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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图一览表 
 

图 1.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 200 海里以外的三个海域概览。 

图 2.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概览。 

图 3. 东北大西洋和附近的巴伦支海及北冰洋部分地区的三维地图。 

图 4. 巴伦支海 Loop Hole 内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图 5. “Oden”号破冰船在 Nansen 海盆获取地震数据所用的带沉降器的气枪。

由卑尔根大学特制的技术器械。 

图 6. 西 Nansen 海盆内的大陆架外部界限。 

图 7. Banana Hole 内的大陆架外部界限。 

图 8. 卑尔根的“G.O. Sars”号科考船在挪威海获取测深数据（Harald M. 

Valderhaug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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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言 

 挪威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开放供签署之日即签署并

于1996年 6月 24日批准了《公约》。1996年 7月 24日，《公约》对挪威生效。 

 挪威提交有关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地区的本划界案，是履行《公约》

第七十六条和附件二第四条所规定的义务，即：须提交有关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情报。 

 如《公约》第七十七条所示，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从一开始就当然存在的。 

 挪威 1963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皇家法令，宣布在海洋深度许可开发的情况下，

就开发和勘探天然矿床而言，挪威对挪威王国沿海海底和底土拥有主权权利。

1963年 6月21日有关勘探和开发海底自然资源的第12号法重申了上述大陆架定

义。后来，1985 年 3 月 22 日有关石油活动的第 11 号法具体指出，大陆架由领海

外的海底和底土构成，其范围包括所有可视为挪威领土自然延伸的部分，但从基

线量起不少于 200 海里。现有的定义载于 1996 年 11 月 29 日关于石油活动的第

72 号法，是以《公约》第七十六条为基础的。它是指延伸至挪威领海以外的海底

地区的海床和底土，涵盖挪威领土向大陆边外缘自然延伸的部分，但从基线量起

不少于 200 海里。 

 挪威于 1996 年批准《公约》后，就开始编写本划界案。搜集地震和测深数

据以及处理、分析和解释数据的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今年。编写工作由挪

威石油局进行。这一独立机构下属于皇家石油和能源部，是挪威离岸地质学和地

球物理学方面的专家机构。其他好几个机构和院所，特别是挪威制图局、挪威极

地研究所和卑尔根大学及奥斯陆大学，也在科学和其他方面对本划界案作出了贡

献。划界案的编写工作是在皇家外交部的指导下展开的。 

 2. 海域、海图和坐标 

 本划界案所载的数据和资料，旨在使我们能够确立东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三个

不同海域内从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本划界案将三海域称为： 

 1. 巴伦支海的 Loop Hole 

 2. 北冰洋的西 Nansen 海盆；以及 

 3. 挪威海的 Banana Hole。 

 本划界案只讨论这三个海域的大陆架外部界限（见图 1）。可能还会就其他海

域提出划界案。 

 本执行摘要载有五份地图。两份概览图分别显示有关海域（图 1）和大陆架

外部界限（图 2）。其余三份地图目的是详细展示三区域的大陆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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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 200 海里以外的三个海域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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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挪威海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概览 

 



 
 
 

 

挪威大陆架划界案 

执行摘要 

-9-

 附录 1 载有用来确定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定点坐标一览表、临近

点之间的距离（用海里表示）和每一点所依据的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3. 在编写划界案期间提供咨询意见的委员会成员 

 在编写划界案过程中，委员会成员（1997 年至今）哈拉尔·布雷克先生向挪

威提供了协助。委员会其他成员没有提供任何咨询意见。 

 4. 为支持划界案所援用的第七十六条规定 

 挪威援用第七十六条第 1 款、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规定，以支持在下文第 5 节

概述的并在第 7 节就每一地区具体说明的考虑因素的基础上，确立 200 海里以外

大陆架外部界限。本划界案既使用了“Hedberg”公式线，又使用了“Gardiner”

