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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1 9 8 8年 1 1月1日大会第43/18号决议提出的。该决 

议请秘书长除其他外就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情况和各种有关活动以 

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本报告是向大会提出的第六份这种报告。报告笫一 

部分概述有关海洋法的发展；第二部分介绍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为执行其任务而进 

行的活动。值得重视的是，大会要求就保护和保存海洋环境的问题向第四十四届会 

议提出一份特别报告，其中着重说明海洋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和控制与缓和世界气 

候方面的主要作用。 

2. 国际政治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许多冲突和竟争领域，对抗已由合作所 

取代。国际社会必须将注意力放到尚未出现这种新精神的领域。海洋法是一个可因 

所有国家都丧与而获益的重要领域。在目前的新政治气氛下，所有国家应可重新作 

出努力，使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普遍参加。 

3.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经常与系统各有关组织和机构交换意见和协商，可以 

肯定地说，各国日渐认识到海洋部门的普遍重要性，并越来越有兴趣拟订较全面的 

海洋发展和管理政策。各组织也从各国收到数目日多的多种性质的请求，要求在部 

门及较全面的基础上提供专门咨询意见和协助。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多次在协助a 

家制定政策和立法大纲时发现同时必须积极促进部门方面的协调和直接向国家政府 

介绍具体有关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有必要强调《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点，即《公约》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确定的平衡，及时对海洋各种使用方法作出的规 

定。现在日渐了解到，过份强调某一个部门可严重影响上述的平衡，从而导致国家 

的反应。这种对应可见于关于麻酔品和危险废物的跨界移动的最近两次全权代表会 

议。会上提出的若干提案与保护航行自由这一同样根本的！^:要发生矛盾。同样问题 

也出现在区域论坛上，如保护加勒比特别地区和野生动物的议定书草案（见笫57 

段）。因此，各有关组织已警觉到，除了必须确保向个别国家提供的意见和协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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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符合既定视范外，同时也必须注意在有关新问题的国际讨论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即有些因素可能不符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接受的基本原则， 

' 4.最重要的是，系统迫切需要较紧的协调，以面对全球性改变与海洋的作用 

M海洋的影响等问题的有关活动。各有关组织在海洋学科学方案秘书处间委员会 

最近一次会议上议定，他们必须利用各种即将举行的大型会议交流资料和进行协调。 

这些会议包括亚洲及太平洋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太平洋会议、笫二届世界气候会 

议、海洋-陆地-大气相互作用科学会议、区域渔业会议和渔业委员会届会、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区域后继会议。 

5.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最近就海洋事务召开的一次机构间特别协商（19 

8 9 年 7 月 1 4至 1 7日）同意，必须特别注意1 9 9 2年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的 

投入的性质及会议的后继行动，充分考虑到海洋对气候变化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及关注海洋环境的健康.此外也必须充分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国际环境法 

的逐渐发展和拟订较有效的管理战略所提供的纲领的重要性。如秘书长提交大会笫 

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2所指出，《海洋法公约》提供必要架构以达成其它协定， 

也提供就其它环境问题締结全球性协定的宝贵先例，和提供了 一大堆同样可适用于 

保护大气和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义务。 

第一部分 

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 

一.《公约》现况 

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 9 8 4年 1 2月9日截止签字，签署国共有 

159个。《公约》将在笫六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12个月开始生效. 

至1 9 8 9年 1 0月 1 5日为止，已向秘书长交存的批准书共4 2份，其名单如下: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林、伯利兹、巴西、略麦隆、佛得角、科特迪瓦、古 

巴、塞浦路斯、民主也门、埃及、$济、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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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马里；墨西哥、尼日利亚、 

阿曼、巴拉圭、菲律宾、圣卢西亚、塞内加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苏丹， 

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礼伊尔、赞 

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7. 七个国家，在秘书长提出上一份报告后批准《公约》.其中两个国家* 

作出了声明，使在批准时作出声明的国家共有1 2国。，值得注意的是，秘书长 

在1 9 8 8年1 0月 1 6日收到菲律宾政府一项声明，内容是关于澳大利亚对菲律 

宾在筌字时备案并在批准时碉认的谅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6声明宣告，除了别 

的以外，"菲律宾政府准备使其国内立法与《公约》规定统一"，并"已开始釆取必 

要措施，根据《公约》规定制定关于群岛海道通过和菲律宾对群岛水域行使主权权 

力的立法".它向涣大利亚政府和《公约》締约国保证，"菲律宾一定遵守《海洋 

法公约》的规定". 

；国家惯例和国家政策 

A .国家惯例 

8.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家海洋惯例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在生 

效以前，《公约》已成为现行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 

9. 普遍同意的是，《公约》第三条规定的1 2海里界限已成为国际海洋法的 

规范.现有约 1 0 8个国家主张以1 2海里为其领海。7最近通过1 2海里领海的 

国家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0. 值得注意的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将其领海主张从5 0海里减到1 2海 

里，从而符合了《公约》所载的规范.'° 

11. 美利坚合众国在1 9 8 8年 1 2 月 2 7日通过一项《总统文告》将其领海 

从 3海里扩展到 1 2海里，《文告》明确指出，"根据国际法，如 1 9 8 2年《海 

洋法公约》适用条款所反映，在美国领海内，所有国家船只享有无害通过权，而所 

有国家的船只和飞机莩有通过国际海峡的权利"。 



A/44/650 
Chinese 
Page 7 

12. 1 9 8 9 年 9 月 2 3日，美国和苏联发团联合声明，宣布除了别的以外， 

"两国政府以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为准则，该公约在海洋的传统 

'便用方面普遍构成国际法和惯例，合理地照顾到所有国家的利益，两国政府认识到 

必须鼓励所有国家将其国内法、国内规例和惯例与《公约》条款统一"。 

13. 连向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题为"关于无害通过的国际法规则 

的统一解释"的条文。条文明确指出，"关于船只无害通过领海的有关国际法规则 

巳载于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是第二部分第3节"，此外， 

"所有船只，包括战舰，无论其运载货物，配备武器和推动方式为何，均享有根据 

国际法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而无须事前通知或许可".其他条文解释除了别的以 

外，《公约》若干有关条款，包括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二+pq*a-— 

五条. 

. 1 4 . 约 7 4个国家主张专属经济区，另1 8个国家主张专属渔业区. 

15. 根据荷兰赞同划定专属经济区。"该国认为，划定专属经济区将 1 吏荷兰 

可以通过国内立法适用获得普遍承认的有关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的国际环境标准-一-

特别是管制专属经济区内的一切倾倒和焚化活动的权力。'2 

16. 荷兰政府还断定，设立专属经济区是进一步保护和保存:！匕海海环境的积极 

步骤。在通过这方面的任何立法以前，该国政府希望在1 9 9 0年荷兰举行的下一 

届国际北海il家部长会议上提议其他北海国家设立专属经济区。在这方面着重指出 

的是，如果北海设立专属经济区，国际合作将在保护和保存海洋环境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法il与挪威已设立专属经济区。 

B.海岸和海洋的管理 

1.海岸和海洋资源的综合眢理 

17.由于人口增长、寻求^屏的压力大和引进可多直使用海洋空间的新技术， 

发达s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曰益相同的问题：海洋和海岸资源遭到滥用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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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稳定和海洋和海岸生态的变异造成环境退化.此外，多重使用的相互影口 

时常导教沖突，这是由于对一种资源或一个海洋地区多于一种的使用以敎使其他使 

用者无法使用其他资源或同一空间或对其使用造成妨碍的缘故.资源使片J者之闾 

这种冲突的错综复杂也可能危及资源的最佳管理和稳定使用. 

18. 要有效地解决目前种种问题需要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逬行综合管3¥，以 

遯免戏降IJJ;克用海洋造成的冲突，和保障扩大国家管辖的海洋区域所获得的长期价 

值相利益.为了这项目称，各国必须制定运当的规划基本结构，使各国的海洋政 

策目标*以确立，并转变成具体的方案和项目.各S也必须发展机构体制和资源 

管珲程序，使人们和机构能一起协调资源的使用和管珲的决衆. 

2 . 1 9 9 0年代的新挑战和新机会 

19. 关于海洋管理的问题包估协调合21使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和管? 1不 

同海洋使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20. 虽然海岸管理的观念和海洋管31的更广泛的观念在过去二十几年间分别存 

在，但只有在过去十年间海岸管理才获得势头，至今有二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 

发国家一起制定或正在制定全D性或地方性的海岸管珲方案. 

21. 在近年采取海洋管理方案的国家中，有少戮几个国家采取了全新的办法即 

在单独一项综合计划中涵括了本国管辖的海岸地区和广阔的海洋地区.这些国家 

取得的经验（将在下文提洪实例）将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这种新趋势II供可贵的 

资科. 

(a)海岸地区的管理工作 

22. 东南亚11家联盟（东f )已经采取主动，制定海岸综合管理战以确保 

其可冉生资源的持久发展1* ‧ 它制订了一项区域项目，其中包括六个用来发展 

管埋计划的试行地点，以试验这些计划是否可行• 试行地点分别在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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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S,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国和新加坡.它采取整体综合办法以解决不同的 

海岸资源管珲问题.规划过程是以一套有系统的活动制订、/f岸地区管理，区域计 

'划的总政策.不过所采取的办法根据所涉国家的社会文化相政治条件而有所不同. 

-23.在整个拉丁美洲也有令人慼到鼓舞的行动，其中最直要的发展是巴西在 

1 9 8 2年展开的海岸地区管理方案.1*有巴西1 7个海岸州参与的这一方案获 

得一个设想周全的11家体制和发展结构的支持.同样地，哥伦比1也正在为其加 

勒比海岸和太平洋海岸制订海岸管珲计划."这些计划将考虑到每一地区问题的 

不同性质.厄瓜多尔的方案最新，主要是集中力重解决污染、讲水下降相虫〗；业管 

的具体问题."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奇和巴巴多斯等其他国家，海岸地区管珲 

构成其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具体方案的一部份. 

(b)海洋管理工作 

24. 荷兰的海洋管珲工作于I 9 7 9年开始，制定了一套长期协调的北海政策， 

其主要目标在于促使更加协调和均衡地发展与北海有关的活动."协调北海的政 

衆是一项不断进行的过程，各种发展和问题都愈来愈以协调的方式解决.这项政 

策有三项受到定期审査的组成部份：政策构架；行动纲领；和体制拘架.行动纲 

领的最重要成果是I 9 8 6年通过水质计划，在同年决定设立荷兰海防部队和在 

1 9 8 8年通过海运政策计划， 

25. 1 9 8 7年俄勒冈州（美利坚合众国)根据《f我勒冈海洋资源管理》‧liT 

了俄勒冈州海洋资源管理方案.本方案扩大了俄勒冈的全州综合规划和海岸区域 

管理方案，为州政府、联邦政府和俄勒冈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协调的全国政策相管 

, i f l体制.在结合整个地区全面土地使用规划、海洋资源的规划相眢^方面，这 

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在充分执行《法案》之后将制订两份规划文件，指导州政府 

和联邦政府有关岸外活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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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印度尼西亚选用了另一种不同的办法，它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局的 

筹划下，制订了印度尼西亚海岸相海洋资源锶定发展行动计划的中期（5年）政策 

扣方案，以配合其1 9 8 9 — 1 9 9 4年五年国家发展计划.' ‧目前正在审议中， 

的这项行动计划制订了一套全面战略，用以管相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和海岸资 

源.它对管理和经济活动采用多部门的办法，并且考虑到海洋资源和海岸资源两 

方面.它也建议设立一个机构间协调体制，监督行动计划的执行. 

三.觯决冲突和争端 

2 7 . 国际法规定Bli:邻S家有义务商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的划定，"以便 

得到公平解决"（第七十四条和第八十三条）‧ 至今已有许多海洋界线的争端通 

过谈判觯决，并达成了协议，并且这种数目还在增加.最近的实例是所罗门岛政 

府-相^大利亚政府之间设立了一些海域和海床界限的协定（1 9 8 8 年 9 月 l i e ) 

法S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11政府之间划定多佛海峡的领海范il的协定 

( 1 9 8 8年1 1月2日）；联合王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之闾划定两国之间大陆架 

区域界线的协定（1 9 8 8年1 1月7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娈内瑞拉政 

府关于划定海洋和次海洋区域的协定（第一阶段）（ 1 9 8 9年 8月 4日）. 

在此不妨同时注意到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il订定的条约明确指出双方注意 

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 8 . 根据《公^》的规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各 iS有义务通过解决的程序寻 

^觯决办法，例如调觯，仲裁或司法解决.至今已有若干重要的争端通过这些解 

决争端的方式获得解决. 

2 9 . 萨^瓦多和洪都拉斯购国之间关于土地、岛峋和海洋界的争端！；〗在D际 

法院法宙议之中， 

30 . 国际法院自1 9 8 8年8月1 6日以釆已处理丹麦和掷威捕鱼区和大陆架 

划界问题的争端，涉及格!^兰东岸和掷威扬马延岛之间的水域，灰方都认为这片约 

75 000平方公里的区域为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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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89年3月30日，加拿大和法国（圣犮埃不岛和S、克隆岛)；就其捕 

鱼;海洋边界的争端签订了两份协定：加拿大政府和法国政府关于19 8 9 — 1 9 9 1 

年间捕鱼协定和为划定加拿大和法国之间海洋区域设立仲裁法院的协定. 

