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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联合国大会于1 9 7 0年1 2月1 7日通过了第2749(xxv)号决议，其 

中载有《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同日并通过了第 

275〇C(XXV)号决议，其中决定于1 9 7 3年召开一次海洋法会议，以审议建立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区域和资源的公平国际制度问题，包括建立一 

个国际机构在内，并审议该区域的精确划定和范围广泛的有关问题，包括公海、大 

陆架、领海（包括其宽度问题和国际海峡问题）及毗连区等制度、捕鱼及公海生物 

资源的养护（包括沿海国的优先权利问题）I海洋环境的保护（除其他外，包括防 

止污染）和科学研究。

2. 在通过上述决议之前，大会审议了 1 9 6 7年根据马耳他政府的倡议而列 

入的项目、其后并就各国现有管辖范围以外公海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专供和平用 

途及其资源用于人类福利的问题，通过了下列决议：

1 9 6 7年1 2月1 8曰第2340(XXII)号决议，

1 9 6 8年1 2月2 1日第2467(XXIII)号决议，和

1 9 6 9年1 2月1 5曰第2574 (XXIV)号决议。

3.大会以第2340(XXII)号决议设立了研究各国现有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 

底专供和平用途特设委员会，并在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2后，以第2 4 6 7 A 

(XXIII)号决议设立了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大会以第 

2750C (XXV)号决议扩大了委员会的组成，并请委员会为海洋法会议编制条约的 

条款萆案以及有关项目和事项的详尽清单。这样组成的委员会于1 9 7 1年至

2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2，A， 

6695号文件。

同上，《第二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 6, A/723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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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六期会议，和一系列的 

额外会议。大会审议了该委员会的报告9后，以第2574A(xxiv)号决议，请秘 

书长就宜否早日召开海洋法会议一事查明各会员国的意见。

4.在通过第2749UXV)号和第2750(XXV)号决议之后，大会审议了委员 

会的有关报告* *，就同一问题通过了下列决议：

1 9 7 1年1 2月2 1曰第2881 (XXVI)号决议，

1 9 7 2年1 2月1 8日第3029(XXVII)号决议，和 

1 9 7；3年1 1月 1 6 曰第3067(XXVIII)号决议。

5. 大会第^(^gAUXVII)号决议请秘书长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 

一和第二期会议，并授权秘书长与委员会主席磋商后，作出必要的安排，有效地组 

织和管理海洋法会议和委员会，并在法律、经济、技术和科学问题上提供所需的协 

助。大会请卷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与秘书长通力合作办 

理诲洋法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派遣观蔡员列席该会议。’大会还请秘书长在征得 

海洋法会议同意后，邀请取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派遣观 

察员列席海洋法会议。

6. 大会第3067(XXVIII)号决议决定，海洋法会议的任务应为通过一项公 

约，处理一切有关海洋法的问题，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顾到大会第275〇C(XXV) 

号决议第2段中所列的主题及委员会正式核准与海洋法有关的题目和问题清单，并

3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2和2 2 A号》（A/7622和C〇rr. 1 

和 V7622ZAda 1)。

*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1号》（/^/8421 );同上•《第二十七 

届会议，补编第2 1号》（A_/8721和C〇rr. 1);和同上，《第二十八届会 

议，补编第2 1号》（A/9021和C0rr. 1—3),第一至第A卷。

5可以指出的另外一点是，联合国各署和各会诼也曾派遣观察员出席并协助海洋 

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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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海洋区域的各项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应当通盘加以审议。大会同一决议 

还决定于1973年12月3日至14日在纽约召开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以便 

讨论同海洋法会议组织有关的事项，包括选举高级职员，通过海洋法会议议程和议 

事规则，设置辅助机关和对各该机关分配工作，同时讨论在其任务规定以内的任何 

其他宗旨。在委内埽拉政府邀请下，第二期会议定于1 974年6月20日至8 

月2 9日在加拉加斯召开，以便处理海洋法会议的实质性工作，如有必要，经海洋 

法会议决定并经大会批准，其后可召开一期或数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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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期会议

7.按照该决定，其后并按照大会核可的海洋法会议的建议，或按照海洋法会 

议的决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各期会议举行情况如下：

一第一期会议于1973年1 2月3日至1 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桊行；

-第二期会议于1974年6月2 0日至8月2 9日在加拉加斯中央公园 

大厅举行；

—第三期会议于1975年3月1 7日至5月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举行6;

-第四期会议于1976年3月1 5日至5月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7: 

一第五期会议于1976年8月2日至9月1 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8 9 * * *; 

一第六期会议于1977年5月2 3日至7月1 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 

行、•

一第七期会议于1978年3月2 8日至5月1 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举行w ;

一第七期后期会议于1978年8月2 1日至9月1 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

6 大会1974年1 2月1 7日第3334(mx)号决议„

7 大会1975年1 2月1 2曰第3483UXX)号决议。

8 1976年5月7日第Ç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参看《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正式记录》，第五卷，A/coîTF.e^/ZsR.eg >。

9 大会1976年1 2月1 0曰第31/63号决议。

。大会1977年12月2 0曰第33/194号决议a

"1978年5月1 9曰第1 0 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参看《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九卷，㈣f.62/SR.i〇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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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会议于1979年3月1 9日至4月2 7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举行w ;

第八期后期会议于1979年7月1 9日至8月2 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

—第九期会议于1980年3月3日至4月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14 15 16;

—笫九期后期会议于1980年7月2 8日至8月2 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举行"；

—第十期会议于1981年3月9日至4月2 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行， 

-第十期后期会议于1981年8月3曰至2 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举行17;

—第十一期会议于1982年3月8日至4月30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 

行,8;

-第十一期后期会议于1982年9月2 2日至2 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

'2大会1978年11月10日第33/17号决议•

15 1979年4月2 7日第1 1 5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参看《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一卷，V^〇N；F.62/SR.115 )。

”大会1979年11月9日第34/20号决见 

15同上。

16大会1980年12月10日第35/116号决议，和海洋法会议1981年4月 

2 0日第1 4 7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V"c〇nf.62/SR.147 )。

”大会1981年5月11日第35,452号决议。

”大会1981年12月9曰第36//?9号决议。

” 1982年4月30日第182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A，C〇]3F. 62/SR. i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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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法会议的参加

8.大会第3067(XXVIII)号决议鉴于海洋法会议应该得到普遍参加，决定 

请秘书长邀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各成员国和国际 

法院规约的各当事国以及下列国家参加会议：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以下各国代表团出席了海洋法会议各期会议：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 

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破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 

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 

克斯洛伐克、民主柬捕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

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 

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B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 

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 

西哥、摩纳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 

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 

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 

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 

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酉班牙、 

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 

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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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 

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控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2°。

I 9.笫3067(xxvi；ei)号决议还请秘书长邀请有关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会议《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会议各期会议的各专门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列于本文件 

附录。

10. 根据海洋法会议的建议，大会1 9 7 4年1 2月1 7曰通过的第3 3 3 4 

(XXIX)号决议请秘书长邀请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纽 

埃、苏里南、西印度群岛联系邦和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会 

议其后举行的任何一期会议，如杲其中任一国家或领土获得独立，即以参加国地位 

参加海洋法会议《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舍议各期会议的国家和领土也列于本文件附录。

11. 海洋法会议于1 9 7 4年7月1 1曰决定邀请经非洲统一组织或阿拉伯国 

家联盟承认的在各该地区活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会议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海洋法会议各期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列于本本件附录。

