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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权海城视 角 下公涤保妒 区 发展

态 势 与 中 国 因 启

白佳 玉
１

李玲玉
１

（ １ ． 中 国海洋大学
，

山东 青岛 ２６６ １００ ）

摘要 ： 北极海域具有地理位置特殊 、生 态环境脆弱 、影响全球气候的 特点 ，
研究北极海域公海保护

区 的发展态势 有其客观意义和 战略价值 。 现有 的公海保护 区 实践预 示着公海保护 区 的数量将缓

慢增长 ， 约 束公海保护 区 的 全球性条约将 出 现
，
公海 沿岸 国 与公海使用 国之 间 的 监 督与 合作关 系

愈来愈 明 显 。 北极海域 国 家及相 关 国 际 组织对公海保护 区 的探索 符 合公海保护 区 的 发展趋 势 。

为 顺应这种趋势
，
我 国应 积极参加公海保护 区 的发展进程

，
充分行使 中 国 的制度 性话 语权 。

关键词 ： 海洋保护 区
；
公海

；
北极海域

；
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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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 进步 以及人类海洋活 动 的增北极理事会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工作组将

加
，海洋生物资源减少 ， 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 ， 北极海域确定为北冰洋及其边缘海所构成的海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 国际社会着力关注海洋生域 。

？美 国 、加拿大 、挪威 、丹麦 （格陵兰 ） 和俄罗

态环境的保护 ， 产生了包括海洋保护区在 内 的斯通过其边缘海与北冰洋相瞰连 ，
为北冰洋沿

海洋环境保护方式 。 为指导各国 的海洋保护区岸国 。 冰岛不是北冰洋沿岸 国 ， 但与北冰洋 的

建设 ，
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 ： 附属海域 （ 格陵兰海 、挪威海 、丹麦海峡 ） 毗连 ，

“

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 ，
对也是北极海域国家之一 。 海洋法视阈下 ，北极

其中部分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 间带或海域可分为国家管辖范围 内海域和 国家管辖范

潮下带陆架 区域 ，
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围外海域 。 值得注意的是 ， 国家管辖范围 内 的

植物群落 、历史及文化属性
”

。

？海洋保护 区 由各国的 国 内 法律规则约束 ，
国家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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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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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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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际合作法律规则构建研究
”

（
１ ６ＢＦＸ １ ８ ８

）
和司 法部国家法治 与法学理论

研究项 目
“
‘
一带一路

’ 战略背景下我国海洋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研究
”

（
１ ５ＳＦＢ５０４２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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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 围外 的海洋保护 区 由 国 际法律规则约约没有明确规定海洋保护区 的定义及 内容
，
但

束
，
且沿岸 国 的 国 内 海洋保护 区制度不能 自 动缔约方大会提出 了建成全面 、有效管理 、在生态

适用或拓展至公海海域 。 本文研究北极海域公上具有代表性 的 国家和 区域保护 区 网络的 目

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与以往学者 的研究视野有标 ，

？会议决定研究建设国家管辖范 围外的海洋

所不同 。

① 其一
， 国 内外学者对海洋保护区 的研保护区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深海基 因资源 。

？

究主要以 国家管辖范围 内 的海洋保护区或现有其二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将海洋环境以专章

的公海保护区为研究对象 ，
本文以特定海域——篇幅规范

，

？规定各 国在公海享有 六大公海 自

北极海域为研究对象 ，分析北极海域国家管辖范由
， 具有环境保护的义务 ， 支持国家采取划定 区

围 内的海洋保护区立法实践 ，

以及公海保护区的域保护某一海域 的管理办法 。

⑦ 公海保护 区针

探索 。 其二 ，
北极海域在地理位置 、

生态环境 、对 对人类不合理 的活动加 以合理限制 ，其设立需

全球气候的影响 、战略价值等方面具有特殊性 。
要以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为前提 。

⑧ 其三 ， 国际海

其位于地球最北端
，
处于高纬度的冰封地带 ，

常 事条约是海洋保护区制度的重要依据 。 《
１９７３

年气候寒冷 ，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较差 ，
生态环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 （

以

境较其他海域脆弱 ，其生态系统的变化影响着全 下简称为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 公约 ） 项下的特殊 区

球气候的变化。 北极海域内的油气资源丰富 、具
域希 ！Ｊ度与 《特别敏感

＇

海域鉴定和指定指南》
１页下

有潜在航运价值 。

？ 研究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变 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均是特定海域的保护制

迁
，

以及海洋保护区在国 家體細内北极海域

的立法实践 、公海保护区制度适用于国家管辖范

困 挪泡储的挺麥往神 右壬丨
１不挺翁丰求 ／入① 以往研究包括 ：桂静，公海保护区的国 际法基本原则辨

围外的北极海域 ００探索 ／Ｓ动 ，
有利于探％未来Ａ

析
”

， 《江南社会学 院学报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７
－

２２ 页 ；姜丽 、桂

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趋势 ，
进而分析中国在完善
＿２０ １３ 年第 ９ 期 ， 第 ６

－

１ ０ 页
；
李凤宁 ：

“

我 国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实施

公海保护区制度方面的可行策略 。与完善 ： 以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为 中心
”

