性质, 法律约束力不足,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签署国的自觉性和

自主性。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Ａｆｒｉｃａ’ｓ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１６,ｐ. 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 － ｐｏｌｉｃｙ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ｅｎｇ＿１ｎｏｖ.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８,２０２３.
袁沙: «全球海洋治理逻辑缘起与实践框架建构», «南海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７—
７６ 页。
章成、 杨嘉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 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 «决策
与信息»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９—６６ 页。
例如在赛加号案 (Ｔｈｅ Ｍ / Ｖ Ｓａｉｇａ Ｃａｓｅ) 中, 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对近海
加油问题作出个案裁决, 但这一裁决并未解决沿海国家与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
拥有加油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利等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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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海洋治理相比, 非洲海洋治理立法仍处于初始阶段, 尚未形成系统的

法律框架。 由于非盟内部没有达成一致的海洋治理规范, 其成员国在海洋治理领

域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 从联合国层面来看, 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为基础的权利、 义务以及制度安排被视为国际海洋治理的主体框架。① 尽管非洲

国家长期以来积极支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但在立法层面许多沿海国家未能

充分利用该公约赋予它们的海洋区域权利。 首先, 非洲仅有不到半数的沿海国家

充分利用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来扩大其海洋区域。 其次, 一些非洲沿海国

家尚未明确宣布毗连区, 或未在法律中规定其专属经济区。 最后, 即使是那些已

经立法规定专属经济区的国家, 法律内容也各不相同。 例如, 肯尼亚的立法没有

明确区分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与管辖权, 而南非则将对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

的主权权利等同于对领海内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二) 海洋治理主权架构: 碎片化日益凸显

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 碎片化现象尤为突出。 首先, 海洋治理主体极为多

元, 涵盖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 各主体间利益和目标的差异

性导致治理架构碎片化。 其次, 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碎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

度体系多样化影响。 国际法和国内法均对海洋治理作出具体规定, 然而这些规

定之间往往冲突或重叠, 导致治理机制变得复杂且混乱。 再次, 治理机制区域

化和治理任务横向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碎片化。 尽管这种碎片

化的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能够适应和解决不同规模的、 持续出现的动

态问题,② 但也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 例如权利义务重叠、 协调能力不足等。 这

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全球海洋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还阻碍了全球海洋问题的综合

解决。
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参与者之一, 非洲在海洋治理领域也遭遇碎片化

问题挑战, 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分散性以及治理制度的多样性。 由于非洲国

家在海洋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以及规划能力不足, 不仅没有充分利用碎片化治理

的灵活性, 反而给海洋治理工作带来不小障碍。 在治理主体方面, 非洲国家是

参与海洋治理工作的主要力量。 然而, 各国在实力、 对海洋治理的认识以及制

定的海洋政策上存在差异。 由于缺乏信息共享、 治理意愿和相互信任, 治理主

体之间呈现出不合作或合作水平较低的状态, 严重影响非洲海洋治理的供给水

·９８·

①

②

朱璇、 贾宇: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０—５９ 页。
刘晓玮: «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碎片化: 概念、 表征及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６—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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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供给效率。① 在治理制度方面, 面对高度相似的海洋治理问题, 各国往往

采取不同的政策主张, 这导致非洲海洋区域存在多种治理体系, 不同体系之间

的兼容性问题使非洲海洋治理内部矛盾重重。 治理主体的分散性和治理制度的

多样性导致碎片化程度不断加深, 进而使非洲海洋治理内部存在多重复合博弈

现象。

(三) 海洋治理部门架构: 缺位且沟通不足

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各国在海洋管理与利用过程中的实践不同, 这

些问题不仅对海洋国家构成挑战, 也推动它们转变治理模式, 提升治理效能。 鉴

于自然条件和现行的部门架构, 非洲国家在海洋治理领域不仅面临全球海洋治理

的普遍性问题, 还面临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除了现行法律架构与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不完全一致外, 非洲海洋治理部门架构也存在缺陷。
首先, 非洲海洋治理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存在不同程度的部门缺位。 特别