12 •由于大会第34/92号决议，海洋法会议于1 9 8 0年3月6日决定* 21 22， 

按照大会各项有关的浃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应代表纳米比亚参加海洋法会i义

2°出席每一期会议的国名表载于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1 1974年7月1 1曰第3 8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正式记录》，第一卷，V^〇îî；F.62/SR.38。 

zz同上，第十三卷，迎.62/SR.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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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级职员和委员会

13.海洋法会议选举汉密尔顿•谢利• Pf#拉辛格（斯里兰卡）为其主席。随 

后，海洋法会议在其第七期会议上逬一步确认，虽然他已不再是斯里兰卡代表团的 

成员，他当时仍是并将继续是海洋法会议的主席。zï 1 9 8 0年1 2月4日，汉 

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逝世，海洋法会议于1 9 8 1年3月1 7曰举行亇一次 

特别追悼会，以示对他的悼念（A/COifl1. 62/SR. 144号文件）。* 24

联合国秘书长以临时主席的身份主持了第十期会议的开幕式。 海洋法会 

议于1 9 8 1年3月1 3日选举许通美（新加坡）担任主席。25

15. 海洋法会议决定，三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和报告员k起草委员会主席和会 

议的总报告员将以个人资格当选产生，而海洋法会议副主席、各主要委员会的副主 

席以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则以国家的资格当选产生。26

16. 海洋法会议选举下列国家的代表为会议副主席：阿尔及利亚；比利时，按 

期会和爱尔兰轮流（依有关区域集团的协议）；破利维亚；智利；中国；多米尼加 

共和国；埃及；法国；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里亚；马

25 1 9 7 8年4月5日第8 6次非公开全体会议通过的尼泊尔以亚洲集团名义提

出的A/C02O1. 62/R 1号决议；同上，第九卷，第3页附注。

24联合国大会追悼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大使；他从海洋法会议一开始就 

担任主席，在此之前，他瞥担任和乎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的 

主席（A/35/PV. 82)。大会在此之后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笔纪念研究金（19 

8 0年1 2月1 0日第35/116f决议第1和第2段以及1 9 8 1年12月9 

'日第36/79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三段和执行部分第6段）。并参看A/36/697 

号文件。

25 A/COITF 62/SR 143。

26 同上，第一卷62/SR 2。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达加斯加；尼泊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兰；新加坡，在第十期 

及其后各期会议由斯里兰卡代替（依有关区域集团的协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鸟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

17.海洋法会议设立了下列各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三个主要委员会；起草委 

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 A/C.oio： 62/?9f文件第三节载有将主题分配给全体会 

议及各个主要委员会的情况。

总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海洋法会议主席（兼总务委员会主席）、各副主席、 

各主要委员会高级职员和总报告员。起草委员会主席有杈参加总务委员会会议，但 

无表决权》27

海洋法会议选出由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组成的三个主要委员会的高级职员如下:

第一委员会

主席 保罗•帕梅拉•恩戈（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副主席 巴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日本的代表

报告员

第一和第二期会议 H. C•莫特（澳大利亚）

第三至第十期会议 约翰•贝利（澳大利亚）

第十一期会议 基思•布伦南（澳大利亚）

第二委员会

主席

1第一和第二期会议 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委内瑞拉）

27 1 9 7 3年1 2月1 0日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参看《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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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会议

第四至第十一期会议 

副主席 

报告员

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萨尔瓦多） 

(依有关区域集团的协议）

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委内瑞拉） 

捷克斯洛伐克、肯尼亚和土耳其的代表 

萨特亚.南丹（斐济）

第三委员会

主席

副主席

亚历山大•扬科夫（保加利亚）

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报告员

的代表

第一和第二期会议 

第三期会议 

第四和第五期会议 

第五至第十一期会议

阿卜德勒•马吉德• A. 

曼扬•达沃尔（苏丹） 

阿卜德斯•马吉德• A. 

曼扬•达沃尔（苏丹）

海洋法会议选出起草委员会的高级职员和成员如下：

哈桑（苏丹） 

哈桑（苏丹）

起草委员会

主席 J.艾伦•比斯利（加拿大）

成员下列各国的代表：

阿富汗、M根廷、孟加拉国（按年与泰国轮流）、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依有关区域集团的协议，在第三期会议期间由委内瑞拉取代)、 

加纳、印度、意大利、莱索托、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荷兰（按期会与奥地利轮流）、菲律宾、罗马尼亚、塞拉 

利昂4西班牙、H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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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会议选出全权证书委员会的高级职员和成员如下：

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席

第一期会议 亨利奇•格莱斯纳（奥地利）

第二和第三期会议 弗兰兹•韦丁格尔（奥地利）

第四至第十一期会议 卡尔•沃尔夫《奥地利）

成员下列各国的代表

奥地利、乍得、中国、哥斯达黎加、匈牙利、爱尔兰、象牙海岸、 

日本和鸟拉圭

肯尼思•拉特雷（牙买加）当选为海洋法会议的总报告员。

18. 在第一和第二期会议上，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担任海洋法会议秘书长的是副 

秘书长康斯坦丁•斯塔夫洛普洛斯，其后则由副秘书长伯纳多.苏莱塔代表秘书长。 

戴维.L • D •霍尔担任会议的执行秘书。

19. 大会根据其召开海洋法会议的第3067(xxvili)号决议，将和平利用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以及大会的各项有关文件提交海 

洋法会议。海洋法会议开幕时还收到下列文件：

⑻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临时议程（a/coup 62/1 );

(b)秘书长编制的议事规则草案（A/COJO1. 62/2和Ada. 1至3号文 

件），其中包括一个附录，内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于1973年1 1 

月16日通过的“君子协定'

其后，海洋法会议又收到下列文件：’

(1)出席海洋法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各项提案，载于海洋法会议《正 

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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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秘书长编制的各项报告和研究报告；28

⑶如后所列海洋法会议拟订的非正式协商案文和海洋法公约草案以及有 

关的决议和决定草案。

-13 -

开发国际区域海床矿物的经济影响：同上，第三卷（A/com； 62/25), 19 

7 4年5月2 2日。

国际区域内海床采矿的经济影响：同上，第四卷（A/C01O1. 62/37), 1 9 

7 5年2月1 8日。

关于若干种海洋技术的说明和转让这些技术的可能方法：同上，第四卷（A/ 

C02STF. 62/q 3/i. 22), 1 9 7 5年2月 2 7 日。

序言部分和最后条款的备选条文草案：同上第六卷（A/CONF. 62/Ii 13),

1 9 7 6年7月2 6日。

附加注释的处理海洋事务的政府间组织名录（A/COIfï； 62/L. 14)，1976 

年8月1 0日。

企业部的备选筹资办法：同上，第六卷（A/COJO； 62/C. 1/L. 17)，1 9

7 6年9月3日。

管理局的开支和以合同筹揞活动所需资金的办法，同上，第七卷（a/conf. 

62/C 1/L 19), 1977年 5 月 18 曰。

管理局的人力需要和有关的训练需求，同上，第十二卷（A/COITF. 62/82)， 

1 9 7 9年8月1 7日。

将来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可能需要承担的经费（A/COUî； 62/L. 65), 1 9

8 1年2月2 0日。

按照若干具体假设适用生产限额办法的结果（A/COÎTF. 62/L 66), 1981 

年2 月 2 4 曰和（A/COIO1. 62/L 66/Corr 1),1 9 8 1年 3月 3 曰。 

说明大陆架各种划界方式的初步研究报告：同上，第九卷（A/COIO； 62/C. 

