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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海域权益分析
!

+++以国际海洋法为基点的考量

吴
!

军
!

吴雷钊

摘
!

要!北极地区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虽然是非北极国家"但是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海洋法充分提供了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相关权利依

据"这主要包括航行权$科学研究权$海底使用权等#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在北极

海域的国际法权利"有助于有效维护和拓展我国北极活动空间"增强我国在国际北极事务

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北极权益#

关键词!北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

我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但却是近北极国家"北极气候$生态和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工农业

生产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我国对于北极事务非常关注"在国际和多边层面参加了多个关于北极的国际

公约"并与相关北极国家在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多个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此外"我国

于
5<<R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在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拓展的新形势下"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海洋法充分赋予了我国在北极海域所享有的权益"分析我

国在北极海域所享有的国际法下的权利"进而有效维护和拓展我国北极活动空间"增强我国在国际北极

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北极权益是我国应予尽早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

一$中国在北极海域的权益

&一'航行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开始就明确"(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

以便利于国际通行)#可见"国际海洋法秩序建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通行#航行权一般可

划分为在国际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在穿越某个国家的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时受到沿海国制定的某些专

门规定约束的无害通过权"在穿越某个国家的群岛水域以及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时享有的过境通行权#

5M

自由航行权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世界海洋可划分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

主要区域"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管理制度#但在国际公海区域的自由航行原则作为国际海

洋秩序的根本性原则"自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建立伊始就得到了清晰而牢固的确认"并在此后从未有所动

摇!"这也意味着世界各国"包括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在北冰洋公海海域均享有自由航行权利#除此

之外"随着人类对于海洋认识和利用的加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这两种新

的海域制度"确认了沿海国这两种海域内对某些特殊事项加以管制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的权力"但依

然确认了自由航行原则的适用"这意味着在北极国家位于北冰洋的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内"在不影响沿

海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我国享有海上航行自由$空中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等权益#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Q

条确认了公海的自由航行原则"规定公海向所有国家开放"环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

家均享有在北极公海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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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通过权

国家主权扩展于其陆地领土及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该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基本制度#

领海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受到沿海国主权的支配#沿海国对于其领海内的一切人和物都享有排他的管辖权"但沿海

国对于领海主权的行使并不是完全的$绝对的"而是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具体体

现在在不损害沿海国和平$良好秩序和安全的条件下"非沿海国船舶在一国领海范围之内享有无害通过权#,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
5Q

条规定"(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而无需事先通知或取得沿海国

的许可"并在第
5<

条以列举的方式表明了排除无害通过的
50

个类别&张海文"

011R

!

3A

'#无害通过制度是,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一项重要制度"是领土主权和领海主权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同时"第
05

条规定沿海国可以制定航行安全$航

行和通信设备保护$生物资源养护$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无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要求外国船舶予以遵守"对沿海

国的主权加以明示#

3M

过境通行权

过境通行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一种新的国际海峡通行制度"是第三次国际海洋法会议各方激烈讨论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介于无害通过和自由航行制度中间的一种最重要的通行制度#它是指所有国家的船舶和飞机在两

端是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为目的的航行和飞越#

5<20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3Q

条规定了其(适用于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

的海峡#)该制度相较于无害通过制度来说"不但适用于船舶"且适用于飞机#对于潜水艇及其它潜水器"并不必须上浮

水面"可以水下潜行#对于用于通行的国际海峡而言"除了适用特定制度和无害通过制度的海峡都适用过境通行#

&二'海洋科学研究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5A3

条规定!(专为和平目的并为谋全人类的利益"各缔约国可在4区域/内进行海洋学研

究#)这在第
032

条中得到了再次确认!(所有国家"不论其地理位置如何"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在本公约所规定的其他

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下"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这两条基本原则确认了各国在海洋都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

北极海域自然也包含在内#此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提出了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应专为和平目的$不对公约规定的其