32. 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仲裁法院"需要划定法国邻近和加拿大附近两个締约国 

之间海洋区域的边界".法院将划定一条边界，使締约国能根据II际法在这一海 

洋区域内行使权利和管辖权.裁定工作估计需时三年. 

33. 1 9 8 9 年 7 月 3 1日,仲哉法院对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之间的仲裁作了 

裁 决 . 1 9 8 9年 8月 2日，几内亚比绍不接受这次裁决.几内业比绍将海洋 

定界问题的争端送交11际法院（1 9 8 9 年 8 月 2 4日第 8 9 / 1 7号新闻稿）. 

共同发展 

34.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建立一个合作区，以便开采帝汶海的石油资源， 

虽然两国在1 9 7 1年和 I 9 7 2年达成了协议，划定了帝汶以东和以西区槭的 

两国大陆架，但两国对东帝汶印度尼西亚省和澳大利亚北部之间的大陆架过界无 

法我到解决办法.澳大利I根锯国土延伸原则一地^学提出要求，而印度尼 

西亚根据距离准则提出要求.目前的谈判是由于双方无法找到相互接受的界 

的缘故. 

35. 这一区域将分成三区，共同发展伴制其正只用于A区；对该区将设立一个 

共间机构进行共同眢il. 目前下列问题进行^#<』：行政安徘、采矿制、法 

律运用，包括刑法、就业法、税法等问题. 

四、关于海洋法的其他发展 

A .和平用途 

海军军备_^裁军 

36. 裁军审议委员会在主席的主持下，继续逬行专题逄商，研究海军军备限制 

和裁军问题以及是否适宜在海上实行建立信任的措;^ 秘书长关于海军军备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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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报告"以及主席的.各次报 t i V C J j . 10/102» 10/113以及最近 

的A/CN. 1 0 / 1 0 2 / 1 3 4 )为逬一步的工作打下了 M实基础。"参加协两的各方， 

认为，今后的任何措施都应体现为法律文件，并要符合一般的国际法原则，包括 

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方一再强调，该《公约》的各项杀款照顾' 

到了各方的利益，只要严格加以执行，；St能满足船旗国和:^海lii的安全窬要。 

37. 国际法方面的某些展衩认为是特别适宜的。对于更新现行的某些海战 

法规的可行性给以了更加密切的注意，特別是可否逋过一项有关便用水甯和渔窗的 

#r的议定书——1 9 8 1年《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衩认为具有过分'Kr署力或滥杀 

滥1^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附加议定书，来更新1 9 6 7年关于叛设II动迩友水害 

的《第八项海牙么、约》。^典已提出有关水雷的议定书草茱（A/CÏ. 10/129)。 

鉴于福克兰/马尔维纳澌冲突祁F朗、伊拉克战争，更有可能作出逬一步努力剁定 

关于无窗区的国际法，特別要提到从事海上和平活动的非交战船只的安全方面。 

38. 还大力支持制定一项多边协定，防止^海外的海上事敌。制定这类协定 

时，必须符合所有有关国家加强海上安全的要求，丝毫不能减^传统的航行自由。 

这样一项协定将是对现有的各种双边协定的补充，如《美苏关于防止公海和公海上空 

亊玫协定》（ I 9 7 2年）；《美苏关于防止领海以外海洋事故协定》（1986 

年）；和新的《傳蒽志联邦共和a与苏联关于防止领海以外海上寧故协定》（1 9 

8 8年）。为达成有关海上事故的一项了解，法国和苏联也逬行了几次会谈。已 

经提出建议，这种多边协定可以借鉴现有谷项^边安排的某些原则，要考虑到国际 

海事组织海上避免碰撞规则公约等文件。 

39. 最近以来，涉及到核弹头和核反应堆的海上亊故所造成的危险引起人们注 

意。从迄今为止对过去各项事故所进行的研究米看，还没有证据说明对海洋生命 

已迨成放射性,响。"然而，事故的数童看来在曰益增加，随着通过的苏联潜水 

艇 的 增 加 ， 掷 威 就 有 这 种 经 验 。 肯 定 要 涉 及 到 迅 速 通 报 问 1 9 8 6年《及 

早通报核亊故公约》要求各締约国将这种事诙立刻逋知受到或可能受到实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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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些应当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 9 8条规定一国有义务当获知 

"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窨的i€切危险"的情况时，要立即通知它认为有可能 

'受这种损害! ^响的其他国^ 

B ‧ 、 , 法 

' 1 .非法贩运脉醉药品和猾神药物 

40. 1 9 8 8年 1 2月 1 9日，联合国柰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積神药物公约 

获#逋过。公约除其他外深^关切"麻肸药品祁褙神药物的非法生产、耱求及 « 

运的巨大现模和上升趋势，构成了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严亶威胁，并对社会的经济、 

文化及政治基础带来了不利,响 "（见前言)。 " 

41.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明确谈到海上非法贩运问题 

( 第 I 7条）。各国有义务按照国际海洋法规定，逬行最大可能的合作打击海上 

非法贩运（还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 0 8条）。有合埋根据怀疑某一船只从事 

非法贩运的締约国，可将此事通知船旗国，并"要求船旗国权对该船只采取适当 

措施"。船旗国可授权要求国登船裣査，如友现非法厥运证据，可对潘上人员及 

货物采取适当行动。这种行动不R;!;及"海上生命安全、船只和货物安全，也不应 

损署船旗国或任何有关国家的茼业和合法利益"。必须将所采取的任何 i t动尽逨 

逋知船旗国。 

42. 其中明确规定，此种行动只能由军舰和军用飞机、或具有执行公务的明显 

可识別标记并获得有关授权的船舶或飞机逬行。" 

43. 制止海上非法贩运所采取的行动，应适当注意不BL干预或彩响^海国按 

国际海洋法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管辖权的行t*» 

2 .海难救助 

44. 1 9 8 9年 4月 2 5日，在伦敦通过了国际海难教助公约，公约指出，各 

项重大Z支展情况，特别是对保护环境的日益关切，说明有必要审査19 1 0年《统 

一有关海上救助的某些法侓观则的公约》中当前所载的某些国际现则。公约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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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见前言）。 

45. 当固定或浮动平台或活动海岸钻探设备在现场从事勘探、开采或生产海/ife ' 

矿物资源的时候，本公约对这些平台和钻探设备并不适用（第3条），对于一国所‧ 

有或1^的军观或其他非商业船只并在海难救助作业时享有主权豁免者，公约也不适 

用。如某缔约国决定将公约适用于该国的车舰或其他国有的非两业船只，iiiî将 

祌适用的范围和条件逋知国际海事组织祕书长。 

46. 新公约列有一项新的规则，对从事预防海上污染作业的海难救助公司在未 

能取俜报II时，也可给予特别补1尝。公约第十四汆规定，救坳者的海难教坳作业 

防止或减少对环境的损箐，船主对救助者所付的特别补偿祯鑀多可堉加至救助者所 

用赞用的3 0 %。 如果法庭认为公平合埋，还可进一步增加特别补偿额，"但所 

増加的总额不傳超过教助者所承受黉用的1 0 0 % " 。 

47. 各国可对下列情况提出保^意见：（a)海难救坳作业在内陆水^逬行， 

救助的所有:!只是内陆水域航行船只；海难救助作业在内陆水械进行，没有船只 

受到救助；（C)所涉的财产是史前的、考古的或具有历史;t义并位于海y《的海上文化 

财产。 

3 .海上安全 

海事组织的新X书 

48. 1 9 8 8年年底，一起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几项议定书修订了 

1 9 7 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该公约1 9 7 8年的议定书以及1 9 6 6 

年 《 载 Ï 线 公 约 》 （ 公 约 清 单 ， 见 秘 书 长 关 于 海 洋 法 的 特 别 报 告 （ 和 

C o r r . 1,附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和一个新的统一的船只调 

查和鉴定系统。这些议定书可望于 I 9 9 2年 2月 1日生效。 

49. 全球海难和安全系统已经酝醭了许多年，海事组织、国际^信联盟和海淬 

卫星组织也逬行了多次讨"^ 该系统的i本镜念是，将海难事件迅速通知岸上的 

和海上距遇难潘只最近的馊寻和教助当局，以便尽重减少延误开展协调的搜寻和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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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作业。搜寻活动也要 ^ 照 1 9 7 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所，jt定的:埕序 

逬TT,海爭组织搜寻和救坳手册对此有详细的规定。不论船只所遇难的地区，全 

-球海岸和安全系统将提供逋讯手段。该系统还将提供急和安全逋讯，传播海上 

安全资料，包括航行和气象警报。虽然卫星可以发挥直要作用（逋过海洋卫星组 

―织），但仍然不能芫全代替现有的海上无线电it讯。 

C.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50. 大会已收到秘书长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i克的专题报告（A/44/461和 

Corr. 1),其中介绍了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敢近友展情〉;î« 

1.石油污染 

51. 若干会员国现在明显的敌力于扩大和加强关于石油污染的国际合作，这可 

能影响到海亊组织的各项活动。虽然最近的漏油亊件的破坏性不象过去灾难性漏 

油事件那样严重，虽然这种亊故的可能性永远不能完全排li^,但是最近几年漏油亊 

件的数童和地点已经提出一个直要的问题，即能否在预防性条及其实.5£方》和在 

对付污染方面作出更多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污染损害所呆取的行动，其效益取决 

于沿海国愿意作出多大努力对im些紧患事件。要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映，鼠必 

须事先作出规划，列出需要保护的资源和需要动员的人力、机械和其他设备相4"资。 

海事组织逋过其技术合作活动，可以协助各国制订S急计划并编写了一份石油污染 

手册。类似的一份化学污染手册正在编写之中。 

52. 托运人和各国政府都非常#切的注;f,目前备祌市场力童的结合（油价下 

‧跌，贺易增长）以及明显缺乏市场管理的情况，包括临时应付的规划办法，走否会 

危害海洋环境的保护。竟争性很强的海运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了走出长达 

~十五年衰退的迹象，各船主正在寻找效率最高、成本鲮低的营运方法，如继续便用 

老龄的船队，将船只在提供较大经济好处的国家重新注册。虽然最:^生的事故 

是由于个别船长的失职而不是由于船只的老龄或所谓敷衍了事的公司，但海运方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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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变化表明，蔷要认真研究大：t运输原油所造成的危险。现在闲置的大型油 

船的数重，约为三年前闲置数童的四分之一。1988年具有最大两船队的国家 

是利比利亚，8960万《"ife;巴拿马，6970万‧"ïfe;日本，3850万》屯；#腊，3790 

万《"ife和塞浦路斯，3220万《"ifeo 

53. 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7月份举行的首脑会议，要求海事组织提出逬一步竹 

动的建议，以预防各海洋的石油污染，弁呼吁所有国家遲守和充分执行关于防止石 

油污染的各项国际公约。因此，海事组织于9月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上述问 

题，重点是对漏油情况作出紧恚反映。 

54. 在南极条约系统范围内，不仅关切1月份友生的漏油事件，而且也关切全 

球的环境问题（吴氧层的减损和气候的变化），因此10月份第I5次南极汆约协 

两会议所通过的议程非常重视若干环境问题。这次会议将要讨论如何综合现有措 

施和祈的措施，为保护南极环境提出一套全面办法；南极在了解和监督全球变化方 

面的作用；海洋污染和有关的责任；扩大南极保护区的适用范围；改进管il废物处 

埋的揞施；数据的收臬和管理问题，包括保存南极有关措施的数据，有关的问题还 

有改逬制图和传送气象和冰的资料，特别是堉进航行安全。 

2.特别区域和很敏慼海域 

55. 有某些海域，由于其海洋学和生态学的条件，以及其交通方式的特点，要 

求规定更加严格的徘放条件，因此根据1973年预防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及其 

议定书（海洋污染公约7 3 / 7 8 ;将這些地区定为"特别区域",其中包括有： 

附件一（石油）和附件五（垃圾）规定的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和红海以及波M 

湾；附件一规定的亚丁湾；附件二 （散装有毒液体物质）规定的波罗的海和黑海。 

海洋环境保护夯员会10月份会议可能根据附件五将北海也定为特別区^ 

56. 竭定很敏懕海域标准的工作，限于在本组织范围内采取的行动，例如，可 

以根据海洋污染公约7 3 / 7 8将一个地区定为"将別区域"；或将特别区槭的排 

放限制适用于在该区域作业的船只；或根据海事组织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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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特别航遵措施；或在该区域四周规定一个续冲区，在该区械和後冲区內限,某 

些海上活动。 

57.有关大地中海区域特别保护区和野生生命的议定书草茱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定褐。然而，一个堇要的未觯决的问题是，在议定书草茱中有一个条款草茱，授 

权各国可以采取措施管理船只的通过、停泊和停霏。有人建议，该款>S提到联合 

国海淬法公约第2 1 1汆第6款规定的关于特别区塽的.m序，即超过晋遍铵受的国 

际规则和标准的:^海国的观窣，需经主管国际组织（海事组织)同意后才能执行。 

此处的根本关切是，碉保该条规定符合在专属经济区无香逋过的权利和瓶行自由。 

但是，有若干国家已经宣布，不能接受对其管理船只逋过特权的限制。此爭项要 

留待会议解决。 

3. 