2/L. 98), 197脾4月1 8日；说明大陆架各种划界方式的海图（a/conf. 

62/q 2/i. 98/Add. 1); A/COEr 62/C. 2/L 98/Add. 1 号文件中所 

绘2 0 0海里以外区域的面积的计算，同上，第九卷以/0〇]〇；62/〇.2/11 

98/Add. 2), 1978年5月3曰；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秘书的来文：同上， 

第九卷（A/c〇HF. 62/c. 2/L. 98/Add 3), 1 9 7 8年 8 月 2 8 日。 

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绘制大比例尺地图所涉问题的研究报告：同上， 

第十一卷（A/CONF 62/C. 2/L. 99), 1 9 7 9 年 4 月 9 日。

关于公约规定的秘书长的将来职务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新法律制度下所 

需要的情报、咨询意见和协助的研究（A/COITF. 62/L. 76)，1 9 8 1年8 

月1 8日。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lU -

四、起草委员会

20.起草委员会于海洋法会议第七期会议开始其工作，对协商案文进行非正式 

审耷，以润饰案文，统一多次出现的用语，并通过案文审查而使公约的六种语文本 

取得一致。六个语文小组协助委员会进行其非正式工作。这六个小组由起草委员会 

的成员和非成员组成，代表海洋法会议的六种正式语文，每一小组由一^协调员抠 

任主席'并由秘书处的语文专家从旁协助。协调员在起草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下， 

举行了对起草委员会成员和非成员开放参加的会议，执行了协调各语文小组意见和 

拟订提案提交起草委员会的重要任务。

除了在海洋法会议各期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议以外，委员会还举行了下列休会期 

间会议：

各语文小组的协调员如下：

阿拉伯文小组:穆斯塔法》卡米勒•亚西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穆罕 

默德•哈杰•哈穆德（伊拉克）。

中文小组:王铁崖（中国），悅征噢（中国）和张鸿增（中国）。

英文小组:伯纳德.H .奥克斯曼（美国）和托马斯• A .克林甘（美国)。 

副协调员：史蒂文•阿谢尔（美国）和米尔顿•德鲁克（美国）。

法文小组:图利奥•特雷韦斯（意大利）。副协调员：卢修斯•卡夫利希 

(瑞士 )。

俄文小组:?。1 •科瓦列夫（苏联），？ • N •埃夫西夫t苏联），叶 

夫根尼.N .纳辛诺夫斯基（苏联）和格奥尔基.G •伊凡诺夫（苏联h 

西班牙文小组:何塞•安东尼奥•伊图尔里亚加.巴尔瓦兰（西班牙）， 

何塞.曼努埃尔•拉克莱塔•穆尼奥斯（西班牙），何塞•安东尼奥•帕斯托* 

里德鲁埃霍（西班牙）和路易斯•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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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9日至2 7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

— 1981年1月1 2日至2月2 7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

— 1981年6月2 9日至7月3 1日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 1982年1月1 8日至2月2 6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

— 1982年7月1 2日至8月2 5 H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_

起草委员会就统一多次出现的用语问题提出了第一系列的报告5°。委员会的第 

二系列报告载有审查公约案文后提出的建议”。 50 51

50 A/COIfF, 62/X. 56、A/COEF. 62XL. 57/Rev. 1 和 A/CONF. 62/L.63/ 

Rev. 1。参看《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三和第十四卷

51 AXCONP. 62/Ï-. 67/Add. 1-16, A/COUF. 62/L. 75/Add. 1-13. 
A/COITF. 62X1*- 85/Add. 1—9、 A^conr. 62/L. 142/Rev. 1/Add.l 
和 A/COEF, 62/Ii. 152/^Add.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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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议事规则和协商的进行

21 •海洋法会议在第二期会议上通过了会议的议事规则（A/C0；O\ 62/30号 

文件）。”议事规则附有内载经大会核可的会议主席所作并经海洋法会议认可的 

包括“君子协定”在内的声明。54 *该声明规定：

“体念到海洋区域的各种问题是彼此密切相关的，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审 

议，也体念到亟宜通过一项可获最广泛接受的《海洋法公约》，

“会议应作出各种努力就实质事项用协商一致方式达成协议，且除非已尽 

最大努力求达协商一致，不应就这种事项进行表决。”

22•海洋法会议随后于1 9 7 4年7月1 2日、55 1 9 7 5年3月17日56

和1980年3月6日m对议事规则作了修正。

23.海洋法会议在第二期会议上53确定了三个主要委员会的权限，将根据大 

会第27 5'〇c(xxv)号决议编制的清单（A/COBF. 62/29)上的各项主题和问题 

分配给全体会议或各委员会审议。各主要委员会设立了非正式工作组或其他附属

I司上，第一卷，A/C〇îî£\62/SR.2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全体会议》，第2 16 9次会议。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卷，A/COJO1. 62/SR. 19。 

同上，第一卷，A/COîO1. 62/SR. 40。

同上，第四卷，A/com\62/SR_52。

同上，第十三卷，A/CONF. 62/SR 122。

同上，第一卷，A/C〇in 62/S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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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来协助各委员会进行工作。

第一委员会为它在第二至第十一期会议所设的非正式工作组任命了下列高级职

员：

克里斯托弗.W .平托（斯里兰卡〉：全体会议非正式机构的主席（第一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关 

于区域的勘探和开发的业务系统、制度和条件的协商组主席，成员共有50国， 

但可开放参加（第一委员会第14至第1 6次会议的决定，同上）。

S . P .贾戈达（印度）和•桑达尔（荷兰）：开放的工作组的联合主 

席（第一委员会第2 6次会议的决定，同上，第六卷）。

延斯.埃文森（挪威）：主席的关于开发制度的全体会议非正式工作组的特别 

协调员（第一委员会第3 8次会议的决定，同上，第七卷）。

萨特亚• N •南丹（斐济）：下文第2 8段所提到的第1协商组主持下设立的 

关于生产政策问题的非正式小组的主席（参看1979年4月2 6日总务委员 

会第1 1 4次会议，同上，第九卷）。

保罗•帕梅拉•恩戈（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第一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X- 

恩珍加（肯尼亚）、许通美（新加坡）和哈利•温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关于第一委员会各项问题的2 1国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由第一委员会主席担任 

主要协调员。工作组由代表7 7国集团利益的十名成员和代表主要工业化国 

家利益的十名成员组成，两方各有七名候补成员。该工作组由代表审议中的 

问题的各方利益的必要的成M和候补成员组成（1979年4月9日总务委员会第 

4 5次会议的决定，同上，第十一卷；并参看1979年4月26日全体会议 

第1 1 4次会议，同上，第十一卷）。

第二委员会在不同的阶段设立了非正式协商组，由三位副主席——捷克斯洛伐 

克、肯尼亚和土耳其的代表——和委员会的报告员萨特亚•W•南丹（斐济） 

担任主席（参看第二委员会主席的声明，A/CO201. 62/C.2/L.87,同上， 

第四卷；并参看报告员所拟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声明，A/C〇îfF.62/C.2/ 