是在海洋安全与海洋经济领域, 非洲国家过度依赖欧美国家, 导致其自主性和独

立性不足。 在海洋安全领域, 非洲国家主要依赖和参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海

上安全机制, 而非盟及部分非洲国家自行建立的海上安全合作组织和机制未能发

挥预期的影响力。② 以几内亚湾为例, 美国和西欧国家基于该地区核心航运通道

的重要性, 在八国集团基础上设立了 “八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③ 并从西方

大国的核心利益出发, 构建几内亚湾安全机制。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欧盟发布 «几内

亚湾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行动计划», 设定了未来五年内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治理的

６７ 项活动,④ 这体现了欧盟介入几内亚湾安全事务的积极立场。
其次, 非盟内部负责海洋治理的部门缺乏协调, 这与缺乏统一的海洋治理

规则密切相关。 可持续发展和蓝色经济司是非盟农业、 农村发展、 蓝色经济和

可持续环境部的下属机构, 分为可持续发展署和蓝色经济署。 蓝色经济署致力

于在政策与治理、 社会经济、 环境以及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方面取得成

果, 目标是使非盟蓝色经济治理制度化。 然而, 非盟蓝色经济部门的运作面临

多重挑战: 就内部而言, 蓝色经济署与可持续发展署在渔业、 航运、 矿产资源

等经济领域存在职能重叠; 就外部而言, 农业、 农村发展、 蓝色经济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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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璇、 贾宇: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第 ５０—５９ 页。
郑海琦、 张春宇: «非洲参与海洋治理: 领域、 路径与困境»,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
第 ６ 期, 第 １０４—１１７ 页。
自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 因俄罗斯被排除在外改称 “七国集团”。
«几内亚湾海上安全治理困境及其地缘博弈»,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ｓｒａ. ｏｒｇ. ｃｎ / ｖｉｅｗ － １０００ － ３１０３. ａｓｐｘ,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 理念价值与现实挑战

环境部与其他部门, 如经济发展、 旅游、 贸易、 工业和采矿部, 基础设施和能

源部, 以及政治事务、 和平与安全部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 导致部门间难

以高效合作。
最后, 非洲海洋部门的组织架构尚不完善, 缺乏明确的短期目标, 而长期目

标的实施也面临诸多困难。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提出了建立非洲联合专

属海域, 提升民间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海洋事务的认知, 增强社区、 国家、
次区域和大陆各层级的政治意愿等 １２ 项战略目标。① 然而, 这些战略目标过于

宽泛, 缺乏操作性, 难以有效推动非洲海洋治理发展。 此外, 非盟暂未制定具体

的海洋治理短期目标, 使得进一步的行动难以展开。
尽管非盟近年来发布了相当数量的与蓝色经济相关的文件, 但非洲国家在海

洋战略方面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长期存在的经济、 政治及发展问题导致非洲海

洋治理碎片化现象日益严重, 各国立法之间存在难以兼容的差异。 因此, 非洲海

洋治理迫切需要一份统一、 合作、 协调的战略规划。 同时, 根据因地制宜的原

则, 非洲海洋战略必须根据各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状况量身定制。 为此, 非盟在

综合考虑非洲和全球海洋治理挑战的基础上, 针对非洲的地域特征和政治经济现

状, 提出了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洲海洋治理的问

题, 并促进非洲蓝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内涵与特点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概念由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正式提出, 目的

在于废除或简化非盟内部海上运输的行政流程。② 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促进非洲

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通, 加强海洋及内河资源管理, 还为海上安全、 国防、 环境保

护以及经济贸易等领域的战略利益提供有力保障。

(一)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内涵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是由非盟倡议、 成员国共同拥有并联合行使权力的无障碍海洋

空间。 尽管该海域的具体界限尚未明确界定, 但预计将广泛覆盖非盟沿海成员国的专

属经济区。 关于其边界延伸问题, 即是否应深入内海以加强内部联系, 或向外拓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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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以增强影响力, 目前仍未有定论。① 因此,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作为一个尚在发

展中的概念, 蕴含巨大潜力, 但也面临定义问题与执行方面的挑战。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是由非盟制定并颁布的非强制性文件, 非洲联