， 《
法学杂志 》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３期
，
第 ７５

－

８４ 页
；
林新珍 ：

“

美国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探析
”

， 《海

洋环境 科学 》 ，
２０１ １ 年 第 ４ 期 ， 第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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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公海保护区成为重要 的环境保护方式 。 在② Ｂａｉ—，ＴｈｅＩＭＯＰｏｌａｒｅ〇ｄｅ

：Ｔｈｅ ＥｍＣＴｇ ｉｎｇｆｉｕｌｅ ｓｏｆ

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化进程中 ，公海保护区的发Ａｒｃｔｉｃ 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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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离不开法律依据的探讨 。 为系 统研究公海保 生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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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餅 ^

护区的发展态势
，
有必要从源头研究公海保护中 国海洋大学 出版社

，

２〇〇６ 年版 ，第 ３９ 页
。

区产生的 目隨歸
，
酿条购 习個 ｐ雜

为主要考察又寸象 。⑤ 林新珍 ：

“

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 区域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与管理
”

， 《太平洋学报 》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９７ 页 。

１ ． １ 国际、条约法依据⑥ 屈广清 、 曲波主编 ： 《辦法 》 （第 二版 ）
，相人民大学出

以条约适用 的范围 为分类标准 ，
可以将公 版社

义 电 义 电 ^
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８ ７ 条 、第 １ ９２ 条 、第 １ ９４ 条 第 ２

海保护区的国际条约法依据分为全球性条约法款 、第 １％条 。

依据与 区域性年约法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ａ
Ｗ ｔＢ Ｔ ＬＪ ＥＵｔｅＷ ｔｔｅ 。 步 杆

鎌海洋保护 区为视角
”

， 《太平洋学报》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２ 页 。

约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国际海事条约是公⑨ 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 公约
，

“

特殊 区域
”

系指 在
一片 海域

、益 钟讲夂納吐比描 甘／／ Ａｆ
■ 输夕中 ， 由于其海洋学的和生态学的情況■以及其运输的特殊性质等方面

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法依据 。 其
一

， 《生物多 公认的技术原因
，

需要采取防止海 洋油污 、有 毒液体 、船舶垃圾 、船

样＃Ａ约 》 为半 物劣样件 的令面促护湘牛物资舶气体等的特殊强制办法 。 根据《特别敏感海域鉴定和指定指南》 ，

＂、

特别敏感海域是那些因受 国际航运活动的影 响 ，且具有生态 、
社会

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了法律框架 〇

？ 尽管该公经济 、科教等方面的意义 ， 由 国际海事组穿ｓ＊取 保护措施的海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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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条约法也是公海保护区的重要法律

依据 。 迄今为止 ，
国际社会已经根据《建立地中二

、公海保护区的变迁及发展
海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 的条约 》 、 《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养护公约 》 、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在国际条约法与 习惯 国际法 的指引下
，
公

公约 》 、 《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国际协定》等海保护区制度产生并不断发展 。 公海保护区的

四个已生效的 区域性条约 ，

？建立了公海保护变迁以及现有 公海保护区 的实践 ， 预示着公海

区 。 东北大西洋 、南奥尼克群岛南大陆架 、罗斯保护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

海和地中海的公海保护区实践说明 ：
区域性条２． １ 公海保护区的变迁

约是建立公海保护 区的有效途径 ，
在一定程度公海保护区实践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
地中

麵拉格斯海洋保护区 是世界首个公海保护
条约法相比

’
区域性条约法的适用范围较小 、管

区
，
旨在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免受人类活动的干

獅
扰 。 地中海沿岸 的国 家只有领海与雌区

，
未

＿主张专属经济区 ，可 见此海域存在公海 。 但地

１ ．２ 习 １１ １１际法依据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公

除国际条约外 ， 习惯 国际法 中 的一些规则海保护区 。 确切来说 ，
世界上首个公海保护区

可以成为公海保护 区的法律依据 ，
为公海保护是 ２００９ 年建立 的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

区的建立和管理提供指导 。 习惯 国 际法是指保护区 ；
此后

，
大西洋海洋保护区 网络 、罗斯海

“

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广泛接受的法律者
”

，

？它海洋保护区等公海保护区得 以建立 。 公海保护

由
“

常例
”

和
“

法律确信
”

两个因素构成 。

④ 有关区的产生较晚 ，现有实践不多 ，但均基于保护生

环境保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主要包括禁止跨界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之 目 的 ，
在国

污染 、国际合作 、可持续发展 、对 可能影响其他家合作的基础上 ，借助国际组织力量建立 。

国家环境 的项 目应预先通知与协商 、开展环境（ １
）
公海保护区管理主体多元化

影响评价等 。

⑤ 其中
，

禁止跨界污染可作为公海最初的海洋保护区 出现在国家管辖范围 内

保护区的 习惯 国际法依据 ，
促进海洋资源的合海域 ，管理主体是海洋保护 区的所属 国 。 公海

理分配 、生态环境的 良好保护 。保护区的 出现 ，
导致了多国合作管理公海保护

１ ８％ 年
，
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提炼矿物区的局面

， 管理主体呈多元化 。 在海洋环境保

质 ，生成二氧化硫 ， 对美 国华盛顿州 造成污染 。 护进程中 ， 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 ， 推动国际环境