L. 89/Rev. 1,同上）8 

第三委员会为其非正式会议任命了下列高级职员：

何塞•路易斯•巴利亚塔（墨西哥）：关于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非正式会 

议主席（第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同上，第二卷）。

科内尔■ A •梅特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科学研究以及技术的发展和 

转让的非正式会议主席（第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同上，第二卷；并参 

看 A/C〇1〇\ 62/c. 3/L. 16,同上，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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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第三期会议上，三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按照海洋法会议的要求各自就交 

给各个委员会的主题分别编制了单一协商案文，然后综合为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 

(A/CO肝.62/WP. 8号文件，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其性质已由海洋法会议 

主席在介绍性说明中加以叙述。随后，会议主席考虑到主题和问题分配给全体会 

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情况，就解决争端问题提出了一项单一协商案文（么/0〇]〇\ 

62/WP. 9)„

25. 在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上，在全体会议就主题事项进行了一般性辨论截 

于A/CONI'. 62/SR. 58-SR_ 65)之后，会议主席根据海洋法会议的请求/。就 

争端的觯决编制了一份订正案文（八/〇:〇]〇\62/叹1>.9/1^7.1),成为载于入/ 

c〇]〇\ 62/WP. 8号文件的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的第四部分> 在同期会议上，各 

主要委员会主席编制了单一协商案文的订正案文（A/C〇]〇\ 62/WP. 8/Rev. 1号 

文件，第一至第三铘分）并附有会议主席关于案文性质的说明。

26•在第五期会议上，会议主席按海洋法会议的请求，m编制了关于觯决争端 

问题的订正单一协商案文（A/COJO* 1. 62/WP. 9/Rev. 2号文件），作为订正单一 

协商案文（A/COKF. 62/WP. 8/Rev. 1号文件）的第四部分。

27.在第六期会议上,42海洋法会议请会议主席和各主要委员会主席作为会议主 

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组，并在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总报告员也参与的情况下，45编制 

了一份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a/coitf. 62/wp. 1〇号文件），其范围包括订正单 

一协商案文第一至第四部分以内的全部主题和问题，这个工作组随后称为“主席联

1 976年4月12日第65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同上，第五卷，A/C0UF. 

62/SR. 65。

同上，第六卷，A/C0NR62/SR. 7]〇 

同上，第七卷，A/CCOT. 62/SR. 77-SR 79。

1 9 7 7年6月2 8日第7 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同上，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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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 *4。会议主席的备忘录（a/coio\62/w:p_ 10/Add. 1号文件）说明了 

所编制的综合案文的性质。

28.海洋法会议在其第七期会议上指明了一些尚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为解决

这些问题设立了七个协商组（见a/couf. 62/62号文件）4。5每个协商组都以涉

及尚待解决的核心问题的主要国家为核心组成，但对其他国家也开放参加。
/

各协商组主席为：

项目1协商组 弗朗西斯.X.恩珍加（肯尼亚）

项目2协商组 许通美（新加坡）

项目3协商组. 保罗•帕梅拉.恩戈（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第一委员 

会主席

项目4协商组 萨特亚•N•甬丹（斐济） -

项目5协商组 康斯坦丁•A•斯塔夫洛普洛斯（希腊）

，项目6协商组 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委内瑞拉），第二委员会主席

项目7协商组 EJ•曼纳（芬兰）

各协商组主席在向全体会议报告其协商结果前，须先向委员会或于适当时向作为一 

个委员会执行职务的全体会议提出报告。

29.会议主席就全体会议作为一个主要委员会进行的工作，各主要委员会主席 

和各协商组主席就第七期会议和第七期后期会议进行的协商提出了报告，这些报告 

已连同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载入A/COUÎ1. 62/RCNG. 1和2号文件46内。海

附于1 9 8 0年4月1 1日A/COlfî1. 62/WP. 10/Rev. 2号文件的主席的解 

释性备忘录。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九卷，A/coira\62/SR. 89和 

90。项目说明载于A/com 62/62,同上，第十卷。

同上，第十卷。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20 -

洋法会议还规定了改动或订正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的准则，载于A/c〇；〇\ 62/62 

号文件。

30. 第八期会议设立了一个法律专家组，由哈利•温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担任主席4。7

31. 根据海洋法会议对会议主席、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各协商组主席和法律专

家组主席关于他们进行协商的报告所作的审议（A/COIW. 62/SR. 1U-SR.U6)， 

第2 7段中所指的主席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份订正非正式综合协商茱文(A/c OM.62/ 

WP. 10/Rev. 1 X 案文所附的会议主席的觯释性备忘录说明了案文的性质。

32. 第八期后期会议又设立了一个法律专家组，由延斯•埃文森（挪威）担任 

主席。48

33•会议主席、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各协商组主席和两个法律专家组的主席关 

于第八期后期会议上所进行的协商的报告以及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载于会议主 

席的一份备忘录内（A/COEî1. 62/91 )。

34.在第九期会议上，根据会议主席关于作为一个主要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所进 

行的协商的报告（A/C0EF. 62/L. 49/Add. 1和2 ),海洋法会议审议了会议主 

席提出的序言草案（A/COEF. 62/L. 49)，以便编入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A/

CONF. 62/肝.10/Rev. 1 )其后的一个订正本 根据海洋法会议对于会议主 

席、各主要委员会主席、各协商组主席和各法律专家组主席关于他们进行的协商的

关于解决同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第十一部分有关的争端的法律专家组，是第一 

委员会主席与会议主席协商后设立的，见第1 1 4次全#会议记录和A/C〇]JI\ 

62/c. 1/L. 25 和36，同上，第十一卷

关于最后条款的法律专家组是会议主席为处理最后条款经非正式全体会议初步 

审议后所存在的各项技术问题而设立的，见1 9 7 9年8月2 4日第1 2 0次 

全体会议记录，同上，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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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及起草委员会主席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的审议U/COH 62/SR.125- 

SR. 128),主席联席会议49对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进行了第二次订正，即提出 

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的订正2 (A/COJO\62/WP. 10/Rev. 2号文件），案文所 

附会议主席的解释性备忘录说明了它的性质。

35•第九期后期会议根据海洋法会议对会议主席和各主席委员会主席就他们所 

进行的协商提出的报告的审议（A/COM.62/SR.L34-SR. 140)，主席联席会 

议对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作了进一步订正》 订正本题为“海洋法公约草案（非正 

式案文）”（A/C〇u：f_ 62/WP. 10/Rev. 3)，与会议主席说明案文性质的解释 

性备忘录（A/COM1. 62/贶P. 10/Rev. 3/Add. 1) —并印发？

36■海洋法会议还决定，关于适用于特殊地质和地貌条件的划界特殊方法的谅 

解声明，将编入最后文件的一个附件中。5°

37•海洋法会议决定由第十期会议决定“公约草案（非正式案文)”的地位^ 51

38•按照第十期会议和第十期后期会议的审议（A/C〇]^. 62/SR 142-SR. 
155),主席联席会议订正了“海洋法公约草案（非正式案文）”。海洋法会议 