58. 在1 9 7 2年《关于防止倾弃废料和其他物质造成海洋污染的公约》，即 

《伦教倾弃公约》，的构架内通过的各项尽量减少有害作用的程序有效地指导了倾 

弃场址、倾弃技术和监测方案的选择。这些程序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如果不 

便用正确的危害评价和执照管制方法，海上倾弃可能造成的损害。《伦敦倾弃公约》 

的程序也有效地促进了控制一切来源的污染和提髙了全面废料管理办法的价值。 

59. 影响各区域制度《伦敦倾弃公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映出为保护海洋环 

境而釆取更为整体和全面性措施的日益增长的趋势。它们肯定有助于在决定不管在 

陆地或海上的最佳废料处珲选择方面正在出现的协调努力。 

(a)科学问题 

60. 颁发倾弃许可证时首先需要考虑这种倾弃的后果评价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 

据，而《伦敦倾弃公约》附件三提供这方面的指导。不过，在什么构成评价倾弃后 

果或决定海上处理的可接受危险程度，或说实在的，考虑在海洋环境的其他形式废 

料排放的足够科学基础方面继续存在困t这些问题在许多，包括《伦敦倾弃公约》 

的论坛上正在积极进行审议，并且显然在审议有关"预防原则"的海上处珲时汇合 

在一起（例如由1987年国际保护北海会议认可的"预防原则"）（又见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15/2 7 号 决 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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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该项原则J5映出人们关切如何充分地处理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为有害的物质， 

而这些物质可能广泛地扩散和造成未预见的生态1^响。许多科学家认为，在假定影. 

响条础上进行管制是违反管制必需同实际影响评价连在一起的信念的，而可以预期 

科学能够签定一些危险如此低的情况，以致可以认为它们对人类健康或海洋环境不 

产生实际的响。 

62. 在越来越多的辩论里，一个新的重点是现有文书上广泛使用的"重大损軎" 

和其他类似的措辞，而最新的了解是，损軎或危窖的评价主要涉及不属于科学或技 

术范畴的价值判断。在这里和别的地方，经济考虑预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评 

价海洋污染的现状和趋势、优先注意领域、污染引起的费用及其控制带来的好处， 

废料处理的其他选择的相对适宜性等方面，经济如果密切同科学联系的话将会发挥 

*为有效的作用。 

l b ) 海 上 焚 化 

63. 1 9 8 8年《伦敦倾弃公约》締约国协商会议通过的第IDC. 35a】'号决 

isa义定那些尚未便用海上焚化办法的締约国在开始这种作业以前应该考虑陆上的变 

通办法，以便发展出更安全和环境上更为人接受的解决办法。它也呼吁各缔约国:^ 

即俘止出口液体废料到非締约国水域中进行焚化。締约国又同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步 

骤在1 9 9 1年1月1日以前把海上焚化有害液体废料减到^小或作大椹度的减少， 

并且在1 9 9 2年重新进行评价，目的要在1 9 9 4年 1 2 月 3 1日以前停止这种 

作法。重新评价时将审查科学和技术方面和陆上变通办法的实际可行性，也将注意 

輿斯陆委员会在分阶段停止海上焚化方面取得的经验。 

1 0法律问题 

64. 1 9 8 8年 1 0月举行的《伦敦倾弃公约》締约国协商会议议定《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和《伦敦倾弃公约》之间没有根本的不一致性，因此不需要提出修正 

案。各细约国也同意《伦教倾弃公约》应该参照1 9 7 2年公约通过以来的国际法 

发展来进行斛释，包括《联合S!海洋法公约》第xil都分的国际法发展。协议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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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伦敦倾弃公约》第七条Ucl段和2段的规定（在締约国管辖范围内的船舶 

和台架等设施上的实施；在締约国领土内采取的措施）应该按此作出解释。该会议 

赞成其法律小组的结论，締约国可以按照国际法不仅在其领水上而且也在其专属经 

济区及大陆架上适用《伦敦倾弃公约》。 

65-不过，协商各方已经注意到其法律小组对是否必需首先设立专属经济区然 

后、;0"海a家才可以对该区域进行的倾弃活动行使瞢辖权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捍 

出的几个逑i义主张应该明确地澄清这个问题，办法是修订第七条条文，这一条关系 

fil各缔约国在:S个别领土内釆行防止和^罚违反《伦敦倾弃公约》行为的措施.会 

‧Wi父定这个问题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再进行宙查. 

4.危险疲料的跨边界运输 

66.《伦敦倾弃公约》的締约国在1 9 8 6年通过了一项决议（LDC. zm), 

建议不输出废料作海上处理，特别是载列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上的物质，"除非有必 

要原因进行这种输出和该种废料将会被按照《伦敦倾弃公约》的规定加以处理"。 

在10月举行的下一届协商会议上，缔约国将审査根据1 9 8 9年《关于管制危险 

废料越界运输及其处理的巴塞尔公约》通过的笫2号决议，该项决议要求审查《伦 

敦倾弃公约》和新公约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就《伦敦倾弃公约》内需要增加的任 

何措施犊出建议，以便控制和防止在海上倾弃有害废料。《巴塞尔公约》,9条的 

非法贩运定义包括违反公约和一般国际法原则故意处理（例如海洋倾弃）有窖^料 

和其他废料的贩运。上述笫2号决议指出，海上废料处理必需速照《伦敦倾弃公约》 

的各项规定。秘书长的报告（A/ 4 4 / 4 7 9 )载有关于《巴塞尔公约》的简要 

说明。可以注意到的是，《巴塞尔公约》不包括源于船舶正常作业的废料.该类废 

料的排放是在7 3 / 7 8海洋污染监测方案的范围内，而无论如何，海亊纟.P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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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放射性废料的处理 

67.《巴塞尔公约》明确地把放射性物质排除在其范围之外；不过，该会议要-

求协调新公约的程序和有关放射性废料的国际交易习惯作法（第5号决议）。一个-

有来自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原子能机构、海事鉬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 

的专家參与的原子能机构组正在拟订一套习惯作法守则及其基本原则和要素，例如， 

一切放射性废料的国际交易应该在获得有关国家按照其法律和条例明确表示同意和 

符合国际上公认安全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不应向缺乏安全管理和处理放射性废料技 

术和/或行政能力的任何国家输出这类废料，而进行跨国界的废料运输应该符 

般公认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放射性废料管理委员会来审查和 

指导原子能机构的整个放射性废料管理和处理方案的发展（见 A / 4 4 / 4 8 0 )。 

该纟11也充当就真有全球重要性的一般放射性废料管理和处理进行情报交换和审查有 

关国际议定守则的论坛。 

68. 《原子能机构安全文件丛书》"载录了在免放射性源和惯例不受条例 

管制方面上达成的一致意JL这些原则适用于合理化管理非常低强度的放射性废料 

管理的程序。《安全文件丛书》描述为一些可能获得終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焚化 

设施里的处理，或在^海的处理场址上排放入海，或排放入大气。一份新的题为 

"评价在深海处理低强度放射性废料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的报告已经作为原子 

能机构技术报告丛书第2 8 8号出版物出版。 

69. 目前正在草拟一个新的区域公约，以保护东南太平洋的2 0 0英里;内区域 

和超过这个极限的大陆架不受放射性污染。在这项协定下，缔约国将同意禁止倾弃 

任何放射性废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和任何在底土上的埋藏。这份文书就象《伦敦倾 

弃公^》一样，将依靠原子能机构的建议。其草拟从紧急悻况下合作方面的最的 

发展中有所得益，即缔约国将有义务制定应急计划和鲤持有效执行所需的资源。此 

外，在遇到不可抗力的时候，締约国将合作把危险减到最小，确保使用通信媒介来 

即:时进行通信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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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海洋科学研究相海洋事务 

70 .占地球面积7 0%的海洋仍然被称为世界"最后的边界"，在许多重要领 

域内，分析湘应用品知识*J能力仍然不多，对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的影 

响.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机构深切认识到为各种目的彻底改善对海洋的科学 

了觯的基本需要，并通过海洋科学规划秘书间委员会提俱积极的合作，修订海洋科 

学国际合作所根据的基本纲领——景初于1 9 6 0年代制订的《海洋研究长期扩大 

方案》.国际水文学组织还报导在海洋和海岸发展所必须的海洋区蜮调杳和绘图 

方面的情况仍然令人非常不满. 

71 .在过去1 0年内，技术发展对海洋研究及其规划.相进行方法有巨大的影响. 

已经研制出持续自动埘费海洋参数的科学仪器，载人湘遥控操作的淋永器使关于 

深诲复杂环境的研究得以进行，卫星慼测海洋温波浪、海面永与生物生 

殖率有关的海永颜色已经从发展湘证实阶段变成可用工具.与传统但仍然不可小的 

研究船队并驾齐驱.因此，卫星将彻底改革未来 2 0年的海洋观测，应向所有进 

行全球研究的科学家$1供卫星测量.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成长期数据收蘖、 

分发和存，以及比以前构想的规模还大的处理相评价.此外，电子计算机化通 

讯系统也便成世界各地的科学冢交流数据、资料相观念，从tfo'促迸真正09全球科学 

合作.现有的国际海洋数据分析相交流?构肄立了一个可行的制唐，经常被爰引 

作为其他环境事务的例子.但是，必汆指出这些交流机制经费不足，在一些ISl家 

内已不再执行业务，因此失去研究气候相污染所需的宝贵数据.这些近代的进展 

海洋观测，为合珲利用^瞥理海洋环境及其资源提供重要的新机会. 

72 .同时，有人着重指出，海洋发展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因此.必须特别注 

意在今后利用海洋资源^环境方面确保持续的发展.此外，由于海洋在维持地球 

上的生命支持系统所起的支配作用，会产生重大的复杂因素，而对环境及其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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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根可能左右许多海洋研究湘海洋事务方案的前景. 

73 .必须强调的是，海洋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仍然在探索过程中，新的• 

珲觯的主要夹源来自新的观测而不是来自理论.无论如何，全球预测模式必须用 

对海洋永位、温度相盐浓摩等海洋状况的观测来核实，而且必须同大气、海洋相洋 

底之问热流、水流、粒子相气体的测定流量比较.因此，海洋枓学正在进入一个 

密集的数据收巣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綺到1 9 9 0年代后期.甚至剁 1 9 9 0年代 

以后. 

74 .海洋科学的发展和对海洋科学的要求不仅对联合国系统5^长和傻进科学调 

查的作用有显著的影响，也对有关问题，包括有效执行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制^湘解 

决任何有关都署相操作海洋数据存取系统的法律问题，都有显著的影响."联合 

上普遍认为优先需要是促进可以釆取的实际办法，尽量减少或解决在加速诲洋科学 

n查进程中可能查明的任何法律问题. 

75 .因此，太报告这一节主要是讨论俜订《海洋研究长期扩大方案》及其关于 

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所起作用的组成都分.包括海洋水位上升筝问题以及综合 

全球海洋监测等优先需要.此外，还简要地说明在《海洋研究长期扩大方柒》范 

围内资源*有关污染的研究的优先领域. 

1 .修订《海洋研究长期扩大方案、 

76 .政唐间海洋学姿员会及各有关机构，包括特别是海洋科学规划秘书处间姿 

员会成员，为《海洋研究长期大方案》拟订了一个大大加强相协调一致的纲领. 

还从而制定了联合国系统内合作相协调的有效优先次序.此后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大会也认为修订《海洋研究长期扩大方案》向«间海洋学委员会拍整个联合 

ISi系统提供一个调整目标的机会，因为目前世界政治與论正巣中于环境问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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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球变化的需要，海洋为全球变化的一大要素.政府间海洋学夯员会大 

'会还注意到在（世界气候研究方案》以外的a际气候研究活动的扩大;激增ifa必须 

确保强有力地协调海洋学绍成郁分. 

77. 须由各国采取协调行动和由各有关组织进行国际协调的优先领域如下： 

(a) 全球气候研究方案和有关大规模海洋学实验以观测和理解空气一海洋的相 

互作用，海洋对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环境规划署 

和海洋学委会）； 

(b) 研究和监测海洋污染以测定和评估人类活动的影，〗，特别是在^岸交界区 

造成的退化和污染（国际气象组织、环境规划署、气象组织、粮农组织和海洋学委 

会）； 

(C)研究、;&‧岸和公海的整体海洋环境、其物理和生物特性和过程，并强调其作 

为生物资源居留地，其地质和地球物理性质，其中包括浅海和深海区域、海洋、海 

床和大气交界处的非生物资源（联合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教科文组织、气 

象组织和海洋学委会）； 

(d)加速发展海洋事务，包括观测和监测系统，以!^戍支助研究和海洋利用的 

世界海洋观察，这是向会员国及其海洋使用者提供的一般性服务（气象组织、环境 

规划署和海洋学委会）。 

78. 修订的计划认识到国际科学的特别问题将是全球海洋研究和监i则的费吊、 

规模和复杂程度，因此必须制定明确的目标，加强国际研究合作和协调共同服务， 

以及取得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本身的长期承诺。合作应炉展到分享技术设施，如船 

只和卫星，以及促进为海洋研究和监测目的进入专属经济区. 