因该问题
一

直未得到 圆满解决 ，
两国于 １９３ １ 年 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 。

⑦ 如地 中海沿岸 国

提交国际仲裁 。 仲裁庭以
“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

利这样地使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 ，

以致让其烟① 顺 ：

“

南极罗斯海将建全球最大海洋保护 区
，，

， 中 国海

雾在他国领土或者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洋Ｍ ，２〇 ｌ ６ ￥ ｌ ｌ Ｊ！２ 曰
。

、山 上此＋ ” 、 ｆ丄 办 必 斗人Ｉ上
②Ｒ ｅｅｖ ｅ ，ＬｏｒａＬ

．Ｎｏ ｒｄ ｔｖ ｅｄｔ ， Ａｎ ｎａ Ｒｕ ｌｓｋａ
－

Ｄｏｍ ｉｎｏ ，ａｎ
ｄ Ｋｒｉ

ｓ－

造成损害 为 由裁决此案 。 美国与加拿大的国
ｔｉｎａ ＭＫ

＊ ｌ

Ｔｈｅ Ｐｕ ｔｕｒｃｏ ｆ Ｈ ｉ

ｇ
ｈ Ｓｅ ａｓＭａ ｒｉｎｅＰｒｅｔｅｅ ｔｅｄ Ａ ｒｅａｓ＇ 仏

家实践以及国际仲裁庭以禁止跨界污染作为裁， ． ２６
， ２〇 ｌ２ ， ＰＰ

．２６５
－ｍ

枯＾日 姑 Ｉ 吐 田 ｒｒ议 、仁 州 磁③ 《 国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第 １ 项 。

决依据
，
使得本止跨界环境 染成为

一

人 习 质④ 王铁崖主编 ： 《 国 际 法》 ，
法律 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１ ０
－

国际法规则 。 建立公海保护 区可以有效防止在 １ １ 页 。

特定海域峨挪染和撼 ，从賴鱗關

染 。 由此可见
，
公海保护 区体现 了禁止跨界环 ⑥ 徐祥 民 、

孟庆垒等著 ： 《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研究 》 ，
中 国

境污染的 内涵 禁止跨界环境污染的 习惯 国际
⑦ 孙法柏等著 ： 《 国际職法基本理论专麵 究 》 ，对外经

法规则可以成为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依据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版 ，第 丨 ４ １

－

１ 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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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管辖范 围 内 的海洋保护区 由沿岸 国管大的促进公海保护区制度的未来发展 。 下文将

辖 ，
而地中海派格拉斯海洋保护区 由法国 、意大从公海保护区的发展速度 、法律依据 、沿岸 国与

利 、摩纳哥等国为保护此水域的鲸鱼 、海豚等哺使用 国关系方面 ，
以现有实践为推测依据 ，

探求

乳动物而共同设立 ，

？其公海部分 由三 国合作公海保护区的未来发展态势 。

管理。（
１ ）公海保护区的数量将缓慢增长

（
２

） 国际组织平台作用显著应然层面
，公海保护 区制度有利于公海生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 ，
离不开国际组织发挥的物多样性的保护 ，

且备受 国际组织推崇 ，可藉此

平台作用 。 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促使优势蓬勃发展 。 实然层面
，
基于公海保护 区设

规则不断得以调整使其与现实需求相符 。 对已立需要满足相关国 际条约的要求 、沿岸 国需达

有的法律进行调整 ，就需要代表人类共同利益且成共识 、 国家需具备开发公海资源的技术水平 、

不断推动国际合作的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

② 联合利益攸关 国家的意见应被重视等 因素 ，
公海保

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海事组织积极参与海洋保护区发展缓慢 、成立耗时较长 。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８ 年

护区事务 ，
相互配合 ，制定相关的国际公约草案 ， 间

，
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共宣布 １４ 个公海潜在优

共同启动公海保护区的相关项 目 。 除此之外 ，
南选区 （包括已经建立的地中海派格拉斯海洋保

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护区与大西洋海洋保护区网络 ） 至今未实现

境公约委员会在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过程中 ，
对其全部设立为公海保护区的 目标。 设立罗斯海保

建立与合作机制的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护区的提案始于 ２０１ １ 年
， 修改多次后 ，于 ２０ １６

（ ３ ）公海 自 由进一步受到限制年通过 。 因此 ，
国际组织在公海保护区的设立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规定了六大中主要起到辅助与推动作用 ，
发挥主要作用 的

公海 自 由
，

？明确 国家有保护与保全海洋环境 、 仍为国家 。 各国 国情不 同 ，
针对公海保护区的

采取防止 、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 的措施等设立达成
一致意见需经过较长时 间 。 而且

，
为

义务 ，

一

定程度上 限制 了各 国在公海 的 自 由权避免公海
“

蓝色圈地
， ’