决定，订正后的案文（A/CONï\ 62/L。78)就是海洋法会议的正式公约草案，只 

需受A/COM. 62/114号文件所载具体条件的限制。海洋法会议于其第十期后 

期会议上决定，非正式全体会议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听在地（牙买加）和国际海洋 

法法庭所在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自由市）的决定应当订入公约草案的订正本 

内；对该项订正的解释性说明应当指出会议就该两个所在地作出决定时所商定的各 

项条件（A/COïïî1. 62/L. 78)。

°参看上文第2 7段和附于A/com 62/WR 1〇/Rev. 2号文件的主席的解释 

性备忘录。

50 1 9 8 0年8月2 9日第1 4 1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同上，第十四卷，A/ 

couf. 62/SR. 1410

51 同上，并参看 A/COIfiF. 62/BUR. 13/Re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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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第九期会议全体会议继续进行其52对于最后条款，特别是对于公约生效问 

题的审议工作，审议了为设立海底管理局和成立国际海洋法法庭而成立筹备委员会 

的问题> 会议主席根据非正式全体会议的审议，拟订了一项决议草案，由海洋法会 

议予以通过，对过渡安排加以规定，该决议草案附在他的报告内（A/COUÎ1. 62/

L. 55和Corr*. 1 )。 根据第十期、第十期后期和第十一期会议中全体会议和第 

一委员会联合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审议，会议主席和第一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项决议 

草案（a/cof;p.62/c. 1/L.30，附件一）。

40 •根据第十一期会议关于如何处理公约生效前符合公约观定且不妨碍其目标 

与目的的预备性投资问题的审议，会议主席和第一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载在他们的报告（a/com. 62/c。1/L. 30,附件二）内。在第八至第十一期 

会议上，海洋法会议全体会议审议了参加公约的问题，会议主席就第十一期会议的 

协商情况提出了一份报告，载于62/L. 86号文件内。

41.第十一期会议经宣布为海洋法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会议T在该期会议上， 

根据海洋会议对于会议主席U/com\ 62/L. 86)、各主要委员会主席（么/〇:〇]〇\ 

62/L. 87、！<• 91和L 92)关于他们进行的协商所提出的各项报告和起草委员会 

主席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报告（A/COEF. 62/L. 85和！<• 89)的审议（A/C0NF. 

62/SR. 157-SR. 166)，主席联席会议发表了一项备忘录（A/COEF. 62/L93 

和Corr. 1),其中载有对“海洋法公约草案”（A/COITF. 62/L. 78)的修改，

并发表了 A/C0UF. 62/L. 94号文件，列出了海洋法会议三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 

定草案，它们将与公约草案同时通过>

海洋法会议确定，已竭尽一切努力来达成普遍协议在过去八年的整个工作

第八期后期会I

通过工作方案（A/COÜO1. 62/116)时作出的宣布，同上^/COJO1. 62/SR. 

154)。

A/CONF. 62/SR. 1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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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海洋法会议均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所有的决定，尽管在例外情况下，也只曾 

就程序性问题、高级职员任命问题和向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者发出邀请的问题进 

行了表决》

' 42.根据海洋法会议记录（A/COUï\ 62/SR. 167-SR. 182)所载的审议情

况，海洋法会议拟订了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决议一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的建立 

决议二关于对多金属结核开辟活动的预备性投资

决议三关于其人民尚未取得完全独立或尚未取得联合国承认的某种其他自治 

地位的领土或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 

决议四关于民族解放运动Q

构成一个整体的上述公约和决议一至四于1 9 8 2年4月3 0日经一个代表团 

的要求进行记录表决，获得通过。55 通过时所附的条件是可在其后对公约和决议 

一至四作海洋法会议核准的文字性改动1这些改动已纳入公约和作为本最后文件 

附件的决议一至四（附件一）。公约须经批准，并定子1 9 82年1 2月1 0日 

至1 9 8 4年1 2月9日在牙买加外交部，以及1 9 8 3年7月1日至1 9 8 4年 

1 2月9日在联合国总部，开放签字^同一文书按其规定开放加人 *

在1 9 8 4年1 2月9日在联合国总部签字的最后一日后，公约将交存于联合 

国秘书长。

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要求进行了记录表决，但有两国代表团未参加表先 

表决结果为1 3 0票赞成，4票反对，1 7票弃权。

海洋法会议1 982年4月3 0日第1 8 2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及其1982 

年9月2 4日第1 8 4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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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后文件的附件包括：

上文第3 6段所提到的谅解声明（附件二）；和海洋法会议所通过的下列决议: 

向觯放者西蒙•博利瓦尔致敬的决议（附件三）；57 

对委内瑞拉总统、政府和官员表示感谢的决议（附件四）；58 

赞扬巴拿马同盟会议（附件五）；”

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决议（附件六）；6°

为此各国代表在最后文件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在蒙特哥湾签于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单一文本上，各语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原本应存放于联合国秘书处档案。

海洋法会议主席：

秘书长在海洋法会议的特别代表：

海洋法会议执行秘书：

”海洋法会议1 97 4年7月22日第4 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A/C〇]〇\ 62/ 

L. 3和Add.卜4号决议草案，同上，第一卷>

58海洋法会议1 974年8月28日第51次全体会议通过的A/COITF. 62/ 

I*. 9号决议草案，同上，第一卷。

，，海洋法会议1 976年9月17日第7 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A/COEF. 62/ 

!<• 15号颂辞草案，同上，第六卷

60海洋法会议1 982年4月3 0日第1 8 2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入/。〇]〇'_62/ 

.L. 127号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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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紐一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 

法庭筹备委员会的建立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1

通过了《海洋法公约》，其中规定建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使管理局和法庭在不致有不当稽延的情况下有 

效展开业务并为开始执行其职责而作出必要安排，

决定为实现上述目的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决议如下:

1 .兹成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应由联合 

国秘书长于五十个国家签署或加入《公约》之日起最早六十天后最迟九十天内召氣

2. 委员会由签署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和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代表）的代表组成■《最后文件》签署国的代表可以观察员身份充分参加委员会 

的审识，但无杈参加作出决定。

3. 委员会应选举其主席和其他高级职员。

4 .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制订应比照适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议事规则。

5.委员会应：

⑻拟定大会第一届会议和理事会的临时议程，并于适当时提出关于议程 

上各个项目的建议；

⑸拟定大会和理事会的议事规则草案；

⑹就管理局第一个财政期间的预算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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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就管理局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提出建议；

⑹按照《公约》有关规定提出关于管理局秘书处的建议；

(f) 必要时就管理局总部的设立进行研究，并就此提出建议；

(g) 按需要拟订规则、规章和程序草案，包括拟订关于管理局财政管理和 

内部行政的规章萆案，便管理局能够开始执行职责；

㈤行使关于预备性投资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授予委员会的 

杈力和职责；

⑴对于因“区域”矿物的生产而可能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发展中陆上生产 

国所遭遇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尽暈减轻它们的困难，帮助它们作出 

必要的经济调整，其中包括设置补偿基金，并就此向管理局提出建说■

6. 委员会应有为根据本决议执行其职责并实现其目标所必要的法律行为能力。

7. 委员会可设立为执行其职责所必要的附属机构，并应确定其职责和议事规 

则。委员会也可于适当时按照联合国的惯例利用外界的专家知识，以促进为此设立 

的机构的工作。

8. 委员会应为企业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交付给它关于预备性投资的第三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第12段所指的职责。特别委员会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使企业部早日有鈇地展开业务。

9. 委员会应就因“区域”矿物的生产而可能受到最严重影嘀的发展中陆上生 

产国所将遭遇的问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交付给它第5段⑴分段所指的职责。

10.委员会应编制一份报告，其中载列就成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实际安排向按 

照《公约》附件六第四条召开的缔约国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U.除第10段所规定者外，委员会应就其任务范围内的一切事项编制一份最 