79.卫星发射的延迟，在目前这一代试验卫星后可能出现的中断，以及关于数 

据存取和收费的政策问题引起了严重的关注，特别是对海洋长期观测战略来说.因 

此有人强调，在有关全球变化的大规模研究努力逐渐失去势头（1 9 9 0年代后 

期）时，切不能让这些已经发展出来的能力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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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国际方案编制也必须针对收善目前海洋研究未能同国家发展规划及海洋禾, 

用和资政策制订有效结合的情况.海洋事务通常散处于专门负贵能源、矿物资 

源、污染控制、渔业、航运和国防的各个政府部门，极少提供取得宝贵的研究工作 

的机会和支持， 

2.全球气候和海洋 

81. 海洋占地球面积7 09<5，从全球观点来说，不可能将全球海洋科学同土地 

和大气科学分开.但是，本报告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对海洋作用的了解，因为有人 

担心全球^究中的海洋组成部分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注意，在4月美国参议院国冢 

海洋政策研究小组关于海洋在全球气侯变化中的作用的听证会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许多专家在会上证明海洋组成部分不受注意， 

82. 目前正在致力于澄清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内达成结论所涉各项问题的范li, 

例如，海面水ii上升问题，在许多地点有其他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没有重 

大的科学突玻，实际上绝不可能对确切的地点作出预测.科学问题扩及于严重影 

响海洋系统的预期海面温度反常情况，和扩及于海洋生物群吸收二氧化硪和产生氧 

气所起的作用.从气象学的观点来说，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尽管一般的大气循环 

模式对预计的全球气温变化的看法大致相同，伹在预测降水量和水资源变化或预测 

区域或国家一级的气温变化方面则极不一致。这些差异是由于对全球水循环和大气 

与海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不足所致，此外，对热带区域和海洋（特别是在南半 

球）的观测数据有限，导致对模式的输入的谬误，也抑制了探测反常情况的能力.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系统监测的目的是提供气候系统状况的综合资料和对具有区域和 

全球性影响的重要大规模反常情况提出诊断性见识。会球分析通常是根据通过全 

球电信系统交流的由卫星、飞机、浮标和船只报告收集的表面、上层空气和其他数 

据进行，要确定反常情况，必须有从每一个个别的观測站收集的长期数据系列得 

出的统计数字.因此，在数据稀少的地区内不能准确确定和监测反常情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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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加了解这些区域就必须促进发展中国家内的数据收臬和珥究，这些双營齐下 

的战略——更多的气候研究和与发展中国冢进行技术合作——似乎显而易见，但没 

―有人采用这些战略。世界气象组织对现有能力不足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有力的例证， 

-例如：整个非洲大陆没有系统地测量温室气体，南美洲的情况也差不多（见国际气 

象组织秘书长的发言，载7月1 4日《先驱论坛报》）. 

83-皆在说明一册诲洋环流和控制其性质的机制以及预测*变化的两个主要的 

大规模海洋学方案是：《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及《世界海洋环流实验》.《热带 

海洋和全球大气》现已开展业务，目的是决定年内气候变化的可预测性，包括与厄 

尔斥,诺震荠现象有关的变化；而《世界海洋环流实验》现正进入实地阶段，秘究海 

洋在较长时期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目的是拟订预测这种变化的模式.现已拟订 

一项关于西赤道太平洋海洋一大气相互作用过程的《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的主罨 

研究择案，以期为短期和长期气候预测模式进一步了解海洋和大气间的热流和水流. 

作为印度洋研究的重点，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讨论印度季风变率的重要性.1988 

年《世界海洋环流实验》大会核可了执行计划，并核可于1 9 9 0年开始两项核心 

项目的实地研究：全球说明和南部海洋. 

84.有人说海洋是全球气候的飞轮，改善炜度性变化相季节性货端.但是，海 

洋的作用是复杂的.首先，海洋会从大气吸收一部分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 

然后封在深海中.现在能够测量出海洋二氧化碳数量的增加，在世界海洋环流实验 

中将作出测量.其次，由于海洋重新分布热量，因此大气变暖可使海洋表面温度型 

式同目前的海洋表面温度型式产生相当大的差别，洋流本身可能起变化，预料到下 

'一个十年结束时应该可以预测这些变化.第三、由于海洋受热，海洋的水将扩大， 

可能便诲洋水位大增.目前逬行的工作应能作出推算，减少水位上升及其分布幅度 

的无常以及估计其变化率，科学家还了斛到海洋环流和加热也将造成表面温厪变化， 

这不一定会造成表面变暖，因为大规模上升流地区可能改变.目前的模式只能提出 

这种响的性质，但在下一个十年内，这些模式应大有改进.《世界海洋环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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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目标是为海洋的长期行为确定具体的《世界海洋环流实验》数据 

组的代表性，因为这是制订气候监测全球综合海洋观测系统战略所必须的. 

85.逬一步了觯海洋环流也将为海洋内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及*变化的模式制 

作樨供基础.《联合全球洋流研究》之类的方案，目的在于确定控制随时间变化的 

海洋碳流^生物元丧^量的过程，这些方某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关于这些过程的 

知识也将使关于污染物分布及:H.影响的大规模模式制作成为可能.因此，19 8 0 

年代的十年可说成是,明海洋资源和规划实验的时代，最、显著的是通讨世界海洋环 

流实验》-勿《联合全球洋流研究》联合进行的工作.协调全球研究以调查目前、海洋 

86-由于科学研究范il不小，因此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协调和促进所有国家的 

多加.世界气象纟II织相诲洋学委员会目前都面临彻底改善观测的il切要求，特别是 

数据稀少的地区的观测，因此，它们强调必须在海洋法的范围内就彻底改变从专属 

经济区收集气象学和海洋学的数据的范围、次数和分发达成国际协两一致意见，以 

支持现有的国际方案（《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世界海洋环流实验》）和两个 

新方案一将由世界气象组织和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发展的全球作业海洋观测系统和气 

象组织开展的《全球大气监测》‧《全球大气监测》将在全球相区域基础上监测大 

气的化学组成，由此改善对大气行为及袁.与海洋和生物圏的相互作用的了觯. 

3.海平面升高 

87 .全球气候变化在世界某些地区造成的最严重社会经济妒》响来自海平面的升 

咼。南太平洋论坛"已商定提请全世界注意环境问题如何彩响南太平洋，并在适 

当的国际性集会上胨述区域意见.人类约有一半居住在沿海地区，另外三分之一 

在矩海洋6 0公里的地带，而许多沿海区域已由于人口加速增长、污染、洪泛问耀 

和鬲地水道转移而受到极大压力.全球气侯研究已确认潮湿的热带地区最易受害 

于海平面的变化和增加的风暴度‧"虽然海面升鬲的速度公认是很慢的，而且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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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程和其他办法来应付，但是，重要的湿地、红树、珊瑚和海滩等等无法保护 

或保护措施过于昂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就免不了会造成损失. 

88 .海陆空交替变化的数学模式仅能粗略地模拟全球温室效应的区域性后果. 

如不考虑区域气候状况，则对气候影响的估计充满了不确定性，合理的应付办法除 

了推测不容易更进一步。因此，环境规划署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协助下对区 

域气侯变化和海面的升if进行了研究.下列地区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或在进行之 

中：地中海、大加勒比区、东亚、南亚、南太平洋和东南太平洋. 

8 9 .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例如南太平洋，海面升高的！^响，不论是起于气侯 

变化或产生于地壳构造的活动，都随着岛屿的类型而各不相同.一些是火山或混 

合地质起源形成的鬲犛岛>%; —些是环状珊瑚岛一对这些岛而言，海面升鬲的 

要性大于多数气侯影响.：?&海泛洪是个明显的影响，但其程度在多数海岸的动 

态状况"H艮难评价，海岸有些在升鬲有些在沉降（产生于地壳构造活动），有许多 

则由于游泥沉积而不停地延展，上述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示每一情况都不相同 

而须对各种过程的发展速度伃细加以评价.外围岛屿的丧失将来还会在国家督辖 

范围的界限方面产生影响. 

90. 应该指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海平面升鬲的一些报告是否存在 

科学基础曾引起极大的关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大会曾表示担心这些报告可能 

会1^>响政府的政策，从而产生严重而不必要的经济社会后果.该大会强调说，海 

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设立的气候变化与海洋委员会必须对 

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气侯变化对海洋的1^响两方面积极参与拟订合理而有 

科学根据的对策. 

9 1 . 港湾、湿地和其他低地的管理虽然可以制订区域或地方性战略，但瞥报和 

可能的预防办法却需要全球性的观测、研究和协议.因此而要加强努力在各不同 

海洋区域，特别是热带、南大西洋和南极洲等地建立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全球海 

平面观测系统（GLOSS),并确保定期及时地将海平面数据送交国际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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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界海洋环流实验这种国际方案之外，区域或国家的研究和应用项目，包括暴 

风巨浪研究和预测以及水文测量等也都需要海平面数据.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必.― 

须发挥许多功用，必须包含整个时空范围，从短暂的海嗉直到地壳构造的变化过程. 

综合全球海洋监测 * 

92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大会强调有必要更积极参与气象组织Z环境规划署气 

鍵变化问题政府间小组，参与筹备1 9 9 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以及拟订全球气 

1^的公约，承认海洋在全球气侯变化中的支配作用.具体目标是确保承认有必要 

将海洋监测作为全球环境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有的海洋观测系统在时间和空 

间上都不足以提供必要的数据来认识、监测和预报气候变化过程的状况和改变，因 

此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强调虽须对现有海洋观测系统进行大量现代化和扩张工作以 

便实行综合性全球海洋监测。全球系统所提供的数据显然还大有助于区域、分区 

域和国家各级其他各种科学和应用项目.因此，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大会指示委 

员会在同气象组织协商下拟订一份声明，强调海洋在全球环境变化中的重要性，并 

指明可利用现有技术立即采取行动的优先领域.声明将提交联合国、气象组织 

Z环境规划署气侯变化问题政府间小组以及各专门机构，确保各该机构在其规划工 

作中考虑到综合全球监测系统的发展. 

9 3 . 方面的进展将为海洋研究和海洋爭务开创新的境界.爭实上，有人认 

为这种全球系统将导致一个类似于世界天气监视网的世界海洋监视网. 

4.海洋数据收集系统 

94 .关于海洋数据收集系统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正在编写一份分析过去各项步 

骤的文件，其中将论述1 9 7 2年拟订的公约初稿以及当时各国的评论意见；1974 

和 1 9 7 9年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专家组关于海洋数据收集系统所涉私法问题的会 

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海洋科学规划秘书处间委员会1990 

年年初举行下一届会议时将审议该文件，并决定是否设一联合专家组来进行与草拟 



A/44/650 
Chinese 
Page 29 

一份关于这一专题的国际文书有关的筹备工作.同时，国际海筝组织正在审査 

1 9 7 2年公约初稿的技术性附件， 

9 5 . 关于浮标问题，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研究人员之中相当大一 

部分不愿将他们的数据经过全球电信系统实时地向全世界公布.这方面正在研制 

一种单独处理的设施.浮标合作小组（气象组织海洋学委员会）也在研究质量 

管制的问题，因为浮标作为海洋科学或应用活动中的基本工具，必须提供能保证质 

量的数据.区域划分的概念对该小组的工作十分重要——欧洲海洋观测站工作组 

取得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E.渔业管理和发展 

1.世界渔业状况 

9 6 . 粮农组织收到的初步统计显示1 9 8 8年世界渔获量大大增加，达到9， 600 

万4：以上；1 9 8 7年的数字为9， 070万《"ïL 增加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南美洲西海岸岸外地区.中国的产量继续着1 9 8 3年以来的快速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14——其中多半是内陆和海洋的水产养殖，但野生鱼群 

的捕莸量也有增加.秘鲁和智利 1 9 88年增加了远洋鱼群的捕获量但渔获总量 

低于1 9 8 6年，有迹象显示某些鱼群已捕捞过渡.非洲国家的总渔获i没有多 

大改变，只有摩洛哥再度增加了产量.发达国家1 9 8 8年渔获共计4, 5 0 0万 

增咼百分之1. 5 . 加拿大的增产超过200, 000 ft ，欧经共同体:k船的 

捕获量也有所增加。世界最大的两个渔业国，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也增加了生产，苏联渔船的捕获量达到1， 2 6 0万的新记录 . 

9 7 . 渔业委员会审査了今后2 5年的趋势和前景及其对粮农组织优先次序的影 

响.结论是底栖鱼种的捕获量很少有机会大量增加；较有可能增加的是远洋小型 

鱼种，但其数量波动很大，需要新产品和新市场才能使这些鱼种以廉宜的价格销售. 