他活动构成妨碍$不应构成对海洋环境或资源提出主张的依据等一般性原则!#非北极国家在北冰洋不同区域所享有

的科学研究权利和程序也不尽相同"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在北冰洋公海海域范围内可开展自由科

学研究%在获得沿海国同意的情况下"可在该北极国家
011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区域内开展科学研究%在获得沿

海图明示同意的情况下"可在该北极国家领海区域内开展科学研究#我国也正是据此成功开展了五次北冰洋科学考察#

此外",斯瓦尔巴德条约-第
4

条也规定"缔约国在挪威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有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我国作为该条

约
5<04

年的缔约国"当然也享有条约赋予的权利#

&三'海底使用权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即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设立的一个新概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即占整个海底约
R1P

的区域

及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应对国际海底区域的任何部分或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任

何国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不应对国家海底区域的矿物主张$取得或行使权利%各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内的权利只能按照国际

海底管理局的授权而取得"开发活动只能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企业部和经管理局批准的商业公司进行&周忠海"

011A

!

AQ4I

AQR

'#也就是说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统一经营和管理之下"我国享有合理开发国际海底资源的权利#

&四'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权

北极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及海洋生物资源#据统计"在
011R]0151

年间"北极地区捕捞渔业占全球捕捞渔业的市

场份额一直在
AP

左右"年捕捞量约为
3R1]A11

万吨"#当前海域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区域渔业协定及其管理组织"但是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的有关规定"北极海域各沿海国和对北极公海渔业资源有兴趣的非

北极国家有义务进行合作"养护和管理北极渔业资源"并且在沿海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捕捞全部可捕渔业量

的情况下"应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刘振民"

0110

!

02

'#实际上"鉴于北大西洋海域区域渔业管理实践以

及我国远洋渔业生产能力"北极海域北太平洋的分区域以及北冰洋区域应是我国关注的重点&唐建业$赵嵌嵌"

0151

!

5A

'#此外"根据,斯瓦尔巴德条约-第
0

条"我国平等地享有在斯瓦尔巴德群岛附近海域的捕鱼权#

*

04

*

!

"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5A3

条$第
0A4

条$第
0AR

条$第
04R

条$第
04Q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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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上事故或事件调查权

由国际海事组织&

OLX

'制定$

0151

年生效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十一章,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

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是有关海洋事故或事件调查的一般规则#该规则明确海事调查权由船旗国行使#该规则第
0M

5A

条规定"船旗国或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的有关国家为海上事故或事件的调查国"即在北极海域出现事故或事件的

中国籍船舶的调查权应当由我国行使"而非此前由北冰洋沿岸国家负责调查并做出结论#

&六'海上搜寻救助权

为了尽可能地对发生海洋事故或事件的船舶和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救助"国际海事组织于
5<Q<

年正式颁布了,国

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规定在发生海难等紧急情况下"出于及时搜寻海难发生地点以及救助遇险船只和人员的人道

主义目的"公约缔约方&无论是否为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在必要时可以进入或越过沿岸国的领海#北极海域也包含在适

用范围之内#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方和国际海事组织
B

类理事国"当然有权基于救助目的"进入或越过北冰洋沿岸

国家领海"对发生在北极海域的船舶事故提供紧急救助#

二$我国北极海域活动现状

我国政府主导的北极活动最早始于
5<04

年"由北洋段祺瑞政府批准加入,斯瓦尔巴德条约-"但之后一直未有实质

性的北极海域活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5<RA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成立国家海洋局"中央赋予了国家海洋局(进

行南$北极考察)的任务#但后来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并未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活动#

01

世纪
21

年代以后"我国

首先开展了南极考察"到
<1

年代初在南极先后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之后"我国才开始考虑北冰洋科学考察活动#

5<<R

年"我国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011Q

年"我国作为北极理事会特别观察员"首次派团参加了北极理事会高官

会议"开始全面了解和参与北极事务#

0153

年
4

月"我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为进一步拓展北极活动空间$参与北

极事务治理$提升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良好契机#总体而言"我国北极海域活动以科学考察和经济贸

易活动为主#具体如下!