， 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审核

利 。 现有的公海保护 区受区域性条约法约束 ， 也趋于严格 。 因此
，
尽管公海保护 区数量将继

这些区域性条约法在遵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续增长 ，但整体增速趋于缓慢 。

的基础之上
，
再次限制 了公海使用国 的公海 自（

２
） 约束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专门条约将

由
。
以南奥克 尼群 岛南大陆架公海保护 区 为出现

例 ， 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确定的 养护措施从公海保护区的 国际条约依据来看 ，
公海

（ ＣＭ９ １

－

０３ ）规定 ， 南奥克尼群岛的
“

特定区域
”



中禁止除委员会同意的科学捕捞活动以外的任①Ｓｃ ｏｖａｚｚ ｉＴｕｌｌｉ ｏ
，Ｍ 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 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Ｈｉ

ｇ
ｈＳｅａｓ

 ：

何类型的捕鱼活动
，
且任何渔船不得排放或倾ＳｏｍｅＬｅ

ｇ
ａ ｌａｎｄＰｄｉｅ

ｙ
Ｇｏｎｓ 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７７ｗ／ｍｅｍａｆｉｏｎｏＺ／ａｕｍａ

／〇／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ａｗ
， 
Ｖｏ ｌ

．
ｌ


，Ｎ〇 ．
１ ９ ，２００４ ，ｐ

．

１ ３ ．

倒任何类型的废物 。

④
由此可见 ， 其将 《联合 国② 賴铃著

：《 国际环境法》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緣 ，

２００４ 年

海洋法公约》的 内容具体化 ，
约束措施严格化 ，

、

＃一半瞄制了八沲 白 由③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８７ 条 。

近 步限制ＪＡ 海 目 田 。④Ｃｏ ｎｖ ｅｎｔｉ ｏｎｆｏｒ ｔ
ｈｅＣｏｎｓｅ ｒｖ ａｔｉ

ｏｎｏｆＡｎｔａ ｒｃ ｔｉｃ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
ｇ

２２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产势
Ｒｅ ｓｏｕｒｃ ｅｓ （

Ｃ ＣＡＭＬＲ
） ／

‘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Ｍｅ ａｓｕｒｅ９
１

－

０３ （
２００９

）Ｐ ｒｏ ｔｅｃ
？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

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ｒｋｎｅｙ

Ｉ ｓｌａｎｄｓ Ｓｏｕｔ

ｈ ｅｒｎＳｈｅ ｌｆ

”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

２０１ ５年
，
联合国大会第

６９届会议决定处理ｃ ｃａｍｌｒ． ｏ ｒ
ｇ
／ ｓｉｔ ｅｓ／ｄｒｕｐａｌ ． ｃｃａｍｌ ｒ． ｏｒ

ｇ
／ｆｉ ｌｅｓ／／９ｌ

－

〇３ ．

ｐ
ｄｆ ．

“

特定 区域
”

指

公海生物多样性＿护和可持续利姻题
，
尤

其重视海洋保护区等保护措施 。

⑤ 同年
，
联合国⑥ ２０ １ ５ 年联合 国第七十届会议 中秘书长 有关海洋 和海洋

环境署积极响应此号召 ，设兑专门的工作小组 ，

⑦ 范晓捧主编 ： 《
公海保护 区的法律与实践 》 ，

海洋 出版社 ，

积极研究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问题 ，

？这将极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１２９

－

１ ３０ 页。



第 ４ 期 白佳玉等 ：
北极海域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发展态势与 中国 因应

’

２７

保护区的相关条约并不完善 。 约束公海保护区以推测北极公海保护 的可能发展趋势 ，
即北极

的全球性条约均是综合性 、倡导性条约 ，
缺乏对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将符合全球公海保护区的发

公海保护 区的专 门性科学研究 ，
不涉及公海保展趋势 。 北极海域国家探索公海保护区制度 ，

护区设立与管理的实质内容 。 区域性条约法有是在已经建立国家管辖范围 内 的海洋保护区制

其局限性 ，
不能适用于除该条约法约束以外的度的基础上进行 的 ，

有必要先行考察北极海域

公海海域。 从而导致了公海保护区设立标准不国家管辖范 围 内的海洋保护区实践。

明 、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现状 。 本文认为 ，
为规范３． １ 北极海域国家管辖范围 内的海洋保护区实践