后报告，提交大会第一届会议■根据报告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符合《公约》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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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给管理局有关机构的权力和职责的规定》

12.在设施具备的情形下，委员会应在管理局所在地开会；委员会应为迅速执 

行其职责的需要而经常召开会议。

13 ■委员会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结束前应继续存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结束时，委 

员会的财产和记录应移交给管理局。

14. 委员会的费用应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但须经联合国大会核可。

15.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服务。

16.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决议特别是第14和第15段提请大会注意，以便采 

取必要的行动。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28 •

决议二

关于对多金属结核开辟活动的预备性投资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通过了《海洋法公约》，(以卞称《公约》），

以决议一成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筹备委员会（以下称“委 

员会”），并指示该委员会拟订为使管理局能够开始执行其职务所必要的规则、规 

章和程序草案，同时就如何使企业部早日有效开办业务提出建议，

希望在《公约》生效前，对国家和其他实体以符合《公约》第十一部分及其有 

关附件所载国际制度的方式进行的投资加以规定，

承认有必要确保企业部获得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专门知识，使其能够在进行 

“区域”内活动方面与上段所指的国家和其他实体齐头并进，

决定如下:

1.为本决议的目的:

⑻“先驱投资者”指：

⑴法国、印度、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上述每一国家的国营企 

业，或具有这些国家的国籍或在其中每一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下的自然 

人或_人，但须有关国家签署《公约》，并且该国或国营企业或自然人或 

法人于1983年1月1日以前.至少已将相当于3, 000万美元（以1982 

年美元定值计算）的数额用于开辟活动，且至少已将该数额的百分之十用 

于第3段⑻分段所指区域的定位、勘查和评价；

⑵四个实体，1其组成部分为具有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国籍或在其中一

关于它们的身份和组成，参看《海底矿产开发：国际财团的最近活动》及增编， 

联合国国际经济及社会事务部出版（SVÏ3SA/107和增编一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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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一个以上国家或其国民有效控制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比利时、加拿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但须一个或一个以上证明国签署《公约》，并且有关实 

体于1983年1月1日以前至少已为第(IV〗、段所述的目的，支出其中所定 

的数额；

(3)签署《公约》的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具有这种国家的国籍或在该国或其国民 

有效控制下的任何国营企业或自然人或法人，或以上的任何组合，于1985 

年1月1日以前，已为第⑴小段所述目的，支出其中所定的数额；

先驱投资者的权利可转移给其利益的继承者。

〇)) “开辟活动”是指同多金属结核的鉴定、发现和有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以及 

确定开发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有关的作业、财力和其他资产的使用、调查、发现、 

研究、工程发展和其他活动。开辟活动包括:

(1)以确定多金属结核的性质、形状、密度、位置和品位以及开采前必须加以 

考虑的环境、技术和其他有关因素，并就其编制文件为其目标的任何海上 

观察和评价活动；

⑵从“区域”回收多金属结核，以期设计、制造和试验拟用于开采多金属结 

核的设备；

(0 “证明国”是指签署《公约》而在同先驱投资者的关系方面与担保国依据 

《公约》附件三第四条与该条所指实体的关系情况相同的国家，由其证明⑻分段所 

指的支出数额；

(d) “多金属结核”是指“区域”的一种资源，包括在深海海床表层上或紧贴 

表层下含有锰、镍、钴和铜的任何结核矿藏或积层；

(e) “开辟区”是指委员会分配给一驱投资者依据本决议进行开辟活动的 

区域。一个开辟区不应超过150, 000平方公里。先驱投资者应按照下列安排， 

交出开辟区的若千部分将其恢复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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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自分配区域之日起三年届满时已分配区域的百分之二十；

⑵自分配区域之日起五年届满时已分配区域的另外百分之十；

⑶自分配区域之日起或自发给生产许可之日起（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八年届 

满时已分配区域的另外百分之二十，或超出管理局规则、规章和程序中所 

规定的开发区域的面积较此更大的区域^

(f) “ ‘区域’ “管理局”、“ ‘区域’内活动”和“资源”具有《公约》

内规定给这些用语的意义。

2•—旦委员会开始执行职责，任何已签署《公约》的国家可为其自己或代表 

第1段(a汾段所指的任何国营企业或实体或自然人或法人，向委员会申请登记为先 

驱投资者》 委员会应将申请者登记为先驱投资者，但须申请书：

(a) 如为已签署《公约》的国家，附有一项说明，证明按照第1段⑻分段支出 

的数额；在所有其他情形下，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证明国所发关于这种支出数额的证 

明：和

(b) 符合本决议的其他规定，包括第5段在内。

3.⑻每项申请应包括一个总区域，它虽不一定是一个单一连续的区域，但 

须足够大并有足够的估计商业价值，可供从事两起釆矿作业之用》 申请书应指明 

区域的座标，确定总区域，将其分为估计商业价值相等的两个部分，并载列申请者 

关于区域两个部分的一切资料。这种资料除其他外应包括关于制图、试验、多金属 

结核的分布密度及其金属含量的有关情报。在处理这些资料时，委员会及其工作 

人员应按照《公约》及其附件关于资料机密性的有关规定行象

㈨委员会在收到⑻分段所要求的资料后四十五天以内，应指定按照《公约》 

将保留给管理局通过企业部或以与发展中国家协作的方式进行“区域”内活动的那 

个部分.区域的另一部分应分配给先驱投资者作为开辟区.

4 •先驱投资者不得登记一个以上的开辟区。在先驱投资者具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组成部分的情形下，任一组成部分均不得凭未身的资格或根据第1段⑻分段第 

(3)小段登记为先驱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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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⑻任何已签署《公约》而将要成为证明国的国家，应在根据第2段向委 

员会提出申请以前，确保就其已提出申请书的各个区域不致彼此重叠或与事先已划 

为开辟区的区域重叠„ 有关国家应随时将为了解决重叠主张的冲突而作出的任何 

努力以及所获结杲充分通知委员会 -

Cb)证明国应确保在《公约》生效前开辟活动以符合《公约》的方式进行。

⑻未来的证明国，包括所有可能的请求者在内，应根据⑻分段的要求在一段 

合理期间内以谈判解决冲突如杲这种冲突在1983年3月1日以前尚未解决， 

则未来的证明国应安排将所有上述请求按照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提交有拘 

束力的仲裁，仲裁至迟于1983年5月1日开始，并于1984年12月1日以前结 

如果有关囯家中的一国不愿参加仲裁，该国应安排由一个具有该国国籍的法 

人代表该国参加仲裁。仲裁法庭可在有适当理由时将作出裁决的期限延长一个或 

一个以上三十天的期间。

⑹仲裁法庭在决定将每一冲突区域的全部或一部给予冲突所涉的哪一个申请 

者时，应寻求一种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同时就冲突所涉每一申请者考虑到以下各 

项因素：

(1)在《最后文件》通过之日或1983年1月1日（以较早的日期为准）以前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未.来证明.国已交存有关的座标表；

⑵过去对每一冲突区域及其为组成部分之一的申请区域进行活动的连续性和 

程度；

⑶有关的每一先驱投资者或其利益的被继承者，或其所属组织在申请区域开 

始进行海上活动的曰期；

⑷对每一冲突区域及其为组成部分之一的申请区域进行的活动的美元定值计 

算所耗的财政费用；和

⑸这种活动进行的时间和活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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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据本决议登记的先驱投资者从登记之曰起在分配给它的开辟区内有进行 