公式线。大陆架外部界限是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连接各定点划出长度

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若干直线而标定的。 

 5. 关于大陆边的一般说明 

 从地质学和地貌学的角度而言，东北大西洋大陆边和北冰洋欧亚海盆大陆边

同属一个延续的大陆边，即欧亚大陆边。此大陆边包括把陆地同东北大西洋和北

冰洋深海平原分开的陆架和陆坡地区，沿大陆边分布着欧洲各沿海国（包括葡萄

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联合王国、丹麦、挪威和俄罗斯联邦）的海岸。其

中好几个国家的领土包括远离本土、位于陆架区的岛屿，如设得兰群岛(联合王

国)、斯瓦尔巴群岛(挪威）、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新地岛和北地群岛（俄罗斯

联邦）。 

 位于本划界案所述三地区内、附属于挪威的大陆边部分均位于冰岛--法罗海

脊以北。从地质学角度而言，这些地区的大陆边分为两部分，如图 3所示。 

 最大的是上文所述的欧亚大陆边的一部分。它由毗邻挪威本土和斯瓦尔巴群

岛的大陆边组成，南从北海起，经过挪威海和格陵兰海，北至北冰洋欧亚海盆。

从形态和地质学角度而言，它始终都是连续的。 

 另一部分为环绕东北大西洋中部的扬马延岛的大陆边。扬马延属于特殊情

形，因为从地质学角度而言，它自成一个小大陆；扬马延岛属于此小大陆的一部

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微型大陆已因海底扩张而同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分离。

它具有大陆的一切形态特征要素，由基于大陆地壳的新兴陆块构成，其大陆边由

陆架、陆坡和海隆组成。在北部和东部，这些要素很明显，容易识别。然而，从

形态角度而言，扬马延微型大陆在西部和南部同冰岛海台和冰岛--法罗海脊接合

（图 3）。从地质学角度而言，扬马延微型大陆构成冰岛海台的东部，向南可能直

至冰岛——法罗海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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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北大西洋和附近的巴伦支海及北冰洋部分地区的三维地图 

从形态来看，扬马延微型大陆的东陆坡是与挪威本土陆坡相连续的，因为它由冰

岛海台的东坡和冰岛--法罗海脊的北坡相连接（图 3）。 

 6. 海洋划界和其他问题 

 在同邻国进行双边大陆架划界方面，依然有些问题悬而未决。必须参照委员

会《议事规则》第 46 条和附件一审议这些问题。上述邻国是指丹麦(涉及法罗群

岛和格陵兰岛）、冰岛和俄罗斯联邦。 

 6.1 南 Banana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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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划界案将从挪威本土、法罗群岛、冰岛、扬马延岛、格陵兰岛和斯瓦尔巴

群岛基线量起 200 海里以外的海域称为 Banana Hole。Banana Hole 包括挪威海

盆、罗弗敦海盆和格陵兰海的一部分。 

 预期冰岛和丹麦/法罗群岛将对 Banana Hole 南部延伸至 200 海里以外的大

陆架加以记录，这两个国家和挪威对该地区的权利主张会有重叠。 

 2006 年 9 月 20 日，在进行专家磋商后，挪威王国外交大臣、丹麦王国外交

大臣及法罗群岛政府总理和冰岛外交部长签署《协议记录》，规定了今后确定

Banana Hole 南部地区划界线的商定程序。商定程序不妨碍委员会的工作。 

 按照《协议记录》，每一个国家在就其 Banana Hole 南部大陆架外部界限提

交文件时，将请委员会审议其文件并据此提出建议。在一个国家向委员会提交文

件时，其他国家将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们不反对委员会

审议该文件并据此提出建议。这种建议不妨碍这些国家在稍后阶段提出文件，也

不影响这些国家双边大陆架划界方面的问题。 

 最后划界线必须通过双边协定确定。将在委员会审议三国所提交的文件并提

出建议后，缔结此种双边协定。 

 按照《协议记录》，挪威请委员会审议本划界案内有关 Banana Hole 南部地

区的文件并据此提出建议，同时不妨碍冰岛和丹麦/法罗群岛在稍后阶段提出文

件，也不妨碍三国间对大陆架进行双边划界。此项请求已经有关三国同意。 

 6.2 斯瓦尔巴群岛与格陵兰岛间的海域 

 2006 年 2 月 20 日，挪威、丹麦以及格陵兰就格陵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间

海域内大陆架和渔区的划界事宜签署协定。协定于 2006 年 6 月 2 日生效。在协

定序言中，各方表示打算结合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工作，重新讨论 200 海里

以外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在所商定的划界线以北和(或)以南，可能需要进行此

种划界。 

 丹麦政府同格陵兰自治政府一道向挪威表示，它们不反对委员会审议划界

案的这一部分并提出建议。委员会的审议和建议将不妨碍任何今后的划界工

作。 

 6.3 挪威与俄罗斯联邦间的海域 

 挪威与俄罗斯联邦间的海域是双边划界磋商的问题。这些海域包含巴伦支海

的 Loop Hole 和北冰洋西 Nansen 海盆内的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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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就这些海域而言，请参看 2002 年 3 月 20 日挪威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其中提到2001年 12月 20日俄罗斯联邦提交的划界案（见CLCS.01.2001.LOS/NOR