&一'科学研究

5<<<

年"我国成功实施了首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此后在
0113

年$

0112

年$

0151

年和
0150

年"又分别实施了第二$第

三$第四和第五次北冰洋科学考察"考察海区包括楚科奇海$白令海$北冰洋&加拿大海盆'以及波弗特海"开展了海洋$冰

雪$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立体综合观测"获得了大批宝贵的现场数据和样品"应用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

技术产品"建立了部分水域的观测体系"对深刻认识北极环境的快速变化及其对我国气候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北极问题研究编写组"

0155

!

523I52A

'#特别是第五次北冰洋考察首次将考察区域拓展到了北冰洋大西洋扇区"(雪

龙)船成功穿越北极东北航道并访问冰岛"为我国今后开发利用北极航道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实践#

011A

年
Q

月"根据

,斯瓦尔巴德条约-"我国在挪威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建成了首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取得了进入北极地

区的第一个立足点"为在北极地区开展长周期科学观测打下了基础#至今"我国已经实施了
51

个年度的北极黄河站考

察"开展了在空间物理 $大气科学$冰川$生物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观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

&二'海上商业航运

随着北极气候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逐渐引发世人关

注#北极航道通常认为有三条"一是俄罗斯沿海的东北航道"二是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三是北冰洋中心区航道"目前

以东北航道航行条件最好#根据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管理局的数据"截止
0153

年
2

月
50

日"已有包括我国商船在内的

3Q0

艘船舶航经东北航道#此外"据加拿大运输部统计"穿越西北航道的船舶数量也由
01

世纪
21

年代的每年
A

艘次"上

升到
011<]0155

年的每年
01

艘次#北极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缩短了亚欧$亚美航线的距离"且没有拥塞"没有恐怖袭

击$海盗等人为安全风险"但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至今还未知的通航风险不容忽视等因素使得我国一直未有

商船通行北极航道#直到(雪龙)船于
0150

年夏季成功穿越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我国航运界的龙头老大企业+++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公司于
0153

年夏季派出一艘载重量为
5<AR5

吨"长
544M<4

米"宽
03MQ1

米"设计船速
5A

节的多用途船(永

盛)轮驶往北极#该轮装载了
5A4A5

吨钢材和
05<<

吨&

544

件'设备于
0153

年
2

月
54

日上午
55

!

11

时从江苏太仓港正

式起航"历经
05

天于北京时间
0153

年
<

月
51

日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完成了我国商船第一次穿行北冰洋航线的任务"比

穿行传统的马六甲$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
0211

海里"时间减少
<

天!#(永盛)轮成功试水北极航道"开启了我国商船经

由北极航道到达欧洲的破冰之旅"这不仅为我国航运界积累极地与冰区航行经验提供重要参考"为我国今后开发利用北

*

34

*

!

此部分内容和数据摘编自王雪!,中远集团永盛轮扬帆起航"开辟我国商船北极东北航道-"载,中国远洋航运-

0153

年第
<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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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航道提供宝贵借鉴"同时也将为全球航运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三'生物资源开发!

根据专属经济区和大海洋生态系的统计数据"无论从渔获量还是在渔获物中的比例来讲"鳕鱼仍然是环北极海域最

为重要的生物资源之一"也是我国在北极海域利用和获益最多的生物资源#我国远洋捕捞业兴起于
01

世纪
21

年代后

期"大型拖网加工船一直在白令公海进行渔业资源捕捞作业"主要捕捞鳕鱼&主要是狭鳕'#但是随着公海禁渔和专属经

济区的配额制实施"狭鳕渔业受到极大的冲击#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捕捞数据#从公开数据看"

21

年代的年渔获量曾

经达到
41

万吨以上"但是
5<<A

年只有
54

万吨左右#受制于国际海洋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北极国家单边和双边的管理

措施"进入
05

世纪以来"我国在北极几乎没有许可的鳕鱼捕捞活动 #

三$我国维护和拓展北极海域权益的国际海洋法分析

我国是北半球国家"北极地区冷空气活动和高纬度地区大气环流的变化对我国的天气和气候产生直接影响"对我国的

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显著#北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地缘战略价值更是决定了北极事

务关乎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为更好地维护我国北极权益和国家利益"从国际海洋法视角提出如下建议!