开辟活动的专属权利a

7. ⑻要求登记为先驱投资者的每个申请者应付给委员会250, 000美元的 

规费。当先驱投资者向管理局申谙勘探和开发的工作计划时，《公约》附件三第 

十三条第2款所指的规费应为250, 000美元B

㈦每个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从开辟区分配给它之日起，每年应支付固定年费 

一百万美元。先驱投资者应于其勘探和开发工作计划获得核准时向管理局缴付这 

些费用依据该工作计划作出的财政安排，应考虑到依据本段所缴的费用加以调 

整。

(0每个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应同意就分配给它的开辟区承付定期费用，数额 

由委员会决定，至其工作计划依据第8段获得核准盼为止8 这个数额应与开辟区 

的大小，以及与确有诚意在合理时限内使该区域达到商业生产阶段的经营者所应有 

的支出有合理的关系。

8. ⑻在《公约》生效以及委员会按照第1 1段证明符合本决议后，这样登 

记的先驱投资者应按照《公约》向管理局申请核准勘探和开发的工作计划• 关于 

这种申请的工作计划应符合并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 

序，其中包括关于作业条件、财政要求和有关技术转让的承诺的那些规则、规章和 

程序B 管理局应相应地核准这科申请。

㈦当国家以外的实体依据⑻分段提出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时，为《公约》附 

件三第四条的目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证明国应视为担保国，并因此负起担保国的 

义务.

⑹除非证明国是《公约》的缔约国，对任何勘探和开发工作计划均不应予以 

核准。在第1段⑻分段第2小段所指实体的情形下，则除非其自然人或法人构成 

这些实体的国家是《公约》的缔约国，勘探和开发工作计划均不应核准。如果任何 

上述国家在收到管理局表示其申请、或由其担保的申请尚待核准的通知后六个月内 

仍未批准《公约》，则其作为先驱投资者或作为证明国的地位应予终止，除非理事 

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四分之三多数决定将终止日期推迟，但推迟期间不得超 

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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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⑻在按照《公约》第一五一条和附件三第七条分配生产许可时，其勘探 

和开发工作计划已莸核准的先驱投资者，应对企业部以外的所有申请者享有优先权; 

企业部有权获得两个矿址的生产许可，包括《公约》第一五一条第5款所指的许可。 

每一先驱投资者均已获得第一个矿址的生产许可后，应适用《公约》附件三第七条 

第6款为企业部所规定的优先。

⑼在每一先驱投资者通知管理局将在五年内开始商业生产之日起三十天内，

应将生产许可发给先驱投资者。如果该先驱投资者由于非它可能控制的理由，未能 

在该期间内开始商业生产，应向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申请延长期限《该委员会如果查 

明该先驱投资者不能按原定时间在经济上可行的基础上开始生产，应准许延期，但 

延长期间不得超过五年，且以延长一次为限■本分段的任何规定不应妨碍企业部或 

已通知管理局将在五年以内开始商业生产的任何其他先驱申请者，较根据本分段已 

莸延期一次的申请者，享有优先。

⑹如果依据⑼分段发出通知后，管理局断定在五年内开始商业生产将会超过 

《公约》第一五一条第2至第7款所规定的生产最高限额，该申请者对生产最高限 

额容许的次一生产许可的发给应较任何其他申请者享有优先。

焯）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先驱投资者，同时申请开始商业生产的生产许可， 

而且《公约》第一五一条第2至第7款不容许所有这些生产同时开始，管理局应通 

知有关的先驱投资者。在收到此项通知后三个月内它们应决定是否愿意分配容许的 

吨数，以及如果愿意，怎样加以分R

⑹如果依据⑷分段，有关先驱投资者决定彼此不分配现有的生产量，应协议 

一项生产许可的优先顺序，在此以后对生产许可的一切申请均应在本分段所述生产 

许可均已核准后才能发给■

(f)如果依据⑹分段有关先驱投资者决定彼此分配现有的生产量，管理:局应将 

它们协议的产量较少的生产许可，发给每一申请者。在每一情况下，一旦生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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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有了余额，足以满足参加竞争的申请者，该申请者所提出的生产要求应获得核 

准，并应准许其全额生产，所有以后的生产许可申请均只有在本分段的要求获得满 

足而且申请者不再必须遵守本分段关于减少生产的规定时，才会获得核准..

⑻如果各缔约国无法在上述时期内达成协议，则本问题应按照《公约》附件 

三第七条第3和第5款所载标准，以第5段⑹分段所规定的方式立即作出决定。

10. (a) —国或数国作为证明国的地位如已终止，具有其国籍或受其有效控制 

的实体、自然人或法人所取得的任何权利，应即失效，除非先驱投资者如⑼分段所 

规定，在从这种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内改变其国籍和担保》

⑼一个先驱投资者可将其登记为先驱投资者时所具有的国籍和担保改变为第 

1段⑻分段所规定的对先驱投资者行使有效控制的《公约》任何缔约国的国籍和抠 

傲

⑹依据本段对国籍和担保所作的改变，应不影响依据第6和第8段给予先驱 

投资者的任何权利或优先地位。

11. 委员会应：

⑻向每一先驱投资者提供第8段所指符合规定的证明书；和

(切在会议决议一第1 -1段所要求的最后报告内载入依据本决议逬行的所有先 

驱投资者登记和分配开辟区的细节。

U为确保企业部有能力逬行“区域”内活动，借以与各个国家或其他实体齐 

头并逬：

⑻每一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应：

(1)经委员会要求，在与其申请有关的依据第3段保留给管理局通过企业 

部，或以与发展中国家协作的方式逬行“区域”内活动的区域内逬行 

勘探，为此支出的费用应加年利十分归还；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35 -

⑵在所有级别上向委员会指定的人员提供训练；

⑶保证在《公约》生效前，履行《公约》中规定的关于技术转让的义务; 

⑼每个证明国应：

(1)确保于《公约》生效时，按照《公约》茇时地向企业部提供必要的资

金；

⑵就该国k其各个实体或自然人或法人所逬行的活动向委员会定期提出 

报告。

13. 管理局及其各机关应承认并尊重由本决议产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以及委员 

会依据本决议作出的各项决定。

14. 在不妨害第1 3段的情形下，本决议在《公约》生效前应仍有效。

15. 本决议的任何规定，不应使《公约》附件三第六条第3款⑹项受到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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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三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考虑到《海洋法公约》，

并念及《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七十三条，

1. 兹宣告：

⑻在其人民尚未取得完全独立或尚未取得联合国所承认的某种其他自治地位 

的领土或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的情形下，《公约》关于权利和利益的规定应为该领 

土人民的利益而实施，以期促逬其福利和发展。

' ⑼如果各国间对本决议适用的领土的主权发生争端，而联合国已就这项争端

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争端各方应就⑻分段所指权利的行使进行协商。在进行这种 

协商时，有关领土人民的利益应作为基本的考虑因素。这些权利的行使均应考虑到 

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并应不妨害争端任何一方的地位„有关国家应竭尽一切努力， 

达成切合实际的临时安排，且不应妨害或阻碍达成最终解决争端的办法。

2. ÿ联合国秘书长提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以及联合国 

各主要机i注意这项决议，并请其予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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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四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考虑到已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第6 2条邀请民族解放运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海洋 