合专属海域的概念尚处于倡议阶段。 非盟期望通过增进合作与协调, 实现海洋资

源的共同管理和开发, 并确保所有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从

而促进非洲大陆内部的海洋合作与一体化进程。 为此, 非盟计划成立一个专门的

战略特别工作组, 由各国专家和官员组成, 负责协调和管理与非洲联合专属海域

相关的各项活动。 该工作组将准备相关的技术文件, 包括非洲联合专属海域边界

示意图, 明确各国在该海域内的权利与义务。② 通过集体努力, 非洲联合专属海

域将推动非盟内部海上运输和服务市场的整合发展, 减少跨国威胁、 环境管理不

善、 走私和武器贩运的风险。

(二)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特点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源于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后者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所确立的一项创新制度。 该制度由发展中国家提出, 旨在管理和利用专属经

济区内的自然资源, 以保障沿海国家的海洋权益。 然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标准以及各国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并不十分明确, 导致专属

经济区的设立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是部分地区的海洋争议明显增多; 二是某些国

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排他性主权和管辖权遭到挑战, 尤其体现在美国实施的 “航
行自由计划”。 美国单方面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的专属经济区视为国际水

域, 并推动其军舰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具有海洋科学研究性质的活动,
以此规避沿海国的监管。③

考虑到非洲海洋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简单照搬专属经济区的做

法可能无法有效推动非洲海洋治理进程。 因此, 在泛非主义指导下, 非盟创新性

地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与共荣共享理念结合, 提出了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 该

构想鼓励非洲国家通过自愿协议, 在特定海域内让渡部分排他性的主权权利, 以

减轻国家管辖权对海洋共同管理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并强调相关国家的共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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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这种合作模式将主要通过处理好以下问题来实现既定目标。
１. 平衡主权权利和共荣共享理念的关系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其对主权权利与共荣共享理念的

协调上。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确立了非洲海洋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即

依据国际法, 文件的任何条款不得被用以侵犯非盟成员国的主权。① 然而, 由于

非盟尚未对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及其性质作出明确的官方界定, 非盟成员国和

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理解。 例如, 非盟委员会前主席恩科萨扎纳·德拉米尼—祖玛

(Ｎｋｏｓａｚａｎａ Ｄｌａｍｉｎｉ － Ｚｕｍａ) 将非盟称为 “集体行使主权”, 并使用了 “主权汇

集”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一词。② 她的观点暗示, 相关国家可能需要在专属

经济区或大陆架上汇集主权权利, 甚至可能涉及让渡部分内水和领海的主权权

利, 这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既有文件的规定。③

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沿海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拥有勘探、 开发、 利

用、 保护和管理海床、 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自然资源的权利, 以及建造和使用人工

设施、 进行科学研究、 保护环境等权利。 因此, 在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不触及国家主权议题, 也不影响沿海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

专属开发权等主权权利。 通过这种方式,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试图在确保国家主权

的同时, 最大化海洋资源的共同利益。
在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内, 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权利与共荣共享的理念并非对

立和矛盾的, 而是可以协调平衡和并行的。 泛非主义倡导非洲各国团结协作, 共

同致力于非洲大陆繁荣与进步。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旨

在通过加强各国在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领域的合作, 减少特定海域内主权权利的

排他性, 共同维护非洲海域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从而缓解相关国家在专属

经济区内因管辖权而产生的矛盾。
２. 强调相关国家的共同责任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它强调相关国家在海洋事务中承担

共同责任。 除了共享权利与合作开发之外,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还特别强调非洲国

家在保护海洋环境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方面的共同责任。 在传统的国际法体系

中, 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行为通常仅受本国法律约束, 然而在非洲联合专属海

域框架下, 各国需共同肩负起保护海洋环境与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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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非洲国家面临海洋环境恶化

和海洋灾害等共同挑战。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高效的平

台, 以加强海洋合作。 在这一平台上, 非洲国家可以共同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海洋

管理政策, 以应对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除了环境保护和

资源管理外, 海上安全也是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重要议题。 因此, 非洲国家应共