因此，主要的注意力仍应放在现有的渔获方面，这就要求更加着重合理及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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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收获后的损失，包括副产渔获的抛弃，水产养殖的进一步发展等.体制改革 

以及政策的综合制订和规划也对渔业部门有所助益.委员会以鬲度优先地位致力-

于加强粮农组织久经确立的在收集、分析和散发各种渔业资料和数据方面的作用， 

这项工作是规划管理系统和发展方案的重要基础.委员会注意到渔业瞀理已成为 

日益复杂和困难的任务，要求适当战略而非短期的办法.粮农组织必须作为一个 

政策咨询和分析中心，作为一个综合研究中心i研究渔业所涉生态、经济和技术， 

特剔注意管理概念、选择和方法，包括成本效益鬲的捕鱼作业监测和瞀制系统以及 

下列问题：^海资源使用方面的冲突、投资机会的确认和评价、特定情况下调整的 

必要、手工捕鱼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等等. 

9 8 . 渔业研究的优先地位目前显然已经提鬲。渔业委员会建议对这方面的注 

意应等同于19 8 4年世界渔业大会所订出的五个优先行动领域（保护水产环境； 

改进渔业资料、数据和统计；投资；训练；妇女在渔业方面的作用 ) . 1 9 8 6 

年渔业发展捐助S协商会议所提议的囯际渔业研究受到17个捐助国支持并订于明 

年年初完成，预计将会大大改进发展中国家未来渔业研究优先次序的评价以及关于 

可能妨碼对现有资料作充分利用的体制缺陷的分析. 

9 9 . 渔业委员会对于渔业的持久发展和适当管理由于环境退化、污染和海洋废 

品废料的有害影响而受到日益增加的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它呼吁粮农组织在渔业 

方案中高度优先考虑监测和预防海洋和内水以及水产养殖的环境退化，并促进国家 

间在保护水产环境方面的合作。它还鼓励粮农组织加强注意自然环境波动和气候 

变 化 对 渔 业 的 响 . 劳 工 组 织 1 9 8 8年关于保护渔民生计的决议也提到海洋环 

境保护和健全渔业瞀理的重要性. 

2.渔船标记和识别制度的标准化 

100.渔船^渔具航行安全方面订有国际规章；然而在确定所有权方面却没有任 

何S际规章、指南或惯例来标示作业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渔船和渔具• 这个问 

题关系到保护海洋生物资源不致被卷入渔网. 1 9 8 4年渔业管理和发展战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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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有必要对作业于或有可能作业于船旗国以外国家水域的渔船制订统一的标记和识 

别制度.渔业委员会如今已正式提出国际标准化制度，建议在自愿性基础上采用 

101. 所订标准适用于一切种类的大小渔船，自愿采用办法可使各国自行决定标 

记应标示于何种大小的渔船.有些代表解释说，由于现行惯例、双边捕捞协定和 

小型渔船的特珠问题，上述制度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欧经共同体赞成制订规格， 

但指出由于上述理由，对于欧经共同体水域以外作业的小型船只不应要求按规格标 

记.若干国家也提到小型船只应允许例外；另有代表指出无标记渔船非法捕捞的 

问题，他们赞成以规格这种基本手段来保护本身的渔业资源以及手工业渔船和渔具, 

3。区域渔il机构 

102. 在第一个区塽渔机构 0 ^立区域渔业情况;^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各 

区域现在有敉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员；管埋已M"为较畫要的课题；社会经济因素对管 

「理工作的钐,现在已获得较广泛的认识.的确，渔业部门一般日趋复朵，所以渔 

业！^员会强调区域机构应适应变化中的情况.伹鉴于^展程^不一，渔业在有关 

区域的相对重要性和机构历史不长-所以评价工作比较凼难.此必须作出逬一 

'步努力，实冇较有效的业缋评价。但娄员会建i义应该对印庳洋太平洋渔业多员会 

的结构和作用逬行深入审査，以重振该机构0^活力和加强其技术和政策领域的活动. 

夺会也向印;f洋渔业^^会建i义，由于红诲、亚Tit和阿扭伯,,〕不在印度洋渔 

业*员会任1^附粗机构的范围内，夯员会应考虑将些水域夕'〗入其海渔业^M t 

展和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m,从Ifo将整个廋洋西北部包括在内. 

(a)西部中大西洋 

103. 鉴于东加勒比P家组织在il过统一渔业立法和在设立渔1科以向其JS^e提 

供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加軔比共向体也开始就外g:挎捕机会和渔业法律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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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方面制定共同政衆.今年衩后时期举行的一次会is;将升始拟定协^，以协 

调、统一和管埋开采加3^比共向体渔业资源的机会， 

(b)东邵中大西洋 

1 04 。东部中大西淬渔业*员会的 B家管辖范围內资源管理小组^会吞其上一 

届会t!!审i、了《联合H'海洋法公约》对渔业管理和发展的影"IfiJ. 鼓i«J所有家， 

包括尚末批准《公约》的H'家审置其立法，以避免能与《公约》条款发生冲突， 

转剁是在管辖区范—类根本问題上. 

105. 该次会反夏讨论了"全部可捅童"规则（《公约》,六十二条）所 

的实际问|£, 别是正确的种群数量评价所依霏的—P〕靠效据的收集问!S，和当照 

顾分区域的经济和生物实际悄况的问题.会i义断定，正式确定剩余奮会带来ilj/i: 

危险. 

106. 会议还讨论了《公约》关于、;"海è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it犯、/^业#惲和规 

章的处罚规穿（，七十三条，第 3款）.该汆明又规定，如,， I T、无^反协 

it,处罚不得包拈监禁，任何其他方式体罚.但一些H'家认为，鉴于一些、/ 

y*&家枨食缺乏，非法^î"^〗被视为刑事I-行，应处以可尽:k发挥法if的阻吓和 

治作用的处罚，包括监桨在內。也认识到的是，违犯渔业法本上出于经济动 

机，此经济处罚，如撤消执照，处以巨15!罚款，没收渔获物、1?具以至船只，可 

发挥有力阻吓作用. 

107. 在东部中大洋区域北边，分区域业娄员会决定"V文立类似南太平洋论坛 

渔业机构所米用的区域渔船登记办法.夯费会也通过一项关于紧il权的区域公约 

案又，i殳立欤合监视钉动.公约规定，被:il遂船只章图在其领海避难è^g'家^义 

务逮捕船只，将其押解追逐巡逻艇.案又还包括制汆款和由导致船只被運扭,的 

締约 ,瓜分 ^款和金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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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东货 i中大西淬业夢会区域捞插 5 7、力重晋遍大幅度％加，种^已 

拔充分开 • ' i ^ 该娈员会观已决定 ,—加在资源管理和渔业 6 ^ 社会经济方回 

的职权.娄！^会 I 9 8 8年会i义遒过1^；]项：i要的管冻结北部地区若干种 

群（头足纲、鲭科和红背圆錄）&、挎捆夯力童和管，J几内亚湾坤^网的网g尺寸.，‧ 

(c) 中海 

109. 污染程度继续恶化，但渔获童仍然大重增加.地中海渔业总理爭会1 9 

8 9年会；;(尝试石用定增加的主因：渔业统计敎字改进，抟捅努力童捷高，抑或:^中 

海水域生产力因人遒营养科m矢！!丧pj. 由于^要？(周详:^岍究对环：^, i è ^ 的 ^ 

已要求举打一次科学会在海洋学^员会、气象组织、环埂规划署、欧经共 

向体和其他组织,与下研究〉,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110. 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也建议若干新管理措施：确定禁止拖网作业的季节， 

逐歩减少#近岸捞捕劝休鱼的小型拖网渔船队的数目，和规定开发底鱼资源的底拖网 

渔船的网目昜小尺寸。此外，生事会肄议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国际办法，W合理开 

发红珊瑚资源：大陆架分成若干地区，轮流禁止开采；除参与国家商定可开采的年 

份外，其余时间禁止开釆；每个地区的开放将按照安排允许开采的年份的协定进行。 

这样，任何一年将至少有一个区域开放给持有执照的渔民开采。将监督开釆活^和 

2$守若干生物规范，使资源景不致跌低于临界水平。这样，资源将继续由国家管理， 

但这种管理是有协调的<^理。" 

(d)太平洋 

111. 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事件使人注意流网作业及其害处（！)î/f文）。19 

8 9年南太平洋论坛指示论坛渔业机构调査、促进和执行区域渔业监視综合方案的 

设计和发展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南太平洋的合作。日本同意与论坛渔亚机构国家 

讨论达成一项类似1 9 8 7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的多边渔业协定，但迄今尚无任何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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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印度洋 

112. 鉴于近年来金枪鱼种群的网捕增加，浯海国与捕鱼国同意必须设立资源管 

理机制。印廋洋渔业委员会的印度洋金枪鱼管理委员会提出若干建议，*四月间， 

粮农组织召开通过设立印廋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萆案的会议。 

113. 会^》详细讨论了娄员会的职权和职务，特别是以下的问题："管理"的意 

思，该词应什表通过合珲利用实现养护和开发目标的手段；明文规定保护海国利 

益为目标之一；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六十四条所包涵的栅念；和促进发展 

中浩海国发展渔业能力。一*国家也掙出将提议的委员会的目标限于管理种群这个 

问顆±0 

4 .流网问题 

114 一千多艘日本、南朝鲜和台湾渔船利用流网在北太平洋公海作业，主要是 

捞捕头^纲、金枪鱼和颌针鱼科。流网也称刺网，为尼龙单丝网、垂直悬浮在水里 

到约 3 0尺深之处，造成一道7至30里阔的帘幕，任何比网目大的东西都不能通 

过。日:*渔民也以这种方法捞捕娃鱼。南太平洋流网作业也大景扩展，以长鳍金枪 

鱼为捞捕对象，囡而使人关注这种撈捕方法对资源养护的影响。、；海国恐怕这种捞 

捕方法会滥捕:^他鱼类种群，将付渔获物浪费地抛弃；捕捉嘸乳动物和海鸟；因渔 

网流失而可能对海洋生态造成毁灭性后果和对海洋生物造成破坏；对南太平洋国家 

的金枪鱼渔场和加拿大与美利坚合众国近岸娃鱼场造成严重影响。 

115.《北太平洋公海渔场国际公约》締约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 

在五月份i义定一系列措施，通过船上国际观察员，对渔船数目、捕鱼区和季节的限 

制瞀制日本流网作业；美国按照1 9 8 7年《监察、评价和詧制流网影响法》已经 

与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签订合作协定，以改善区域的养护活动。日本已同 

意实施船只登记和鱼获量报告的新规则，并于九月宣布准备将获准使用流网的渔船 

数目减少三分之；进一步限制日本流网作业将待仔细研究后果后再作决定。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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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美国和苏联由于对娃鱼数目减少特别慼到关注，同意合作藍察有关三国流 

网作业，并原则上同意对不服从流网捞捕的新限制的国家实施制裁和鼓励对后果进 

行科学研究。 

lia南太平洋国家仍然对流网捞捕深感关切。根据1 9 8 9 年 7月 2 9日南太 

平洋论坛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塔拉瓦宣言》，十一月在新西兰惠炅顿召开了一次 

会议通过在区域内禁止流网作业的公约。在此期间，作为临时措施，论坛渔业机构 

员国禁止转船运载流网捕获的金枪鱼和禁止这类船只靠港，以造成在区域作业不 

经济的情冴力南太平洋国家在各种国际论坛上也积极推动较全面地禁止这种撈捕方 

117.《塔拉瓦宣言》申明流网捞捕不符合公海渔场养护和管理及环境保护和 

保存&^国际法律规定。《宣言》回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教，特剔是第63^ 

64、 87、 116, 117、 118和119条。这些条款管制出现在专厲经济区和邻接公海 

区域的种群和高度回游鱼种的捞捕，规定公海自由和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 

《公约》禁止在专属经济区外水域撈捕溯河产卵种群(如娃鱼），但这项限制引起 

鱼源国（有溯河产卵种群源自*河流的国家）以外的国家经济失调的情形除外。在 

这种情况下"有关国家应保持协商，以期就这种捕捞的条教和条件达Bi?协议，共适 

当顾及鱼源国对这些种群加以养护的要求和需要"（第六十六条，笫Stal教）。 

五、国际海底昝理局,"fe 11际海洋法法庭等备委员会 

118. 1 9 8 9年内，筹备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它于 2月 2 7日至 3 3 2 3 

日在金斯敦市举行了第七届会议，于8月1 4日至 9月 1 B在纽约市举行了一次夏 

季会议.它已决定 1 9 9 0年 3月 5日至 3月 3 0日在金斯敦市举行第八锡会议。 

1 9 9 0年在纽约举行夏季会议的会议事务已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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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全 体 会 议 " 

1.第三次联合a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的执行 

119. 1 9 8 7年法11、印雙，日本^苏联四S登记为先驱投资者之后，筹备委-

员会主席就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及其 证明国义务覆行事项进行了协商. 