北鋪聯岸酿 （麵 、加拿大 、麵 、丹
ｆｌｉｔ＃

麦 俄罗斯 冰岛 ）颁細 内法 ，
设立 了国家管辖

細 内 的海洋保护区 ，体现了不同类型的立法
积
＝
小

、

、管理主体 、管理制度 、惩罚制？等相关
实践 ，印证了海洋保护 区制度的变迁 。 北极海

，
容 。 这碰力

〈〈齡瞒洋法公约 》 《 ２ ｉ 世纟ａ

域沿賴細酿髓細議鮮保护区立
议程

＾
生物
ｆ
样性公约》 等条约和软法的倡 １义

法实践可以分为两种麵 。

一类是主要依靠陆

巧
款补 Ｍ

海统筹的综合慨律建立海洋保护区的立法实

践
，
包括俄罗斯 、冰岛 、挪威和丹麦等 国家 。 这

么

（ ３ ） Ａ關与 ａ雜顧之麵 ］ｋ＃
麵雜乏专门＿洋保护区立法 ，其综合性

ｆ ＾ｍ法律虽涉及海洋保护 区 ，
更侧重于管理陆上保

护区 。 另
—

类是同时颁布单行法律或法规管理

具体类型的海洋保护区的北极海域沿岸国立法

实践
，
包括美国与加拿大 。 如美国颁布 １９７２ 年

《 国家海洋庇护区法》规顏家海洋庇护区 ，
加

：更 拿大颁布《酿海洋保全区法 》臟 国家海洋保

行使其监督沿岸国行为的权利 ，
避免出现沿岸国 ５二

利用地缘政治手段限制細国合法权利的现象 ，

由陆

从耐成沿關与使删之醜５：亂植约

束的局面 。 另
一方面 ，

公海保护区的沿岸国与使

腦均賴获職大麵家利益 ，
导麵方均不

^
雛照相最优的决策行事。 为此 ，公海保护区

的管赚麟 自沿岸 ＿与使顧減般 ，

？肖

时考虑共刚益
，
在协細細±开願 际合

作 ，
取得合作共顔结果 。 贿公海保护Ｍ

发展 ，
公海沿岸 国 与公海使用 国之间的 相互监

３ ．２ 北冰洋沿岸国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督 、相互合作关系将越来越明显 。国家管辖范围外 的北极海域指北 冰洋公

海 。 冰岛不是北冰洋公海沿岸 国家 ， 因此 ，探究

三 、北极海域国家对公海北极海域国家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问题时 ，
北

保护区的探索


① 屈广清 、曲波主编
： 《
海 洋法 》 （ 第二版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

因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是全球公海② 麵 、桂静 、罗捧

＇

障 、 王群 ：

“

公海 保护 区问题初探
”

， 《海

海域的一部分 ，
从公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 中

，
可洋开发与管理》 ，

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
，
第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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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海域国家指的是除冰岛之外的北极海域沿岸国难以达成设立北极海域公海保护 区的合意 。

国家 。 若在北极建立公海保护区 ， 北冰洋沿岸随着北极冰融 、北极航运活动的增加 ，生物资源

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 。 目前 ， 北冰洋沿岸 国家开发能力 的提高
，
不排除北极海域沿岸 国家对

对北冰洋公海保护区 的态度可 以分为两类 ：

一

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建设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

类是持积极态度 的国 家
，
包括挪威与加拿大 。

挪威在特罗 姆瑟建立极地研究机构 ，
支持在北四 、国际组织、对

＇

；＾极海域公海
冰洋公海建立大范围 的海洋保护区 。

？
２０ １３ 年

，保护区的探索
挪威船级社 （ ＤｅｔＮｏｒｓｋｅＶ ｅｒｉｔａ ｓ

） 主张在北极公

海适用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

② 在 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目前
，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的环境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不 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协商会保护事项 ， 主要依靠全球性和区域性国 际组织

议上
，加拿大代表团表示支持将公海保护区作主导开展 。 鉴于本文着重研究北极海域公海保

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综合海洋管理措施。

？护区的发展态势 ，在区域性 国际组织层面 主要

加拿大在 ２００４ 年北极海洋战略计划 中 ， 倡导建 分析北极理事会对北冰洋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

ｔ大范围的北极海＃保护区＿＃
。 另

－

类是胃
ｕ 全球性国隨织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全球性 国际组织较为关注公海保护区制度

随立及完善 ，
形成了 以联合国为核心 ，

世界 自
极战略 》 中表７Ｋ愿与其他北冰洋沿序 国积极开ｕ＾＾Ａ＿

展环境合作 ， 但官《府未綱散北＿公
麟护輕 、＿酶雜织为雛多个国 际组

海保护区的态度 。 類政府提 出 ，
若设立倾

保护区 ，
则需要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瞻求 、需要

考虑原住民的利益 、有利于保护北极环境与节
索具

约生物资源等条件 。 若满足这些条件 ， 美国将

考虑设立公海保护区 。

④ 俄罗斯政府没有明确
？ｌａ

Ｈ
ａ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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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基金会海洋项 目协调官瓦里西
？ 斯皮里多诺② ＤｅｔＮｗ ｋｅ Ｖ ｅｒｉｔａｓ

，

“

Ｋｅ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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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 （ Ｖａｓｓｉ ｌｙＳｐｉｒｉｄｏｎｏｖ ）博士认为 ，
俄罗斯不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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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设立
一

个大范围 的海洋保护 区 ， 因为俄罗斯 ｈａｎｄ ｌｅ／ ｌ ｌ ３７４／ １３４ １／ＷＧ
＿

ＰＡＭＥ
＿

ＡＭＳＡ
＿

Ｄ ｏｃ０４
＿

Ｓ
ｐ
ｅｃ ｉａｌ ｌｙ＿Ｄｅｓｉ

ｇ
ｎａｔｅｄ

－

， 、 ． ，，“ 一 —＾Ｍａｒｉｎｅ
＿

Ａｒｅａｓ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 ｉｃ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 ｔ＿ 

