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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会议 

2009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纽约 

 

  有关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工作量的问题——向委员会提交的划

界案和接受初步资料 
 
 

  秘书处的说明 
 

1. 第十一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其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二第四条所订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十年期间的起算日期的决定
1
 

(a)段中决定，“对于《公约》在 1999 年 5 月 13 日以前开始对其生效的缔约国的

谅解是，《公约》所述十年期间应从 1999 年 5 月 13 日起算”。 

2. 第十八次缔约国会议在关于委员会工作量以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履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二第四条和SPLOS/72 号文件(a)段所载决定的能力的

决定
2
 第 1 段(a)分段中规定，“达成以下谅解：满足《公约》附件二第四条和

SPLOS/72 号文件(a)段所载决定所述期限要求的方式可以是向秘书长送交一份

初步资料，其中载有有关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指示性资料，并说明根

据《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要求以及《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
3
 和《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4
 编制划界案情况和打算提交划界案的日期”。 

3. 在同一决定第 1(d)段中，第十八次缔约国会议请秘书长在收到根据上文第 1

段(a)分段提出的初步资料后，通知委员会和成员国，并向公众提供这些资料，

包括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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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08 年 6 月 13 日至 20 日举行第十八次缔约国会议以来，为了满足《公

约》附件二第四条以及SPLOS/72 号文件(a)段所载决定的要求，下列国家向委员

会提交了划界案，
5
 日本(2008 年 11 月 12 日)、毛里求斯和塞舌尔——马斯卡林

海台区域联合划界案(2008 年 12 月 1日)、苏里南(2008 年 12月 5日)、缅甸(2008

年 12 月 16 日)、法国关于法属安的列斯和凯尔盖朗群岛海域(2009 年 2 月 5 日)、

也门——关于索科特拉岛东南海域(2009 年 3 月 20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关于哈顿-罗科尔海域(2009 年 3 月 31 日)、爱尔兰——关于哈顿-罗

科尔海域(2009 年 3 月 31 日)、乌拉圭 (2009 年 4 月 7 日)、菲律宾——关于宾

汉海隆区域(2009 年 4 月 8 日)、库克群岛——关于曼尼希基海台(2009 年 4 月 16

日)、斐济(2009 年 4 月 20 日)、阿根廷(2009 年 4 月 21 日)、加纳(2009 年 4 月

28日)、冰岛——埃吉尔海盆地地区和雷克珍海脊西部和南部(2009年4月29日)、

丹麦——法罗群岛以北海域(2009 年 4 月 29 日)、巴基斯坦(2009 年 4 月 30 日)、

挪威——关于布韦岛和德龙宁毛德地(2009 年 5 月 4 日)、南非——关于南非共和

国领土大陆(2009 年 5 月 5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

岛——关于翁通爪哇海台的联合划界案(2009 年 5 月 5 日)、马来西亚和越南——

南海南部联合划界案(2009 年 5 月 6日)、法国和南非——克罗泽群岛和爱德华王

子岛联合划界案(2009 年 5 月 6 日)、肯尼亚(2009 年 5 月 6 日)、毛里求斯——

罗德里格斯岛区域(2009 年 5 月 6 日)、越南——北部海域(2009 年 5 月 7 日)、

尼日利亚(2009 年 5 月 7 日)、塞舌尔——北部海台区域(2009 年 5 月 7 日)、法

国——留尼汪岛和圣保罗和阿姆斯特丹群岛(2009 年 5 月 8 日)、帕劳(2009 年 5

月 8日)、科特迪瓦(2009 年 5月 8日)、斯里兰卡(2009 年 5月 8日)、葡萄牙(2009

年 5 月 11 日)、联合王国——“福克兰群岛和南格鲁吉亚和南桑威奇群岛”(2009

年 5 月 11 日)、汤加(2009 年 5 月 11 日)、西班牙——加利西亚海域(2009 年 5

月 11 日)、印度(2009 年 5 月 11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9 年 5 月 12 日)和

纳米比亚(2009 年 5 月 12 日)。 

5. 截至 2009 年 5 月 22 日，下列国家根据 SPLOS/183 号文件第 1(a)段，在所示

日期向秘书长提交了初步资料：安哥拉(2009 年 5 月 12 日)、巴哈马(2009 年 5

月 12 日)、贝宁(2009 年 5 月 12 日)、贝宁和多哥(2009 年 4 月 2 日)、文莱达鲁

萨兰国(2009 年 5 月 12 日)、喀麦隆(2009 年 5 月 11 日)、佛得角(2009 年 5 月 7

日)、智利(2009 年 5 月 8 日)、中国(2009 年 5 月 11 日)、刚果(2009 年 5 月 12

日)、哥斯达黎加(2009 年 5 月 11 日)、古巴(2009 年 5 月 12 日)、刚果民主共和

国(2009 年 5 月 11 日)、赤道几内亚(2009 年 5 月 14 日)、斐济(2009 年 4 月 21

日)、斐济和所罗门群岛(2009 年 4 月 21 日)、斐济、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2009

年 4 月 21 日)、法国(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2009 年 5 月 8日)、

__________________ 

 
5
 根据《公约》第七十六条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要求提交的这些划界案的执

行摘要，见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网站(www.un.org/Depts/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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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2009 年 5 月 8 日)、加蓬(2009 年 5 月 12 日)、冈

比亚(2009 年 5 月 4 日)、几内亚(2009 年 5 月 11 日)、几内亚比绍(2009 年 5 月

8 日)、圭亚那(2009 年 5 月 12 日)、毛里塔尼亚(2009 年 5 月 11 日)、毛里求斯

(2009 年 5 月 6 日)、墨西哥(2009 年 5 月 6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09 年 5

月 5 日)、莫桑比克(2009 年 5 月 11 日)、新西兰(托克劳)(2009 年 5 月 11 日)、

阿曼(2009 年 4 月 15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2009 年 5 月 5 日)、大韩民国(2009

年 5 月 11 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009 年 5 月 13 日)、塞内加尔(2009 年 5 月

12 日)、塞舌尔(2009 年 5 月 8 日)、塞拉利昂(2009 年 5 月 12 日)、所罗门群岛

(2009 年 5 月 5 日)、索马里(2009 年 4 月 14 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以西)(2009

年 5月 11日)、多哥(2009年 5月 8日)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09年 5月 7日)。 

6. 根据 SPLOS/183 号文件所载决定第 1(d)段，提交的初步资料已公布在法律事

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网站(www.un.org/Depts/los)上。此外，秘书长已通

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7. 上述决定第 1(b)段规定，委员会将不审议这些初步资料，此外，同一决定第

1(c)段规定，根据《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要求以及委员会《议事规则》和《技术

准则》提交的划界案以及委员会对划界案的审议均不受影响； 

8. 此外，在 2009 年 5 月 12 日的来文中，瑙鲁告知秘书长，“由于目前缺少履

行《公约》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法律要求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它目前无能为力”，

并指出，“这不应妨碍瑙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和主权国家、沿海国，特别

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固有权利，在未来某个时间考虑主张扩展大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