同承担海上维和的责任, 集中海上军事力量以消除海盗等威胁。 这不仅有助于维

护非洲海域安全, 也能促进非洲稳定与繁荣。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对海洋治理的积极意义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在非洲海洋治理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它不仅回应了

非洲大陆当前面临的海洋治理挑战, 还为未来蓝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持。 借

助这一构想, 非洲国家能够在合作基础上,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并确保海洋安全, 从而促进整个非洲大陆的繁荣与稳定。

(一) 推动和平、 合作与稳定的海洋区域建设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设立将为非洲沿海国家提供一个协商解决海洋争议的平

台, 对于维护区域和平、 促进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 许多非洲沿海国

家长期存在的领土和海域划界争议常常成为地区冲突的根源。 通过非洲联合专属

海域构想, 各国能够在更为顺畅和平等的对话机制中, 探索解决这些争议的新方

法。 具体而言, 这一构想促使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和调解达成共识, 而非诉诸武力

或采取单边行动。 此外,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内和平与稳定,
还具有显著的国际意义。 通过这一构想, 非洲国家展示了其在国际海洋治理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 并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可借鉴模式。 如果这一构想

能够成功实施, 将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 尤其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

境下如何维护和平与推动合作。

(二) 应对非洲海洋治理碎片化现状

当前, 非洲海洋治理面临的主要难题在于治理结构的碎片化。 这种现象源于

非洲大陆近 ４０ 个沿海国家各自拥有独立的海洋管辖权, 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高

度分散, 对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和区域合作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为应对这一挑

战,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应运而生, 其目的是通过整合这些分散的治理主体,
构建一个统一的治理框架。 具体而言, 这一构想不仅降低了跨境合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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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动力。 通过设立非洲联合专属海域, 非洲国家

能够在统一的政策框架内协调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从而提升整个非洲大陆的

治理效能。 这种统一性不仅有助于减少区域内的冲突风险, 还能更高效地应对跨

境环境问题, 例如污染控制和生态系统保护。 更广泛地说,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

想将有助于实现非洲共同体的愿景, 即构建一个在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方面高度一体化的非洲大陆。 通过这一框架, 非洲国家可以共同应对全球化带

来的挑战, 推动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 促进非洲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蓝色经济作为依托于海洋资源的经济活动, 正逐渐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通过推动权利与责任的结合, 确保海洋资源可持

续开发与利用。 这意味着各国在享有海洋资源开发权利的同时, 必须承担相应的

环境保护责任, 以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退化。 具体而言, 在此框架内, 非

洲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

可持续的双重目标。 例如, 通过联合开发和管理渔业资源, 非洲国家既能提升渔

业产量, 又能确保鱼类种群的持续性。 同样, 在合作管理海底矿产资源的过程

中, 非洲国家不仅能够共享这一新兴经济领域的利益, 还能防止对海洋生态系统

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此外,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还可以推动非洲国家在蓝色经

济框架下深化合作。 这种合作不仅涵盖资源开发, 还包括技术转移、 能力提升以

及基础设施投资, 为非洲蓝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这条具有变革性的

经济发展路径, 不仅能提升非洲人民的整体福祉, 还将加强非洲大陆在全球经济

中的竞争力。

落实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面临的现实挑战

２０１２ 年,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首次提出。 迄今为止, 这一构想仍停留在

理论阶段, 尚未付诸实践。 通过对非洲各国蓝色经济发展能力和现状的调查与分

析, 可以发现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 具体而言包括: 相关

非洲国家对于实施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意愿并不强烈, 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共识;
尚未建立一套完善且协调的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体系, 导致执行层面存在诸多障

碍; 此外, 当前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法律效力有限, 难以有效指导和保障相关行

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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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国家意愿不强

长期以来, 建设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仅停留在设想阶段, 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相