120. 基于初步协的结果，主席于 1 9 8 9年3月3日提出一份文件，说明他 

对已登记先驱投资者和证明国义务覆行问题的看法.随进行的意见交流显示出 

与义务履行有关的某些问题，（^」如关于勘探计划的协议，需要技术专家组的协助. 

因此，在对技术专家组的会议作出一致的任务规定后，专家组于8 >̂  7日至 1 6日 

在联合S总部举行了会议（l0S/i>cjSï/i08). 专家组提出一项供筹备姿员会审 

议的勘探计划（10 S/^C ivf/B UR/R . 5 ) , 

1 2 1 . 专家还应要求花人员培训事项上向筹备姿员会提供协助考虑到第二特别委 

员会培训问题特设工作组所完成的工作（I<OS/PC_N/SC_N . 2/L . 6/ReV . 1 ) • 专 

家组?ft认了深海海/矿方的优先训练枓目、所祷技能和训练领域（I<OS/_PCJW/ 

122. 根裾技术专家组的裉告相进一步协向的结果，主./^于1 9 8 9年 9巧 1日 

提出1 9 8 9年3户j 3日文件的订正文本.关于义务艘行问趲的协商将在筹备姿 

员会第八会议上继续进行. 

2.国际海魇营堙局协定、规则、规章和程序草案的拟订 

123. 筹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和夏季会议在全体会议上处理了下列事项：（a)欧 

经共同体代表团关于国际组织投票权的提案；（t)审查与设立财务姿员会有关的事 

项；（C)批准工作计划的特别程序；（d)总部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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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就欧经共同体提案进行辩论期间栺出了需要进一歩注意的问题如下：开会 

的法定人数相作决定的法定人数；"出席和投票成员"的定义；权能转移的后果. 

主席将在全体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进行协商. 

125. 全体会议讨论了设立财务姿员会的问题.主要问題在于委员会的组成、 

职能和作决定的程序.一般意见认为，国际海底詧理局大会和理事会需要一个财 

务方面的附属机构提供 j î^助和专家咨询:t见.争议性最大的问題是下列提案：向 

管理局行政预算提供最多捐款的国家应在财务癸员会中享有较大代表权.关于作 

决定的问题，一般认为应避免有碍委员会工作的任何规则.全体会议和非正式协商 

的讨论情况昆示，委员会的组成、职能*作决定的程序是三个密切相关的主要成分, 

需要一个综合解决办法. 

126. 全体会议对批准工作计划的特别"S序作了I葛短讨论后同意，批准工作计划 

方面作出决定的程序是法律和技术姿员会议爭规则的一部分；^准工作计划的申请 

书将由该娄员会按照《对"区域"内多金li结核进行稞矿、勘^和开米的规聿》加 

以审议， 

127. 全体会议完成了《国际：母底管理局和牙买加之间关于SI际澤/苷埋局总 

部的协定》草案的一读工作，并皙时遄过了其中许多条款. 

128. 在第八届会议上，全体会议将完成《总部协定》订正革案的审议而开始审 

查财务^员会规则草案相《关于管理局特权和豁免的议定书》革案（LOS/iHJlJ/ 

WP.49). 主席还打算在时间许pT之下就核心问题进行非正式协两. 

B .第一特别委员会" 

129. 第一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因国际海底区域（"区域"）矿物生产而可 

能受到最严重影,的发展中陆上生产国将会遛遇的问题，以期尽量减小其困难，协 

助它们作出必要的经济调整，包栝关于设立补偿基金的^究，并向国际海底瞥理局 

提出有关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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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第七届会议所编制的6 6项临时结论潢单将作为委员会向瞢理局提出建议 

的基础.临时结论分列于以下标题：区域内生产的预测；区域生产同现有陆上生-

产之间的关系；査明、界定和衡量对发屣中陆上生产国的影嘀；确定受4^哂发展中 

陆上生产国所遭遇的问题/困难；制订措施以期尽量减轻受影,发屣中陆上生产S 

的 问 題 / 困 难 " O S / S c J f f / S d 1/1989XCRP. 16). 

1 3 1 . 委员会开始对临时结论进行一读，已讨论了其中18项. 

132. 特设工作组继续讨论某些未决问题，特别是受到深诲海底釆矿不利：^,的 

^展中,击上生产国补偿剁度的问趲以及补贴深海J!^;民采矿的问题. 

133. 下一届会议将重新开始审议其氽各项临时结论. 

第二特别娈员会" 

134. 笫二特别委员会负贲筹备成立企业部——国.#洚魇管理局的业务机构. 

135. 委员会审议了企业部的结构ifti组织以及按照决议二第1 2(a) ( 2 )段拟订 

训练方案等事项。 

136. 主席的假设问题咨询小组继续监测金厲价格变动、长期预测和有关海底采 

矿的技术发 I 

137. 负贲为训练方案拟订原则，政策、方针ifo程序萆案的培训问题特设工作组 

在等备委员会舂季会议上完成了任务。 

138. 特别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夏季会议上拟订了企业部训练方案的建议萆案， 

1 9 8 9 年 8 月 3 1日#会议通过该项萆案（J:.OS/PCH/SCIl. Q/ReY. 1 )。 

139. 训练方案通过经认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国为管理局未来的 

企业部的利益所采取6&笫一项具体筹备措施"（I«OS/ï>CH/工.75/Add, 1 ) 。 

140. 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公约》内与企业部的结构ifo组织有关各项条款的逐条 

审査 ( L 0 S / P C H / S C 5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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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下一届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将讨论训练方案的执行、企业部过渡时期安排ifc 

根据决议二笫1 2段进行勘探等问Mo 

D .笫三特别委员会 40 

142. 第三特别委员会进行着拟订深海海底勘探^釆矿规则、规章湘程序的工作， 

现已完成关于在企业部开始商业生产后的十年间进行技术转让的规章单案以及LOS/ 

P C N / S C H . 3/WP. 1 4号文件所载修正案的一真讨论的问题包括 i O S / P C H / S C M . 

3/WP. 6/Add. 4号文件所载关于承诺的限制（笫9 7条）、规章的适用范围(笫 

9 0条）ifc取得技术的程序（笫9 4条）。 

143. 关于承诺的限制问题，有人表示担心工业化H*将利用E家安全考虑这个 

漏洞来逃避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有人指出，《公约》笫30 2条允许基于 

国家安全理由;fd:^诺作出限制，^一项正当且必需的规& 

144规章草案的适用范围只包括转让"区域"内多金厲结核的勘探ifP开采所使 

用的技Tito有人表示很难想象企业部的综合业务佥不包括加工在内，也很难了解技 

术转让为何只限于多金厲结核的回收，而企业部事实上会进行加工业务。经指&技 

术转让只限于"区域"（即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而"区域"内的活动按《公约》 

规定是不包括加工的。 

145. 一些代表团表示承诺厲于行政事项，提议授权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执行。 

给予秘书长这方面的处理权将可简化程序，确保企业部业务的及时有效进行。如果 

由理事会承担此项职责，程序就过于耗时且繁瑣，企业部将受制于一个政治性机构， 

干扰了企业部业务据以运转的健全商业原则。企业部必须以市场原则为指导，执行 

任务时应有充分的自主札 

146. 另一见解认为强制性的技术转让不应成为自动转让；企业部应按照《公约》 

第 1 7 0条的规定受理事会的指示ift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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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特别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夏季会议上开始了关于生产许可的规聿草案的一 

148. 特别委员会将继续审议关于生产许可的规章萆案（LOS/PGH/SCB. 3 / 

WP. 6/Adcl. lit在1 9 9 0年春季金浙敦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将开始讨论一个新 

的项目，即保护ifc保全海洋环境不受害于"区城"活动。 

149. 1 9 8 9 年 8 月 1 5 日 ^ 17日，笫三特别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关于生产政 

策的讨论会。 

E ‧第四特别委员会" 

15a笫四特别委员会负贲在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实际安排上提出建议；关于 

国际海洋法法庭特权勒豁免的议定书草案审査工作业已完成。它请秘书处按照所作 

建议修订萆案案文。 

151. 特别委员会在等备委员会夏季会议上讨论了法庭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 

国际海底管理局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组织之间关系协定指导原则所涉问Mo 

152. 主席就法庭庭址事宜同7 7国集团主席、有关的一些代表团，包括德意志 

联盟共Jfc国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协商。 

153. 关于迅速释放船只勒海员的问题，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法庭规则草案各相关 

条款的侈改案 t 

154. 第/会议上，特别委员会将讨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体制结构jfo最初的员 

額需求,并继续审査法庭同联合国Jfc国际法院以及踵际海底管à局，必要时同海洋 

法命相关海洋事务领域具有权能的其他国际机构之间将締结的协定萆案所涉及的主 

要问题 

15&主席将继续就法庭庭址事宜进行非正式协商，以期达成普遍接受的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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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156. 筹备委员会夏季会议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1 9 8 9车 9月 1日全体会议上 

作出的一系列支持普遍参与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声?1» 7 7国集团 

主席表示该集团一向愿意就《公约》湘委员会工作所涉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愿 

意同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代表展开对话，不论它们目前是否参与筹备委员会 

的工作，也不论是否为《公约》签署国。他说，这项声明"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愿 

意参与的各方必须«出积极进行认真且有意义的谈判的态度。我们的立场过去是 

如此，将来还是如Jlho但批准程序并不能因此而减缓而须照常进行"， 

157. 7 7国集团主席又说，该集团认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应发挥工作效率 

湘费用效率，其规模不应超过使管理局有效执行业务所需的限度。因为有些国家尚 

未批准《公约》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庞大官僚架构的财政彩响。 

158. 委员会其他一些重要利益集团支持普遍参与《公约》的概念并重申愿就未 

决问题进行协商。这是筹备委员会成员首次讨论这一问氣 

159. 筹备委员会预订于1 9 9 1年年底完成其工作。订立这个指标日期是为了 

确保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能在《公约》生效之前完成一一所需的6 0份批准书或加入 

书之中已交存了 4 2份。 

六、与国际法庭有关的发展 

国际海洋法法庭建造和设计的建统竟 

16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表示打算为汉堡国际海洋法法庭大楼的设计进行一次 

国际建筑竟，？2为此目的成立了国际评审团，于1 9 8 9 年 4 月 1 2相 1 3日举 

行初步阐释会议. 1 6名受邀请的 i际建筑师相建^公司在会议期间视麻现场， 

评审团向他们觯说法庭大楼的用途以及所需杀件.此外还回答了建贫师们提出的 

问题，并由评审团澄清竟赛规则和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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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竟#的下一阶段于1 9 8 9 年 9 月 1 2 和 1 3日在汉堡举行。评审团审 

査了国际和国内建筑师提出的 1 5份不署名的设计而评定其名次.随后，评审团, 

的评审结果向新闻界和民众公布.获胜者为慕尼黑的Alexan der Freiherr Von 

B r a n c a教授. 

162. 评审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时，联邦和汉堡当局组成一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杰 

出人士小组（"监察会"）来推动执行建成法庭大楼所窬的氽件，促使汉堡国际法 

庭早日开展业务.监察会以及汉堡第一巿长为首，主席田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 

密特抠任. 

^ 二 ^ 分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的活动 

―、导言 

163. 联合国总部的海洋事务活动于1 9 8 7年合并到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之后， 

这一领域的各种活动之间得到更密切的协调相统一.所有这些活动目的都在于促 

使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上的一致性相更广泛的接受，并使会员国 

能获益于这个新的海洋制度. 

164.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的活动包括就《公约》的法律、政治、经济、环境相 

科学和技术等方if和各国执行《公约》所涉的种种问趣向各国政府、全球、区域和 

分区域组织、学术机构、学者和其他人提供资料、咨询意见和协助.各个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政策中的海洋部门日益重视.它们需要以下各方 f i l 

的咨询意见和协助：国家在实行相获益于新的海洋fi度以及趲行其中义务的发展蔷 

求，全lâ海洋政策相方案及其相关的体制问题，海洋事务管理，按照或釆用《公约》 

制订本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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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海洋事务相海洋法厅继续在全球、区域、分区域相lii家备级监溷相报告海 

洋制厪的发展，并按照大会要求，在联合国谷机关机构的合作下编写并提交关于海 

洋事务相海洋法发展的年度报告.此外还按照大会第43/18号决议第1 5段的 

要求，参照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就保护相保存海洋环境方 

iî的最新发展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编制了一份特别报告（A/44/461和Add. 1)； 

在其他政府间机构提出要求时编写或协助编写有关海洋事务的报告，例如秘书长提 

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第二届常会的有关海洋事务的经济相技术方囬的报 

告.*， 

166. 海洋爭务和海洋法庁继续为上迷各项活动进行蓍必要的研究祁分析工作， 

但对技术性问题，则须寻求专门领域的专家协助；玟术专家小组就是为此目的召集 

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还继续补充其研究相参考资科，加5虽收臬、分析和傲发 

167. 海洋事务海洋法厅是联合 I S秘书处内谷有关活动的联络中心，眷与联合 

国若干机构间方案相活动，促成联合国各部厅和各机构之间&3合作.并推动对新的 

海洋制度釆取划一的做法. 