号通知）。 

 挪威的信提到巴伦支海中部、距离挪威和俄罗斯联邦基线 200 海里以外的

大片区域（所谓的“Loop Hole”）。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一第 5 条(a)

项，挪威同意委员会在此信所述各项了解的基础上，审议俄罗斯有关该区域的

划界案并据此提出建议，同时不妨碍挪威与俄罗斯联邦对大陆架进行双边划

界。 

 委员会后来针对巴伦支海的 Loop Hole 建议，在挪威与俄罗斯联邦间海洋划

界协定生效后，向委员会提交划界线的图表和坐标。请参看 2002 年 10 月 8 日

A/57/57/Add.1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该报告第 38 和 39

段阐述了委员会在此方面的建议。划界线将标示巴伦支海内的俄罗斯联邦 200 海

里以外大陆架西部界限以及挪威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东部界限。委员会的建议不

妨碍双边划界工作。 

 (b) 在上述 2002 年 3 月 20 日的信（CLCS.01.2001.LOS/NOR 号通知）内，挪

威指出，西 Nansen 海盆地区东部也是挪威为与俄罗斯联邦达成两国间海洋划界

协定而进行的上述双边谈判的内容。 

 俄罗斯联邦政府已向挪威表示，它不反对委员会在不妨碍今后任何划界工作

的情况下，审议划界案的这一部分并提出建议。 

 7. 各区域概览 

 7.1 巴伦支海的 Loop Hole 

 Loop Hole 位于巴伦支海的浅水区（图 4）。它完全位于大陆坡脚和 2500 米

等深线（连接 2500 米深度各点的线）靠近陆地的一侧。就《公约》第七十六条

第 3 至 5 款的适用规定而言，挪威指出（见上文 6.3），该区域可以视为属于两国

仍有待划定的大陆架的一部分；委员会已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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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巴伦支海 Loop Hole 内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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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北冰洋的西 Nansen 海盆 

 Nansen 海盆北临北冰洋唯一活跃的海洋扩张海脊——哈克尔海脊。海盆南翼

由挪威大陆坡的一部分（包括斯瓦尔巴群岛）和俄罗斯联邦大陆坡的一部分（包

括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组成。这一大陆边是在第三纪初期海底开始扩展之前大

陆发生断裂和分裂而形成的。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3 款，它构成挪威陆块没入水中

的延伸部分。 

 该区域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是由按照第七十六条所确定的 94 个定

点界定的。这些定点如下： 

-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1)目所载的沉积物厚度公式所界定的 2

点；以及 

-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 60 海

里的 92 个定点为准划弧线所确定的。 

图 5 

“Oden”号破冰船在 Nansen 海盆获取地震数据所用的带沉降器的气枪。由卑尔

根大学特制的技术器械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规定，连接这 94 个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

若干直线。定点和连接线见图 6。用彩码显示确定各点所依据的第七十六条标准。

（详见附录 1）。 

 下文分别讨论在西 Nansen 海盆的东部和西部同邻国相连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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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西 Nansen 海盆，东部 

 在东边，大陆架外部界限同俄罗斯大陆架外部界限相接。如上文 6.3 b）段

所示，位于东经 32 度 03 分 55 秒以东、直至中线的大陆架是挪威和俄罗斯联邦

提出重叠权利主张的地区。 

 本划界案所载的该地区大陆架外部界限最东端公式定点位于“有争议地区”以

西；上文所述2002年 3月 20日的信中以坐标标示了该地区（CLCS.01.2001.LOS/NOR

号通知）。 

 按照挪威同俄罗斯联邦达成的协定，将以长度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把挪

威大陆架外部界限上述最东端公式定点同有待在委员会有关建议基础上确定的

俄罗斯联邦大陆架外部界限最西端公式定点相连。此处所指的最西端定点尚未公

布；委员会将根据俄罗斯联邦有待提供的资料加以审议。所以，挪威在图 2 和图

6 中标明的初步连接线只起说明作用。挪威和俄罗斯联邦已商定，委员会有关上

述两定点的建议将不妨碍两国间大陆架的双边划界工作。 

 请参看附录 1 所载的定点坐标一览表。 

 7.2.2 西 Nansen 海盆，西部 

 挪威大陆架外部界限最西侧定点是按照距挪威提交的大陆坡脚最西端点 60

海里的格陵兰岛 200 海里线确定的（图 6）。 

 请参看附录 1 所载的定点坐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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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 Nansen 海盆内的大陆架外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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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挪威海和格陵兰海的 Banana Hole 