关方因缺乏短期利益而态度消极, 导致行动迟缓。 构建非洲联合专属海域需要巨

额投资, 不仅包括庞大的资金、 资源和专业人才全面投入, 还要求相关国家就现

有海洋争端进行和平对话与协商。 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

决这些难题, 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持续共享这一愿景, 积极为非洲联合专属海

域的建设作出贡献。①

在实施该构想的过程中, 相关国家持续对建立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可能对国家

主权造成损害表示担忧, 并且这一 “乌托邦式” 的构想也让相关国家心存疑

虑。② 相关国家内部发展动力不足, 单凭非盟等国际组织的力量, 难以完全构建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 实现非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 多位学者对这一构想表

达了担忧, 基思·戈特沙尔克 (Ｋｅｉｔｈ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曾评论,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这

一超国家界限的尝试, 其名义上的目标犹如海市蜃楼, 不可避免地将被推迟至

未来。③

当前非洲海洋合作的现状确实映射出学者们的忧虑。 «阿比让公约» (Ａｂｉｄｊ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于 １９８１ 年签署, 并于 １９８４ 年生效, 旨在管理非洲大西洋沿岸国家

的海域。 然而,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由于经历内战, 以及在技术

设备和资金方面的不足, 自公约生效以来, 在完成海洋保护目标方面几乎没有取

得任何实质性进展。④

(二) 制度体系尚待完善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作为非洲海洋治理的关键构想, 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备的

制度体系, 其具体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 缺乏明确的法律文件对非洲联合专属海域进行界定。 自 «２０５０ 年非

洲海洋整体战略» 发布以来, 非盟尚未制定相关文件来明确界定非洲联合专属海

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构想内在逻辑不连贯。 在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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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海洋法体系中,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地理界限、 与专属经济区的关系、 法

律属性及其合法性均未得到明确界定。
其次,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制度设计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目前, 该构想

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架构, 具体表现为缺少纵向的责任分配机制以及横向

的任务分工体系。 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晰, 可能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责任

推诿及职责重叠问题。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建设的责任, 究竟是由国际组织还是非

洲国家承担, 这一问题对于构想的实施具有直接影响。 目前, 在横向任务分工体

系中, 尚未设立专门负责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建设的部门或机构, 而且具体的责任

和任务分配也不明确。
再次, 关于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表述存在语义上的不明确。 在该构想及

其架构中, 存在多处含糊的表述, 例如 “集体努力” 一词指代不明, 既可指非

洲所有国家共同努力, 也可仅指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相关国家共同协作, 这类容易

引起混淆的术语为实施该构想带来障碍。

(三) 法律效力有待加强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法律效力存在局限性, 难以对相关行动的执行提供有

效指导和保障。 首先, «２０５０ 年非洲海洋整体战略» 等文件仍处于规划与倡议

的软法阶段, 缺乏法律约束力, 无法确保所有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和支持, 也难

以要求参与国完全接受谈判所确立的新权利与义务, 从而直接影响非盟成员国

有效执行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建设倡议。 其次,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在完善与建设

过程中展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与主观性, 导致其内容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最后,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建设缺乏监督和执行机制, 即便有实体违反了相关

规定, 现有的国际法律体系也难以有效追究其责任, 进一步削弱了该构想的可

执行性。
因此, 将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从具有软法性质的合作框架转变为具备法律

约束力的正式协议, 不仅能够显著提升该构想的吸引力力, 还能促进构建一个更

加稳固且高效的非洲海洋治理体系, 同时深化非洲国家对于海洋合作的理解与认

同。 在初步构建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过程中, 需要同步建立政治、 法律、 经济架

构, 以便随着新问题和新需求的出现,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发展方向能够变得更

加清晰。 然而, 长期以来非盟在审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提案方面耗时较长, 而且

得到批准并使之正式生效的法律提案数量相对较少, 这是非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组

织要面对的客观难题。 要提升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法律效力, 非盟的恰当指导与

支持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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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对中非海洋合作的启示

尽管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构想尚未成功实施, 但其理念、 在实际操作中遇到

的难题, 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探索, 依然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了重要启

示。 这些启示不仅有助于中非双方在现有和未来的合作中规避潜在风险, 还能为

深化中非关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 构想的理念价值

尽管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构想还未实现, 其核心理念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