168. 海洋事务相海洋法厅也是国际海底营理局^iili^海洋法法庭筹备委ft会的 

秘书处，对该政府间机枸的谈判工作提供必要的实务支持与行政支持，使其％成筹 

备在《公约》生效时肄立詧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的工作. 

169. 海洋事务相海洋法厅合并了海洋事务活动之后，秘书长在艘行职责方有 

了划一的做法，这一点反映于编制中的1 9 9 2 - 1 9 9 7年中期计划方案结构. 

中期计划适当顾及各会员国在《公约》生效后增加的窬求，到时将会有一致的冲力 

以求尽量扩大谷国在新制度下所获利益，各国履行《公约》义务的重要性也会提高. 

中期计划还提到秘书长在《公约》生效后的額外的职贵，为将要召集的政府间机构， 

包括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供服务以及由于同il际海底詧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间关 

系所产生的职务. 



A/44/650 
Chinese 
Page 44 

二、 为筹备委员会提供服务 

170. 本报告第一部分说明筹备姿员会今年的工作进展.按照大会第43/18 

号决议的要求，向筹备委员会提供综合服务的工作受到特别重視，其中包括笫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的执行. 1 9 8 9年间，除了附属机构的会议之外，筹 

备娈(â会备主要机关共计举行了 1 0 1次会议，其中6次是正式全体会议，2 1次 

为全体会议作为国际海底詧理局各机构工作组举行的会议，四个特别委员会分别举 

f l 了 1 5至 2 1次会议. 

171. 海洋事务;海洋法厅按照筹备娈员会的要求编写了下列研究报告、工作文 

仵和法文杆革案，向寻备姿fi会第七届会议，包括1 9 8 9年夏季会议揭供资科、 

数据和分析；经济M ' j委员会议事规则单案；国际海底管理局总都协定革案；a际 

海底珲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革案；关于自多金属结核所提取金属的生产、消费和 

进口的肇新资料；关于这些金厲的回收和替代的赘料；深海多金属结核的勘探； 

企业部结构和组织鞏複革案；诲底采矿的生产许可；1)际海洋法法庭同其他it际组 

织间关糸协定所涉问;上述关系协定的特殊问*指示性一 ' !S£表. 

172. 海洋拳务相^洋法厅于1 9 8 9年 8月 7日至 1 6日筹备委员会的总务委 

员会在纽约开会期间召蕖了技术专家小组并提供实质和行政支助.专家小组的任 

务是编制一份关于东北太平洋中区保留给詧^局的区域内一个矿址早期勘探阶段的 

综合计划供筹备委员会审议，另外编剁一份从最初勘探阶段直至可作出开采决定的 

阶段为止的全勘探计划，专家小组还须在企业部人员培训事项上向筹 « S会 

提供协助. 

三。 对各国提供咨询意见和後助 

K对各gi政府和政府间机构6^扭助 

173. 如本报告IÎÎ面所述（见第2 0段），各国在《联合gi海洋法公约》的架构 

内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难题作出了大量回应，而这些回应有各种不同方式，全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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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状况，给予海洋邵门的优先程度和发展目标等因素而定. 

174. 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规划以及海洋区域管理方面已出现一种明显的全面综合 

方法的趋势，继此之后，会员国提出援助的要求愈来愈多.对毛里塔尼亚、塞W 

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供了后继援助.除了别的以外，还收到舉洛哥一项 

新的要求，要求协助设立一个区:^海洋敎据厍、为区域官员举办关亍鎵合海-发 

展规划的研讨会等.它源自《扭巴特 W言》和 1
 9

 8 9 年 3 月 3 0日至 4月 1日 

在庫洛哥扛巴特举行的大西洋;^岸非洲国家渔业合怍的部长会议的建i义.联合 

工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 1 9 8 9年 6月 2 1日在维也纳工发组织总部主办了 

关于设立一个海洋工业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中海区域中心的专家会iJl. 办公室代 

表出席了这个会"i^义.权书长主管海洋法事务的特别代表向会i义提出了告，其中載 

有#中海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意见和评论，会议同意有必要设立一个区域中心， 

175. 继续对关于在也门设立一个诲洋学研究所的进行中项枓（与联合醇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对拨助立尼达和多巴奇的海洋事务所丧供 

组织和实务支助. 

176. 在协助区域政府间构方面，办公室与扭丁美洲和加《7比经济^员会（拉 

加经夯会）合作为区域各P拟写关于便用海洋规划和海岸管理的指导方针和建 

在这方面，初步活动是组织一个专家组会i义，1989年11 2 8 日 至 1 2 月 1 

日存圣^亚哥拉加经夢会总部举fi:. 办公室还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 ¥ 

(亚太经社会）新其与专厲经济区岸外设施相结构的工作，提供扳Si» ( 1 9 8 9年 

2月 6日至 1 0 日 在 華 谷 举 研 讨 会 ） . 

177. 办公室应南太平洋常设娶员会的请求，协助1 9 8 9 年 6 月 1
 4
日 至 1 8 

日在基多举行的关于海洋采矿合作和海洋便用专家会议（科学、技术、法律、环境 

和规划部分).此外，办公罜还继续对在新海洋制度（印度洋海事合作）的围 

内的印度淬海爭的经济、科学和抚术合作第一届会议之后从爭的^有活动,质性 

咨询和支持.应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各i'的请求，办。、、室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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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下，组织了两个夫于《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区域各p」有关的执 

行慵况的会i义,分别在西非（刚果）和扛丁美洲（马拉垒)举行. 

B . 迎 

178. 对各国一直也丧供培训棱助.在海淬便用规划方面，办公室与加聿大H' 

际海洋t展中心合作，对1 9 8 9 年 8 月 2 0日至 2 6日在瑞典鸟尔默举行的世界 

海洋大学的年度海洋培训方案的制定和逬行继续发挥咨询作用和作出实质性贡献. 

具体地说，办公室举办的模拟活动和演讲，主要目的在于甲议关于开发专厲经济区 

的各种规划和管理方法途径并讨论关于制定和执行专属经济区行动计划及将其实切 

纳入Ê家规划架构内的*本条件（人力资源、资料、组织安排和资源）• 

奖学金方案 . 

179. 自1 9 8 6年以来，窖在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幸格纪念奖学金之下颁 

发了三个年度奖学金. ^三个受奖人 M a r i a Luisa Carvallo是智利外交 

部的一名法律顾问，存剑桥大学&'际法岍究中心E.Lauterpacht教^指导下卄 

始其在校研究生课程.在研究课程完毕后，将在海淬爭务和海洋法办公室实习三 

个月.奖学金咨询小组将于 1
 9 8 9 年 1

 2月 5日开会，选出第四年廋奖学金得 

奖人，到时将由秘书长主管海洋法筝务特别代表颁夹. 

1 8 0 . 奖宇金提供所有一切便利，包括旅费和生活津贴，在一个参与机构就海洋 

法及其执行情况和相关的海泮爭务逬行研究院研究，其后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 

室实习. 

181. 目萷参加这个方案为研究或学习提供使利的包括下列教育机构：美&弗吉 

尼亚大学海洋法和政隶中心；加:^大哈利法克斯Dsihousie法学院；瑞士日内 

瓦国际¥t"究;美li马萨诸塞Woods Hole海洋学研究所：询洋政策中心;荷兰马得 

勒支大学荷兰海洋法研究所；买国剑桥大竽,际法研究中心；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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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美国迈阿ft;大宇法字院；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美国夏戚夷大学William 

S .Richardson法学院， 

182. 这个课程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今年又收到各国提出的大童关于1^选人的 

提名相申请.当前经济因素对哭竽金信托 S 金的便其无法每年给予一名以上 

的奖竽金.此，在办公室继续^力争取更多的资金，并且为已获提供资金的方 

案作出安排时，它欢迎会员国、慈番机狗和其他人士或机构对信托基金作出更多的 

捐 款 . 已 收 到 J a c k R,.SteVenson先生$ 2 5 0 0捐款. 

D.咨询意见、特别研究和会i义 

183. 办公室继续应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组织就与海洋法和海洋事务有关 

问题提供咨询意Eo这渉及《海洋法公约》各项规定及其相互关系的港清，尤其是 

倘若这些规定对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有所影响。此外，所作的回应可能需要按个别国 

家的地理状况、法律和政治制度就《公约》对它们的影响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对于 

那些正就批准进程从事立法和政策审査的国家尤其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它涉及根 

据《公约》对所需的国家立法草案进行详尽的审査。 

184办公室派代表出席了非政府和政府机构及组织的会i义，并向会议提供实质 

性咨询意51、拟写特别研究报告以及提出专题报告。1 9 8 9年，这些会议包括： 

法律和渔业专家会和印度洋海洋事务合作规约第二次会i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肯厄亚内罗毕）；国际研究会议——国际碍 

究协会（英国伦教)；美国法律和海洋政策当代问题会i义——海洋法和政策中心 

华盛顿特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关于通过一个设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的 

协定蕈案会议(意大利罗马）；海洋法研究所一-第2 3届年会（荷兰诺德魏克)； 

制定一个关于大加勒比区域特别保护区和海洋环境开发的i义定书的专家会议（环境 

规划署牙买加金斯敦）；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一关于岸外石油和煤气共同 

开发会议（英国伦敦）；印度洋海洋事务合作常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斯里兰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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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坡）；南太平洋岸外地区矿物资源共同勘探委员会（第18次年度会议，溴大利 

亚堪培拉;和海洋和平学会第十七届会议（苏联莫斯科） 

E .分析性研究 

185. 分折性碍究丛刊是办公室方案的一部分，对谈判进程作出准确和客观的分 

析，特剁讨论为了海洋法的进一歩重要发展必须评价和评估的专从而使对《公 

约》的各项规定有更好的了龢。研究报告叙述了具体规定的立法历史，所根据的不 

仅是对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文件的审査，而且于适当时对例如国际法委员会， 

第一和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及《1 9 5 8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和海底 

娄员会的所有有关材料进行审查，为了补足法律背景，其他多边文书只要是相关的, 

便一一提及。这些研究报告继续深受会员国和其他便用者欢 

186. 本年所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公海航行》立法历史4\有关研究报告业已出 

第一个不久将印)^的报告论及群岛国家，目前正就专属经济区人工岛峋、岸外 

设施和结构、海峡通过的立法历史进行研究。 

187. 本办公室所编制的研究报告现包括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业已完^ 

两个研究报告，一个是关于海洋使用规划方面的冲突的防止和觯决，另一是为海洋 

使用制定模拟活动。这两小研究报告不久将发表。在1 9 8 9年，已％成海床矿物 

开发领域丛刊中两个研究报告，一个是关于锸结核加工厂的规场选择；*，另一个是 

对镊结核釆矿企业进行经济分析，不久将发展。 

F.国家活动（国家立法和条约） 

188. 为了更能协助各国执行《公约》共且促进一套复杂的规范得到划一和一致 

实施，本办公室继续搜集、分析和散播反映国家在海洋法方面的发屣的各国和国际 

材料。国家立法的搜集包括基线、领海、fflfe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海洋科学 

研究等。本办公室备有这些赉料的摘要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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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在这一年，印发了几个关于国家作法的出版物。一本题为《国家作法的最 

近发展》，有本办公室最近收到的材料以及主要讨论海洋管辖范围及所适用制度 

'的国家立法，另一本是《大陆架的国家立法》汇编。"笫三个题为《在国家瞀辖地 

区海洋科学研究的国家立法、规章和补充文件》不久将印发一个关于基线的国家 

作法的出版物。 

Q.执行《公约》的技术指导 

190. 本办公室正就《公约》的特定方面，特别是最髙技术性的方面，编制一系 

列研究报告，以手册0 ^形式 f = y发。第一个报告题为"基线一对《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有关规定的审查""于 1 9 8 9年出版，采纳了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专家组所提 

供的咨询意!L»这一出版物审査了《公约》有关基线的所有规定，并且试图就《公 

约》的执行给予抟术性指导，但又不对具争议性的法律事项作出预断。这一出版物 

虽不是包罗一切，但是旨在对《公约》各项规定的背后用意提供了解，在这一范围 

内，对各种各样使用者是有助益的。 

191. 第二本手册现准备出版，它是关于在国家管辖地区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实 

际执行。关于这项研究，本办公室还采纳了 1 9 8 9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舉行会i义 

的一个专家组的咨询意见。关于以上两个研究，本办公室对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为专家绍举行会议和研究报告的出版分别提出资助表示感谢。 

四、监测关于姆洋事务和海洋法的发展,况与提供资科 

A 洋法资源系统 

192. 办公室已进一,发展其计算机化的海洋法资科糸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 

具.这个系统由一组数据厍组成，每个数据库存有与海洋法各个方面有关的贵料* 

这些数厍目前正由4^集到的更多与海洋有关的数据补充." 

193. 些数据库中，pi别海洋概况效据库拥有关于超过240个国家和实体的98 

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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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g!家海洋立法铍据库目前拥有3 641项已编码&'各i'法律和条例参考赍 

料.目前"^以从各&收集到的法规和氽例进行分析和输入0^工作完成后，这项 

活动的下一个阶段将是向各国政府递交经计算机处理的各il法律滑单以供核査和更 

新. 

