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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的 

非正式协商进程 

第五次会议 

2004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 
 
 

  加强船旗国的执行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提出的文件 
 
 

1. 大会在其第 58/240 号决议第 28 段中，请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和其他

有关主管国际组织研究，审查并澄清“真正联系”在船旗国对悬挂其国旗的船只

（包括渔船）行使有效管制责任方面的作用。大会在其题为“通过 1995 年《执

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

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和相关文书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的第 58/14 号

决议第 22 段中，作出类似的邀请。 

2. 海事组织理事会将在 2004 年 6 月 21 日至 25 日举行的第九十二届会议审议

上述两个决议中的邀请，并酌情作出决定。 

3. 下列各段旨在扼要列出海事组织在加强船旗国的管辖方面的任务和工作的

主要内容。在阅读本文件时应参照于 2003 年 5 月 7 日在巴黎举行的船旗国执行

问题机构间协商小组的报告。 

关于海事组织的任务的背景资料 

4. 海事组织是联合国专门处理海事问题的专门机构，自 1959 年以来，该组织

制订了各项全面的多边条约，主要是对船旗国规定了多种多样旨在改进航运安全

和防止船只造成海洋污染的技术措施。附带说明，旨在防止和纠正船旗国在行使

管辖方面的缺陷的海事组织条约也规定了港口国的管制措施。 

5. 全世界执行海事组织最重要条约的国家占了世界商船总吨数的 95％至 99％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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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 1973 年以来，海事组织（当时为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秘书处积极帮助

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以确保海事组织文书的制订工作符合制订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尽管《公约》

只有一条提及海事组织（附件八第二条），但《公约》有数条规定提及由“主管

国际组织”制定有关海上安全、航行效率和防止与控制来自船只和倾倒造成的污

染等问题的国际航行规则和标准。 

加强船旗国的管辖：真正联系的问题 

7. 考虑到上述背景，海事组织的任务应与施行《海洋法公约》第九十一条第 1

款中关于真正联系概念的规定有关，在制订这项规定时应密切联系《海洋法公约》

第九十四条第 1 款所述事项，并使其成为船旗国有效行使管辖的具有约束力的条

件。 

8. 船旗国对有关航行安全和防止海洋污染的技术事项行使管辖的问题完全属

于海事组织的职权范围。自海事组织开始活动以来，海事组织通过制订各项条约

和计划来重申它在这方面的任务，这些条约和计划已导致加强船旗国的执行，以

致几乎所有适用于在世界从事商业性航行的船船的技术条例和规则都因为海事

组织的条约和规则而具有约束力和自动执行。 

9. 与海事组织在船旗国管辖领域的任务起相辅相成作用的是其他国际组织就

有关问题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受海事组织管制，但明显涉及船旗国为了

进一步通过执行《公约》第九十一条第 1 款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来实现的重大目

标而行使的管辖。在这方面，应特别提到第九十四条第 1款关于船旗国应行使社

会事项上的管辖和控制的规定，这明显属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权限范围。在船旗国

行使管辖方面需要有真正联系的规定也涉及粮农组织——在渔船捕鱼活动方面。 

10. 因此，只有与其他有关机构合作，才能对上述《公约》条款的执行进行全面

评价。 

11. 《公约》第九十一条第 1 款承认每个国家有权“确定对船舶给予国籍及船舶

悬挂该国旗帜的权利的条件”。在这方面，对海事组织而言，适用安全和反污染

措施的技术规则和条例与所有权的概念是完全分开的，而《公约》似乎明显承认

这是国内法所管的事项，而不在它的权限之内。 

12. 因此，安全和反污染规则和条例的适当执行不取决于所有权的概念。相反，

其适当执行的主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有效监督海事组织的规则、条例和标准的

海事管理机构。在这方面应这样看：海事组织的工作导致需要为设立有效的海事

管理机构提供专门知识和资源。由于许多国家参加了海事组织的各项条约，商业

性航运是一个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根据在海事组织主持下制订的国际海事法

律，这个行业需要遵守严格的安全和反污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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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据条约法所规定的义务，全世界 95％至 99％的商业船舶必须遵守海事组

织各项条约中越来越多关于更安全、更有保障的船和更清洁的海洋的要求，这导

致所有国家，不论其船舶登记处的规章制度如何，都须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适

用海事组织的规则、条例和标准，以此作为进行贸易的必要条件。统计数据显示，

不遵守上述规则、条例和标准的情况与船舶登记的规章制度无关，而是与所涉海

事管理机构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有效无效有关。 

14. 海事组织指出，在《公约》所建立的目前框架内，以及在履行被邀参加对加

强船旗国执行的手段进行研究的各组织的任务时，必须铭记两项因素： 

 (a) 不得将制订新的国际规则视为一种用来对付现有规则没有得到适当执

行的情况的手段。国家和国际组织应主要将重点放在加强现有的执行机制，就象

海事组织目前所做的那样；海事组织将重点特别放在制订会员国的审计计划，并

在其后执行这项计划，该计划旨在全面评价一个国家履行适用的海事组织条约所

规定的义务的程度； 

 (b) 应将有关船舶所有权的问题看成是明显不在海洋法权限范围和《公约》

所定义的国际组织职权范围内具有经济企业性质的事项；海事组织认为，为了建

立“真正联系”的目的，重要的是确定谁对船舶的运作和控制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