义。 这一构想的提出, 目的在于通过减少主权权利的排他性, 促进区域内国家在

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合作。 这种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通过区域合作实

现资源共享的理念, 正是全球海洋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 对于中非海洋合

作而言, 这些理念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合作框架。
首先,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中的 “主权汇集” 理念强调了国家主权与区

域合作之间的平衡。 在全球化背景下, 单一国家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影响力有

限, 而通过多边合作, 不仅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开发海洋资源, 还能在更广阔的

范围内实现利益共享。 这一构想与中国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 双

方都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主权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 而应成为合作的基

石。 通过对这一构想的深入理解, 中非双方可以在未来的海洋合作中找到更为平

衡和有效的合作模式, 既保护各自的核心利益, 又通过合作实现更大的共同

利益。
此外,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还彰显了国际法在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虽

然该构想在实际操作中面临法律效力不足的挑战, 其倡导的通过法律框架来调整

和规范国家间合作的原则, 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非合作可以在此基础上

更加注重合作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确保合作在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法律框架下进

行, 从而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

(二) 现实挑战的警示作用

在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实施过程中, 虽然现实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这一构想的实现, 但这些挑战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了一些警示。 深入理解和分析

这些挑战, 可以帮助中非双方在未来合作中更好地规避类似问题, 确保合作的顺

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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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 理念价值与现实挑战

首先, 由于各国实施意愿薄弱,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推进缓慢, 这揭

示了多边合作中可能遇到利益分歧和协调难题。 在中非海洋合作领域, 如果

双方未能在合作初期就达成明确共识, 确保各方利益平衡, 那么类似进展缓

慢甚至停滞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因此, 中非双方在合作之初, 需通过充分

沟通和谈判, 明确合作目标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确保合作的可行性和实

效性。
其次,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也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

了重要警示。 该构想缺乏明确的纵向责任分配机制和横向任务分工体系, 导

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责任不明确、 分工不清晰的问题。 在中非海洋合作

中, 双方应吸取这一教训, 在合作机制的设计上更加细致和全面, 确保各个

参与方的角色和任务得到清晰界定, 并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合作顺利

进行。
最后, 法律效力不足导致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中

非海洋合作同样面临如何确保合作框架具备充分法律约束力及执行力的问

题。 各方不仅需要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还应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和监督

机制, 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这对于合作的长期稳定性和有效性尤

为重要。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探索

尽管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未能成功实施, 但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的

一次尝试, 它依然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探索经验。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

展, 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赖越来越强, 这一背景下的合作探索, 对中非乃至全球

其他区域的合作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提出, 是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 通过区

域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次重要尝试。 尽管这一构想尚未成功, 但其

体现出的合作精神和意愿, 值得中非双方在未来合作中继续发扬。 在全球化背景

下, 中非海洋合作应充分借鉴这种探索精神, 积极尝试新的合作模式, 推动双方

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其次, 全球化带来的跨国挑战, 如环境保护、 资源管理和海上安全问题, 需

要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应对。 尽管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面临诸多挑战, 但

它在推动区域内国家合作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中非海洋合作可以

从中汲取经验, 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 海洋生态保护和跨境犯罪防控等方面,
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 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

最后,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的经验表明, 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不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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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间合作, 还需要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 中非海洋合作应充分利用

国际平台和机制, 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使中非海洋合作的成果不仅造福双方, 也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

借鉴。

结　 语

非洲联合专属海域构想虽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其内在理念和

目标为全球海洋治理以及中非海洋合作提供了宝贵启示。 该构想不仅体现了非洲

国家在海洋治理领域团结自强、 共谋发展的愿景, 还展示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

境中, 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通过对这一构想的深入分析, 不仅

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非洲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和面临的挑战, 还为中非在更

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未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 中非海洋合作的空间将更加广阔。 非洲联

合专属海域构想为中非海洋合作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在平衡国家主权与

区域合作、 设计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以及通过国际组织推动全球规则制定等

方面。 中非双方应当继续深化合作, 将合作从理念上升到制度和规则层面, 并以

此为基础, 共同应对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复杂挑战。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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