195. 矿物数据厍目M拥有2 5类有关锎、镶、锸和钴资料，袄g'别和全球开 

n,涉及1 9 7 1 — 1 9 8 6年期间各种不同形式和价格的生产、消费相进出口情 

况.矿物数据库， J以用统计办法#作并具有以图表说明的能力.进一步的发展 

将是获取资源和藏量方面的资科. 

196. 《联合gl海洋法公约》载有若干衡要运用复杂数学公式的条歉.目前只 

能裉扭有关今后矿物状况的假设来研究公式的拟制工作.为评估^些假设円数据 

变化的：^"!^"发展了 新的数据库：PRODAUTH涉及（公约》内有关海床采矿 

产童上限的汆歙；I'ISTERM则涉及适用于海g矿承包^的财务条件. 

B .《海洋法公报、 

197. 《海洋法公报》是以一份又件继续不断:^及时散发有关海洋法和海洋爭务 

&'J彔新资料的基本工具.《公损》已出版了七年，各国、各政府间机构、非政府 

机构、大芋和学者都认为《公报》是与海洋事务方面各种各样活动直大发展并进的 

最有用工具， 

198. 《公报》提出最新的批准情况表，附有声明案文、T声明的反.对或按 

《联合H'海洋法》第二八七、二九八、三一〇条提出的识明.《公报》别载入 

各,立法、双边协定和多边条约以及有关,际法院、仲裁法院^解决争端程序的 

裁决的资料，因此，《公报》反映出各H!在海洋法方面的一些重要倣法，^涉及 

如何评价接受《公约》的程度. 

199. 每年的后一期介绍筹备委员会在这一年内的工作情况，鉴定审査中Ô<n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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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酌情载入已获逋过的各项决定.问时还列述!^员会的成员和夢与工作的情 

况. 

200。 《么Mfcl》田海洋事务和海淬法办公室编写、编辑和分发，发行量超过1000 

W,脊给各国政射、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和联合国糸统各杈 

书处，以及学术和岍究界的专家们. 

c。又件集年刊 

2 0 1。 《海洋筝务评论年刊：法律与政策和主要文件》由办公室编辑，联合g:新 

闻出版社于1 9 8 9年在美国出版，第一期两卷，包括1 9 8 5至 1 9 8 7年&^ X 

件，以后每年一期，《评论年刊》全面編纂反映与海洋事夯和海洋法有关的法律 

和政策事项方面最新主要发展情况的文件.《年刊》收载秘书长关于海洋法的年 

度报告、有关《公约》、《公约》草案、决‧《、决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 

织的报告、研究扭告和工作义件的摘要选编.《评论》也刊载其他考:料和 

引，每年沿续，以方便置索各种发展的起源和历史.目m正在编写有关 I 9 8 8 

年的《评论年刊》， 

D。海洋界限和基线 

2 0 2 . 各H'将有关其基线以及海洋区域界阪的资料连同:理坠标交#办公罜， 

办公^,系统地记录这些资料，并应交存国关于发出际邈知的要求向所有会员, 

发出载有这一资料的通知. 

E。海洋事务和海洋法方面事恣发展资料通告 

2 0 3 . 办公室负责在联合系统内保管和散发与海洋有关的&家和国际活动的最 

新资料，因此已对种犮展逬行定期审査.审査报告分发给本组织内与海洋方面 

活动有关的其他办公室和部门以及涉及便用海洋方面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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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夯和海洋法书目选 

204, 办公室继续出版一份有关姆洋法和海洋事务的书目选作为为会员提供的一 > 

种服务，这套丛书的四本书目：《海淬法： 1 9 8 8年书目选》"于 1 9 8 9 

年出版，一 Ijtr载歹'〗这个领域内2 0年（ 1 9 6 8— 1 9 8 8年）来工作的海洋法和 

海洋爭务综合书目将于1 9 9 0年出版， 

G。 j^r洋亊务和海洋法图书馆和参考资料库 

205. 海洋事夯和海淬法&书馆和,考资料厍继续满足下列各方to衡求：各^ 

15.驻大会和筹备委员会代表团法员、常驻联合H.代表、妆书处工作人员以及对 

《联合国泮洋法公约》^有方is及有关海洋拳务领域感兴趣的学术机构工作人员. 

&书馆和,考资料库也为犄别代表办事处提供所需研究和档案以支助该处执行其活 

动方案.同时还在牙头加金斯敦的特别代表办爭处设立一个4^别fei书馆，以方便 

该办事处的工作^为筹备娄员会提供服务.一如任年，馆和资料库与达格 

啥马舍尔德图书馆工作， 

五、联合国糸统内的合作 

206。 大会在关于海洋法的第43/1 8号决议内认识到拇淬区^的种种|'««J题是彼 

此密切相夭的，必须视为一个簦体加以考虑.又认识到《联合&i海洋法公约》涵 

盖了海洋的一切用途和资源，联合g'系统内的所有有关活动必须按符合《公约》的 

方式进冇.大会 m秘书长继续协助各执行《公约》，协助为充分受益于《 < ^ 3》 

所作的努力，同时请联合,系统各机关和组织.对这些努力给予合作加协助.办公 

室继续与联含国各机构和机关以及联合P其他部门紧密合作，并向他们提供拔助. 

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一如1 9 8 8年那样，于1 9 8 9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 

个海洋事务特设机构间会议，1 2个组织和机构的代表们聚集一堂.，。这个会1<义 

讨论了区域和分区协调、海洋环埂以及海洋在全琛环境中的作用等〖
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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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推行合作相协调的另一正式机>1=9是海洋科学规划秘书处间？^员会，该委员 

会于4月在巴黎举冇第二十五庙会义，来自办公室和该夯员会为四个成员（教科又 

组织、海爭组织、粮农纟IL织和气象组织)的代表们参加了会i义. 

联合/合作活动 

208.办公室继续共同主办和参与合设海洋污染科学1PJ题亏家小(海洋污染 

组）（第十九庙会i义，1 9 8 9年5月，雅典）以及教科X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娄员 

^ (海洋学娄会）和联合H'关于非生物资源é^i海淬抖字方案％合会议(箄三庙会"1々， 

1 9 8 9年 2月，波尔多）.在技术生物学资料和數据方办公室与教科文组 

织/海洋学委会和粮农组织同是水产科学和渔业资料糸统（水产渔业资料系统）的 

共同主办者，也是水产科学和渔业文摘的Ifi际协调输入中心，^是水产赘料系统的 

一个主要赘料组，办公室继续支助发展这个机构间书目资科糸统.在方面，它 

监测与海淬法和其他海洋方面活动有关的又件和出版物，月用计算机检索水产科 

物. 

209。 办公室也参加了一个海洋学委会主办的关于更新海洋和:祈究长期忙大 

方案，方案的大纲，，提交给经济及社会埋事会1 9 8 9年第二厢常会‧ 经社垤事 

会】 9 8 9年 7月 2 7日第 1 9 8 9 / 1 8 0号决定注意到 i t 一大纲. 

2 1 0 . 一年来也在双边基础上逬行了广泛的非正式协调.办公室也斟情派代录 

W席若干联合国组织^爭机构的会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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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 

品编号：E. 84. V. 3)， A/CONF. 62/122号文件。 .（ 

A/43力18。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西、塞浦賂斯、肯/&亚、阿曼、索马 f和扎伊尔。 

巴西和阿曼。 

巴西、佛得角、古巴、民主也门、埃及、几内亚比绍、冰岛、阿曼、革律 

宾、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C. ïf. 173. 1988. TREATIE&~1。《海洋法简讯》第1 2号，第 1 0页。 

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文茱国、 

保加利亚、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沦比亚、科摩罗、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民主柬埔塞、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民主也门、吉布提、多米尼加、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 

亚、变济、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印度/？^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基里 

巴斯、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庫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瑙 

魯、荷兰、新西兰、纽埃、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葡萄牙、、 

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萨庫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所罗'、 

门群岛、南非、西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璣典、泰国、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图瓦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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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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瓦努阿图、委内瑞 

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1 9 8 8 年 1 2 月 2 2 日 公 告 。 

1989年《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法》。 

约有18个国家主张超过12海里的领海。 

见《荷兰海洋 ‧ 究所通讯》 1 9 8 9年 7月号，卷 2。 

见1 9 8 2年《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3, V. 

5)第二一〇条第6款，和1 9 7 2 年 1 2 月 2 9日在伦敦签订的《防止 

倾倒废物或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46%， 

15749"f)及1 9 7 2 年 8 月 1 5日在奥斯陆筌订的《防止船舶和飞机倾 

倒废物造成海洋污染公约》（ST/XEG/SER^ B / 1 6 ) , 

CHua, Thia-^ng,《拟订东南亚区域的沿海地区管理计划》，《沿海地 

区1 9 8 9》，《第六次沿海和海洋管理专题讨论会会议录》（1989 

年 7月 1 1日至1 4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卷3,第2192 

—22011. 

Herz, Renato,《巴西沿海地区的管理》一一在第一次:^海地区的利 

用国际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文件。 1 9 8 9年 5月 8日至 1 0日，纽约。 

Ramos Mora, Amparo,《哥伦比亚在,地区的规划和综合管理和在 

海洋的利用方面的经验》一一在海洋采矿和海洋利用合作专家会议科学、 

技术、法律、环境和规划部分提出的文件。 1 9 8 9年 6月 1 2日至 1 6 

日，厄瓜多尔基多。 

能源和矿务部/罗得岛大学，《厄瓜多尔^海资源管理方案的结构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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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沿海资源管理项目. 1 9 8 8年 6月。 

Peet, aerard,《荷兰对北海的管理》一一在海事组织世界海事大学第， 

二 次 海 洋 亊 务 ， 会 上 作 的 讲 演 . 1 9 8 8 年 8 月 . 

俄勒冈州海洋资源管理工作队，《俄勒冈州海洋资源的管理一-行政总结》 

一一给土地使用问题联合立法委员会的临时报告. 1 9 8 8年 7月 1日。 

Wolfe, L a r r y D. S .和 M a r s h a l l David W. I.,《印度尼西亚 

海洋和沿海资源的长期持续开发行动计划》，《、;0"海地区1 9 8 9》，〈(^ 

六次;^海和海洋管理专题讨论会会议录》。 1 9 8 9 年 7 月 1 1日至14 

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卷3，第2141 — 2146页。 

A/40/535. 

美国仍然没有参加. 

日本科学技术署对琉球群^附近一处可疑地区进行了一次临时性研究， 

联合国公约案文，见il/Cowrf. 8 2 / 1 5和 C o r r . 1 ^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调理物质公约》第17条第1 0款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笫 条第5款（紧追权)一致。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 5号》（ A / 4 V 2 5 ) ,附件 

《放射源和做法免受管制的原则》，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第8 9号。 

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上一次大会上，再次有人表示意见认为，有必要考 

虑到各种观察制度的法律方面问题. 

见《协调问题：海洋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海洋学研究的长期和扩大方 

案》，：E/1989/111, 1 9 8 9年 6月 1日，这个文件以后将进一 ifeJiP 

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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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南太平洋论坛第2 0届会议的最后公报（A/44/463,附件）。 

特别见气象组织/环境规划署1 9 8 8年4月出版物（WMO/TTD—:NO. 

225)：《拟订因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见€01>1/89/々号文件和渔业委员会第1 8届会议的报告（CJQ95/7)。 

渔船标记技术规格专家协商会议的报告，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3 6 7 

专 ， 另 见 1 0 和 C 0 " F I / 8 9 / 7 。 

另见 l o ? c / 8 9 / 9号文件， 1 9 8 9年 6月。 

见中大西洋东部渔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第7届会议的报告，1 9 8 8年 9 

月；和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4 0 6 号 （ ) 。 

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资源管理委员会，第7届会议，1 9 8 9年（Gî^CM/ 

RM/VI1/89/1 nf. 6)。 

见A/43/71 8，第13 0 —132S . 

见 等 备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报 告 （ 7 2 和 7 7 ) . 

见第一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报告（LOS/I>Cii/;u 68和LOS/<PCN/:U 7 3 ) , 

见第二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报告（Los/pcir/L» 70和I«OS/:PCN/:L. 75)。 

51第三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报告（：LOS/^Cî[/l- 69和LOS/^CN/L» 7 4 ) . 

见 第 四 特 别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报 告 （ 7 1 和 7 6 ) . 

见 A / 4 3 / 7 1 8 ,第 7 1 1 

1 9 8 9年 6月 1 9日11/1989/110号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9. V. 2。 

伦敦格雷厄姆和特罗特曼有限公司于1 9 8 9年出版.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分别为E. 89. V. 7、 E. 89. V. 5和 E . 89.V.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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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8. V. 5*(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于1989 

年重新印发）. 

*• 数据库细节，见 A / 4 a / 6 8 8和 A / 4 a / Y 1 8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9.V.3.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厅、资发会议、非洲经委会、欧洲经委会、亚太 

经社会、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海事组织、知识 

产权组织和水文学组织. 

，，见 E / 1 9 8 9 / 1 1 1号文件，附件， 1 9 8 9 年 6 月 1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