 挪威大陆边延伸至挪威海盆、罗弗敦海盆和格陵兰海。挪威大陆边东起挪威本

土和斯瓦尔巴群岛陆块，西面从扬马延陆块延伸。东部大陆边的内侧主要是不超过

400 米深的浅架区，其外侧则呈现复合大陆坡（包含重要海台和海脊）的特征。这

些大陆边是在古新世晚期至始新世初期、大陆断裂和分裂及其后海底扩张形成的。 

 Banana Hole 南部和中部的大陆架包括从周围的海岸量起 200 海里以外的整

个地区。在北面，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是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至 7 款、以连接定点

的直线确定的。 

 下文叙述了有关 Banana Hole 两个分地区确立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

限的进一步详情（亦见附录 1）。这些分地区为： 

 1. 罗弗敦海盆和格陵兰海 

 2. 挪威海。 

 7.3.1 罗弗敦海盆和格陵兰海 

 罗弗敦海盆南接沃灵海台的大陆坡和挪威海浅架的大陆坡，冬临巴伦支海浅

架的大陆坡，北连蒙斯海脊，西南面同扬马延断裂带相连（图 7）。 

 从挪威本土延至罗弗敦海盆的大陆边外缘，部分同扬马延岛 200 海里界限重

叠，部分没入蒙斯海脊以北的格陵兰海。 

 本地区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是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

目、以离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定点为准划弧线确定的。其中一点位于外部界限线

同扬马延岛 200 海里界限线连接处，另一点位于外部界限线同斯瓦尔巴群岛 200

海里界限线连接处。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的规定，这 14 个定点是以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

线相连的。图 7 显示了这些定点的连接线。用彩码显示确定各点所依据的第七十

六条标准（亦见附录 1）。 

 7.3.2 挪威海盆 

 挪威海盆东接斯图雷加陆坡和沃灵海台，北接沃灵坡尖和扬马延断裂带，西

连扬马延微型大陆大陆坡和冰岛海台，南连法罗群岛大陆坡。 

 挪威海盆大陆架的范围是参照已被确认为扬马延陆块和挪威本土陆块没入

水中之延伸部分的各大陆边外缘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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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anana Hole 内的大陆架外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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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海盆内的挪威大陆边外缘是以下列方式确定的： 

- 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1)目所载的沉积物厚度公式 

-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项(2)目，划出离大陆坡脚 60 海里的弧线；

以及 

- 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7 款划直线。 

 适用这些规定后，由扬马延岛向东南方向延伸、由挪威本土向西延伸的大陆

边与冰岛和法罗群岛（丹麦）200 海里界限以外的地区明显重叠，并且完全覆盖

该地区。 

 所以，挪威海盆中的大陆架覆盖了位于挪威本土、法罗群岛、冰岛和扬马延

岛 200 海里界限以外的整个地区（图 7）。上文 6.1 讨论了划界问题。 

 

 

 

 

 

 

 

 

 

 

 

 

图 8 

卑尔根的“G.O. Sars”号科考船在挪威海获取测深数据(Harald M. Valderhaug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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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坐标和有关资料 

 纬度 经度 纬度  经度 

区域 
外部界限 

定点 点的类别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度 度 
至下一点

的距离

所援用的
第七十六条

规定

 

巴伦支海(BS)的 Loop Hole 

 

Loop Hole 的大陆架包括挪威和俄罗斯联邦 200 海里界限以外的整个区域。 

 

北冰洋(AO)的西 Nansen 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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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海(GS) 

 

 

 

 

 

 

 

 

挪威海 
 

在格陵兰海外部界限以南，由定点 GS1 至 GS14 所确定的 Banana Hole 大陆架涵盖挪威本土、法罗群岛、冰

岛和扬马延岛 200 海里界限以外的整个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