法会议，

决定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应有权以观察员的身分签署

会议的《最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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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使用一种特定方法划定大陆边外缘的谅解声明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考虑到在下列情形下,一国大陆边的特殊特征：⑴二百公尺等深线所在处的 

平均距离不超过二十海里；⑵大陆边沉积岩的大部分位于大陆基之下；

考虑到《公约》第七十六条适用于该国大陆边对该国所将造成的不公平后果， 

因为沿着按照该条第4款⑻项第⑴和第(2)目所许可的最大距离划定的作为大陆边整 

个外缘的线上的沉积岩，其厚度的数学平均值将不少于三点五公里；而且将有一半 

以上的大陆边被其排除在外；

认识到虽有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这种国家可以连接各定点划出长度不超过六十 

海里的直线的方法，划定*大陆边外缘，各定点以经综度标明，而且各点上的沉积 

岩厚度不少于一公里。

一国如应用本声明上一段所述方法划定其大陆边外缘，则一个邻国也可以利用 

这个方法划定其地质特征相同的大陆边外缘，如果该邻国具有这种特征的大陆边外 

缘是沿着按照第七十六条第4款⑻项第⑴和第⑵目所许可的最大距离划定的线，而 

在该线上的沉积岩厚度的数学平均值不少于三点五公里。

会议请依据本公约附件二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其就有关孟加拉湾南部国 

家大陆边外缘的划定问题提出建议时以本声明的规定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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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纪念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考虑到1 9 7 4年7月2 4日是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的诞辰，他是有远见的 

创议国际组织的先驱，是世界历史上的伟人，

又考虑到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的事业是建立在以自由和正义为各国人民求取 

和平与进步的基础的概念上，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构成不断启发灵 

感的源泉，

决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公开纪念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 

表达钦佩和崇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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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向委内瑞拉总统、政府和官员表示感谢的决议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体念到第二期会议是在五国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的出生地加拉加斯市举行， 

他终生致力于争取民族自决、国家平等和正义，作为它们共同命运的表现，

深切赞赏地认识到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作出的非凡的努力使本会议能在最有 

利的兄弟般亲善的气氛中和无比的物质条件下召开，

兹决定：

1. 对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阁下、海洋法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以及委内 

瑞拉政府和人民所给予会议的令人难忘的优厚待遇，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2. 声明希望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所提倡的社会正义、国家平等和民族团结 

等理想将可怍为本会议未来工作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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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对巴拿马同盟会议的颂辞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五期会议,

考虑到今年即1 9 7 6年是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为了统一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这个目光远大、值得赞扬的目的而召开的巴拿马同盟会议一百五十周年，

也考虑到在巴拿马会议上充满了全体一致的精神，这个会议走在时代的前面， 

预见只有在联合国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保障和平，促进各国的发展，

进一步考虑到巴拿马会议引用了庄严而有积极意义的希腊同盟,预示出联合国 

会有普■遍而富有创造性的形象，

决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五期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公开赞扬巴拿马

同盟会议，确认它的生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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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 

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决议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认识到《海洋法公约》的目的在于为海洋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以便通过为海洋 

区域的和平利用、其资源的公平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以及海洋环境的研究、保护和 

保全作出规定，对实现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铭记着这一新的制度必须顾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不论其为 

沿海国、内陆国或地理不利国，

意识到海洋科学和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迅速进展，以及为达成上述_标而让发展 

中国家——不论其为沿海国、内陆国或地理不利国——分享这些成果的必要，

深信除非采取紧急措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海洋科学和技术上的差距将 

进一步扩大，从而危及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

相信在国家和国际级别上采取旨在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海洋科学. 

技术和海洋服务方面的能力的行动，以期确保迅速吸收和有效应用它们可以取得的 

技术和科学知识，将有助于对这一新制度所提供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新机会作最适度 

的利用，

M国家和区域海洋科学及技术中心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和进 

行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取得并传播海洋技术的主要机构.

认识到《海洋法公约》所设想到的主管国际组织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成立和 

发展国家和区域海洋科学及技术中心方面的作闬，

注意到目前在联合国系统内在海洋科学与技术以及海洋服务领域内所进行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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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教育和援助工作，与当前的需要相去甚远，尤其不足以满足《海洋法公约》执 

行时所引起的种种需要，

欢迎各国际组织内为促进和协调各主要国际援助方案，以加强发展中国家海洋 

科学基层结构而于最近提出的种种倡议，

1. 要求所有会员国确定加强海洋科学i茯术和海洋服务在其发展计划中的适 

当优先次序；

2. 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方案以促进它们彼此间在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 

发展领域中的技术合作；

3. 促请工业化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拟订并执行其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 

发展方案；

4. 建议世界银行、各区域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囿科学和技术筹资 

系统以及其他多边筹资机构扩大和协调其业务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拟订 

和执行加强其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的主要援助方案；

5. 建议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主管国际组织在其各自职杈范滷内扩大其在海洋科 

学技术和海洋服务领域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方蒹，并在整个系统的基础上协 

调它们的努力以执行这些方案，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薷要，不论其为沿海国、 

内陆国或地理不利国；

6. $联合国秘书长将本决议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备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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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附上签字页，但将以海洋法会议所曾审议的载在ÏA/1/Add. 1号文 

件的形式，附入最后文件的原本.

〔注：按照秘书长的习惯做法，每页将只有一个签字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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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加海洋法会议的观察员

国家和领土

库克群岛（第三和第十期会议）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第三至第七期后期会议，第八期后期会议，第九和第十一 

期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期会议）

塞舌尔（第五期会议）

苏里南（第三期会议）

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第三至第十一期会议）

解放运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雨非）

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津巴布韦）

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非洲独立党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

爱国阵线（津巴布韦）

塞舌尔人民联合党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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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 

世界知识产杈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政府间组织

安第斯开发公司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联邦秘书处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 

欧洲各共同体 

泛美开发银行 

国际水文局

国际石油污染赔偿基金 

阿拉伯国家联盟 

非洲统一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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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会议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南太平洋囿家常设委员会 

沙特一苏丹红海联合委员会 

西非经济共同体

非政府组织

第一类

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合作同盟 

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 

国际妇女协进会

国际青年和学生拥护联合国协进会 

联合城市组织 

世界劳工联合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世界穆斯林大会

第二类

阿拉伯律师联盟 

国际泛神教联盟 

世界浸礼会联合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教会囿际问题委员会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N8

南太平洋人民基金会 

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 

美洲商业和生产协进会 

国际空运协会 

国际宗教自由协会.

囿际律师协会 

国际海运商会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协会 

国际环境法理事会 

国际科学联合会协进会 

国际人权联合会 

国际旅馆协会 

国际法协会

国际种族和人民友好联合协进社 

国际消费者联合会组织 

圃际大自然和自然资源养护联合会 

拉丁美洲金融开发机构协会 

椬丁美洲政府石油公司互助组织 

泛美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和平协会，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 

国际开发协会 

围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 

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同盟 

世界联邦主义者世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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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争取和平宗教会议 

以法律求世界和平中心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亚洲环境问题协会 

美洲间关系中心 

和平组织问题研究委员会 

福雷斯塔山海研究学社 

地球之友社 

国际环境和发展协会 

国际海洋协会 

国际研究协会 

全国奥杜邦学会 

人口协会 

塞拉会

联合海员服务社'

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 

世界城市与区域计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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