ＡＣＳＡＯ
＿ 

ＣＡ０２ ．

ｐｄｆ？

不会放弃北冰洋海域的航线与 自然资源 。

？５ｅ
ｑ
ｕｅｎｃｅ＝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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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 北冰洋沿岸 国家邀请中国 、③ 范晓婷主编 ： 《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 》 ，
海洋出版社 ，

冰洋公海商业捕鱼活动的 临时措施 ，
以 此保护 ２４ ， ２〇０４ ， ｈＵｐ ：

／／ｗｗｗ，

ｐａｍｅ ．

ｉ ｓ／ ｉｍａ
ｇ
ｅｓ／０ １ ＿ＰＡＭＥ／ＡＭＳＰ／ＡＭＳＰ ＿

北冰洋公海 的生物资源 ，但此临时措施不具有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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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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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约束力 ，
不可适用于第三方 。

？
２０ １６ 年ＩｃｅＭ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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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１ ９ 日 北极八国在北极理事会会议上 呼吁
Ａｎｔ ｉｃ ｉｐａｔ ｉｏ ｎ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

ｇ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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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

、你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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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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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

⑦ 现阶段 ，北⑥ 唐建业 ：

“

北冰洋 公海生物资源养护 ：
沿海五 国主张的法

极海域缺乏
一

个用于全面管制危及国家管辖范律分析
”

， 《太平洋学报》 ，
２〇！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９ ５ 页 。

田兄 士細々性 冰 １ 来 冲组柏加 ？Ｒ？ 构⑦ 周超 ：

“

共同推动北 极地 区可持续发展
”

， 中 国海洋 报 ，

围外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 的法侓框架 。
？ 尽管２０ｉ ｅ ￥ ９ Ｊ！ ２８０ ^

北极公海保护区是保护北极生态环境的一个合⑧ Ｗｏｒｌ ｄＷ ｉｄｅ ＦｕｎｄｆｏｒＮａ ｔｕｒｅ （ＷＷ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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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法律工具 ，但 因在国家政策 、开发资源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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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 、 国家利 等方面存在差异 ，北冰洋沿序ｎａ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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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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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机构的探索方式是召开国际会议 ， 并通过划构建
“

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
”

。

？泛北极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的多项条约或倡保护区网络 由北极理事会项下的北极海洋环境

议
，
且这些文件均遵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保护工作组 （

Ｐ 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 ｒｃ ｔｉｃＭ ａｒｉｎｅＥｎｖ ｉ
－

规定 。 现阶段 ， 联合国对公海保护 区的文件处ｒ〇ｎｍｅｎｔ
，
ＰＡＭＥ ） 提议设立 ，

以保护海 洋生物多

于从倡议性协议向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硬法过渡样性与海洋生态系 统的功能 、保护文化 、社会 、

的阶段 。 其二 ，其探索 目 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的价值与生态服务 、
提高北极居 民的环境

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将公海保护区制度视为实保护意识 、促进北极地区 的协调与合作为 目标 ，

现该 目的的手段。 其三 ，
联合国倡导以合作的方覆盖北冰洋沿岸 国专属经济 区水域与公海水

式促进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 ，
尤其重视国家间域 。 它要求网络项下的任

一海洋保护区需同时

合作的重要性 。 其四 ，联合国对公海保护区的探满足三个条件 ：其一 ，
需满足世界 自 然保护联盟

索是方向性探索 ，多为探索公海保护区的规划问对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其二 ，应至少满足一项泛

题
，
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及管理的具体内容则需要北极海洋保护 区网络 目 标 ；

其三
，
需要有与该海

各国际组织与公海使用国的配合完成 。洋保护区有关的管理计划或法律法规 的明确支

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
可持 ，

且此计划或法律法规正被实施 。 建立泛北极

以分为宏观 目标的制定和微观科学研究两方面 。
海洋保护区网络 ，

不仅需要海洋保护区实践 ，
还

宏观方面
，
世界 自 然保护联盟多次召开研讨会 ，

需要该实践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北极海域 。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 目 的 ，
首次提出 了海洋保护值得注意 的是 ， 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

区的定义及分类标准 ，
提出 了建立有代表性的海提议的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 ，

重点关注北极

洋保护区网络的 目标 微观方面 ，
世界 自 然保国家专属经济 区 内 的海洋保护区建设 ，

强调北

护联盟通过科学划定公海保护区潜在优选 区 的冰洋公海是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的
一部分

，

方式
，
具体探索某一公海海域设立公海保护 区形成

一

个宽泛 的网络系 统 。 但是 ，
它并未重点

的可能性及影响 ，为这些潜在优选区 日后成为研究北冰洋公海保护区 的建设问题 。 除此之

公海保护区提供数字资料和科学依据 。外
，
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曾 于 ２０ １ ３ 年提议

联合国与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均以保护生物适用特别敏感海域制度保护北极环境 。 海洋保

多样性为 目 的探索公海保护区制度 ；
国际海事组护区衍生出 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特殊 区域制

织则为避免航运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带 度 、具有生态和生物意义的海域制度都可适用

来风险而划定区域
，
设立了海洋保护区的衍生制于公海

，
泛北极海洋保护区 网络的构建并不排

度——特殊区域制度与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并制 斥此三种海洋保护制度的适用 。
⑤ 对于公海保

定海洋保护措施 。 其中 ，
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无适



用范围的限制 ，特殊区域制度所适用的海域主要① 联合 国大 会 ：

“

国家管辖海域外生 物多样性管理问题 ， 相

，
、＿

＞

、＆ ＜ ， ＾关国际组织与论坛的活动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常驻 国际海底管理

为闭海和半闭海 ， 也包括南纬 ６０
°

Ｗ南的南极海 局代表处 ， ２００７ 年 丨 月 丨 ５ 日 ，
ｈｕＰ ：

／／ （ ； ｈｉ ｎａ
－

ｉＳ—
－

ｅｍｂａｓｓ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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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 迄今为止
，
国际海事组织未在国家管辖范ｈ ｎ／ ｈ ＜

Ｗ ＰＧ２〇〇７（） ｌ ３ ｌ ８ ｌ ｌ ４６３ ｌ ２３ ３ ６８ ＿

Ｐ
ｄｆ。

中 丨 从 、如 丄 ／丫 丨扯沾 ／ｒＩＢ② ＭＡＲＰＯＬＴ３ ／７８ 公约附则 丨 第 １ ０ 条 。

围外的海域设＿^ 任何 ｔ寸另 』敏感海域 。 但是 ，
随着③ Ｐ ｒｏ ｔｅｃｔ

ｉｏｎｏｆｔ
ｈｅＡｒｃｔ ｉｃＭａ ｒｉ ｎｅ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 ｎｔ（ ＰＡＭＥ ） ，

公海保护区实践的不断增加 ，此两种制度将有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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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污染的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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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
一直致力于促进北极地区的合⑤ Ｐ ｒｏｔｅ ｃｔ ｉｏ ｎｏｆｌｈｅＡｒｃ ｔｉｃＭ ａｒｉｎ ｅＥ 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ＦＡＭＥ ） ，

作与发展 ，拟在北极建立海洋保护 区网络 ，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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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的抵御能力并促进人类福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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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发展事态而言 ，泛北极海洋保护区 网络案 。 以罗斯海保护区提案为例 ，
勿０ １ ５ 年之前的

的构建 ，推动了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保护区逐四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 中 ，
我

步向 网络化发展 ，
也体现了海洋环境 的系统性国主张南极地区的传统渔业 活动不应受到 限

与整体性特点 ，
更有利于北极海域 内 的生态环制 ，

对设立罗斯海保护区 。
⑤

２０ １６ 年 ，
新西兰

境保护 。修改了提案中的一些细节
，
包括允许以科研为 目

的的捕鱼行为 、添加了禁止 ３５ 年捕鱼等 。
？ 此提

五
、我国有关公海保护区实践的建议案的修改既重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栖

息地
，
又不剥夺各国 的公海捕鱼 自 由权利

，
我国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得到 国际社会和各表示支持修改后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 。

？ 中 国

国的高度重视 。 我 国作为海洋大国 ，
有必要积 有关罗斯海保护区提案的态度转变反映出 中 国

极应对公海保护 区未来发展带来的挑战 ，
完善 对于设置不合理的公海保护区的质疑 ，

体现了我

本国有关公海保护区的相关实践 。国对公海保护区建立的审慎态度 。 在公海保护

首先 ，
我国应积极推动与公海保护区相关 区的未来发展中 ，

为维护我国 的公海 自 由
，
有必

的全球性公约的造法性活动 。 根据联大 ６９／２９２
要主动行使公海使用 国监督权

，
避免公海沿岸 国

号决议 ，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对他国公海 自 由的不合理 、不合法干预。

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 －

最后
，
针对北极公海保护区问题 ，

因 国家管
ｔａ

ｉ
ｎａｂ ｌｅＵｓ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ｏｆＡｒｅａｓ

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是全球公域之一 ，任何国
ｂｅｙｏ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 ｉｃ ｔｉｏｎ

，ＢＢＮＪ ）Ｈ家不能对此公海 内事务起排他性主导作用
，
北

际协定谈判预备委员会 Ｂ举行献会议
，
探讨

猶域公雜护区将是各醜参与治理的 产
了海洋基因资源及其惠益分孚 、划区管理工具 、

物 。

⑧ 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
，
应积极参与北

Ｍ
极中心海域渔业资源养护的棚束力法律文件

ｇｇｔｏ ｉｆｃＢＢｍｍｍ赚判 。 作为北极理事会酿员 国 ， 针对北极

理事会提出 的泛北极海洋保护区酶事项 我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的需要

，
不应损害现有法律制度和框架 ，

明确表於１① 林洪熙 、施 ：ＺＴ娟 ：

“

中 国代表阐述中 国 关于海洋与海洋法

示愿参与预备会相关工作与后续谈判 问题 。

？的立场主张
”

，人 民网
，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５ 日

，
ｈｔ ｔ

ｐ ：
／／ｆ

ｊ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拟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ｃｎ／＾ａｎ／ｎ／Ｍ ｌＶｍ ５／ 。３ ５４ ２４５

－

２７３２２８９３
－

２^

② 郑苗壮 ：

“

战略所成功举办应对 ＢＢＮＪ 执行协定谈判 第二

际文书的决
＂

议 ，反映 出我 Ｈ ｌｆｌＪ度重 Ｉ人Ａ
＇

海保护 次专家组会议
”

，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 战賴究所官网

，

２０ １６ 年 ７

区的制度完善 。月２７曰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ｃ
ｉ
ｍａ ．

ｇ
ｏｖ ． ｃｎ／

一

ｄ２７６８２８６２０ ． ｈｔｍ 。

其次 ，
探索 Ｂ晒 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国际

年版

＜￥

第＾＾
编

： 《极地法律问题》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綱

海洋事务的热
，
存

，
我国也积极研

１

究 ＢＢＮＪ 的相关④ 刘洋
：

“

中俄反 对西方美欧等 国 申 请建立南极 海洋保护

内容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
区

”

’新华网 ， ２〇！４ 年 １ １ 月 ３Ｂ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 Ｃ〇ｍ／Ｗ〇ｒ ｌｄ／

’

２０ １４
－

１ ｌ ／０３／ｃ
＿

ｌ ２７ １ ７０６９７ ．
ｈｔｍ



〇

研究所 召开专家会议 ，
全面了解 ＢＢＮＪ 问题 。

？⑤ 梁燕 ：

“

中俄反对建南极海洋保护区
”

， 参考消息 网 ， ２０１ ４

我国应着重研究深海 自然资源 、 自然条件 、生物年 １ １ 月 ２Ｂ ，
ｈ

ｔ ｔｐ ：
／／ｃ ｈｉ ｎａ ．

ｃａｎｋ ａｏｘ ｉａｏ ｘｉ
．

ｃ〇ｍ／２〇Ｗ／ｌ ｌ
〇２／５５〇４８３ ．

ｓｈｔｍｌ
。

多样性保护 、ＢＢＮＪ 对中 国 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⑥ 醜 ：

“

能罗斯海将成全球最大海洋保护区 ， 禁止捕鱼

对策略等内容 ，
提高深海资源开发能力 ，

加大相３５ 年
”

， 新华 网
，

２〇 １６ 年 １ 〇 月 ３〇 日 ，
ｈ

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ｒａ／

＾ｖｌａ ？
＃ｉ ｒ

ｔ
，


． ．

 ，
，—

， 、 Ｉ

＿ ， ，＿

ｌ
ｗｏ ｒｌｄ／２０１ ６

－

１ ０／３０／ｃ
＿

１２９３４２ ８５６ ． ｈｔｍ
ｏ

关科研资金的 投人 。 此外
，
我国还应履饤中 国⑦ 李富强 ：

“

俄罗斯阻挠设立南极保护 区计划 ，中国支持该

批准的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国际条约 ，计划
”

， 路 透 社 网 ，
２〇 丨５ 年 １ ０ 月 ３〇 曰

，
ｈｔ ｔ

ｐ ：
／／ ｃｎ ． ｒｅｕ ｔｅｒｓ ． ｃｏｍ／

麵与其他国家开展信息交流与科研合作 。

腦 年北冰洋公海渔

再次 ，
我国应质疑不合理的公海保护区提业圆桌会议综述

”

， 中国海洋报 ， ２０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３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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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干涉北极海域国家专属经济区内海洋保护来愈明显 。 北极海域沿岸 国十分重视海洋保护

区的建设 ，
积极参与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 络下区制度在国家管辖范围 内 的适用 ，

相关立法实

的北极公海保护区 的相关活动 ，
以气候变化应践不断完善 。 北冰洋沿岸 国家积极探求建立泛

对和公海环境保护为根本 ，
以北极理事会为平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 ， 此海域 内 的公海保护区

台
，积极维护中国在北极公海的合法权益 。符合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势 。 挪威与加拿大积

鉴于北极海域特殊地理位置 、脆弱 生态环极支持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适用公海保

境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显著战略价值
，

护区制度
，
丹麦 、美 国 、俄 罗斯并未 明确表态。

本文以北极海域为研究视角 ，
研究公海保护区因北冰洋沿岸 国家国家政策的不同 ，

目前 尚未

的变迁及发展态势 。 在过去几十年中 ，
海洋保对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的设立达成共识。 随着

护 区从国家管辖海域走向公海 ，
公海保护 区管科技的进步和北极冰融的加剧 ，不排除达成此

理主体多元化发展 ，
涉及公海保护 区 的区域性方面共识的 可能性。 对此 ，

我 国应积极参加公

协议相继出 现 ， 国 际组织发挥着显著 的平 台 作海保护区的立法实践活动 ，提供合理 、合法的制

用 。 现有实践预示着公海保护 区的发展态势 ， 度建议 ，
以期提升中 国参与 国际造法与制度实

公海保护区的设立需要满足
一

定的设立条件
，

践的能力 。

约束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将出现 ，
公海沿

岸 国与公海使用国之间 的监督与合作关系将愈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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