&一'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北极的适用

当代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体系涉及海域划界$海洋环境保护$航行$海洋科研等各个方面"对

沿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做出了基本规定"这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开展北极活动最根本的国际法基础#尽管北

极
4

国
0112

年发表的,伊卢利萨特宣言-和北极
2

国
0155

年发表的,努克宣言-都承认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

北冰洋治理法律框架"但北极国家主导的区域规则制定由虚转实"内部合作意识日渐增强"主导和控制北极事务的意图

凸显"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决定性事务的顾虑加深#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更应该积极捍卫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

心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在解决北极争端$处理北极各种活动中的基础性法律地位#

&二'模糊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

如前分析"将来我国对于北极海域的利用很大一部分在于所享有的航行权"即对于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但由于世

界各国在北极航道上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且随着航道开通可能性的增加"各国关于北极航道的法律属性的争议以及相

关权益的争夺也愈发激烈#俄加两国分别与美欧两方在北极航道问题上的对立还将持续下去#对我国而言"倾向美国

在北极航道上的立场显然更加有利"但也不能不顾及俄加两国的主权主张和管理实践"同时也还必须考虑到我国在北极

航道问题上的立场与我国南海问题立场的协调一致性#因此"我国应尽量模糊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采取回避策略"不

公开承认或否认俄加两国各自关于北极航道的内水主张"但在实践中遵守俄加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这样可给予

我方最大限度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视形势发展综合研判后再做出选择#

&三'有效参与关于北极海事活动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目前"有关北极航行制度的法律法规大多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散见于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规范航行安全和保护海

洋环境的国际条约中"尚无专门针对北极航运的特殊海事公约#

0110

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北极冰封水域船舶操作

指南-"

011<

年又通过了,极地水域船舶航行指南-"在船舶建造$人员培训$应急处理$环保要求$安全设施等多个方面做

出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但在培训内容和要求的统一性$部分条文的可操作性$执行力度的强制性等方面也还需继

续完善#此外"该指南也仅是适用于航行于北冰洋冰封区域的客运船舶以及载重
411

吨及以上的货运船舶"并非针对所

有北极冰封区域的航行船舶"#因此"随着北极航道的全线开通和商业化运行指日可待"北极地区航运方面的强制性规

则标准的制定也已提上议程#国际海事组织正在磋商建立在极地水域航行的船舶强制性航行准则&

a).-D".

"

0112

!

51Q

'#

另外"对于已颁布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等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海事组织也在

考虑将针对北极地区的航运而做出适当的调整或增加新的内容"以更为有效地应对和管理北极地区航运所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交通部及中国船级社积极推进了极地水域航行船舶的技术研究"参与了国际海事组织极地船舶航行规则制定"

开展极地船舶技术标准前期研究"开发了极地船舶体结构分析与冰区螺旋桨强度校核计算软件"在冰区航行船舶和配套

设备软硬件设计与建造$冰区航行船舶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钟晨康"

0153

!

52

'#我国应抓住有利机遇"

积极参与北极航行海事法律制度的制订与完善"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航运业发展利益#

*

A4

*

!

"

此部分内容和数据摘编自张光涛!,中国北极鳕鱼资源开发利用及模式调研报告-&内部资料'"该报告为(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

评估)专项之(极地国家战略利益评估)专题
0153

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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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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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等!中国北极海域权益分析

&四'加强对,斯瓦尔巴德条约-的研究和利用

,斯瓦尔巴德条约-所确定的缔约国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拥有的捕鱼$开矿$科学研究$航行$从事工商业生产等权

利使得该地区保持了近
511

年的平静#随着国际海权争议频发"围绕着该条约对斯瓦尔巴德群岛权利的争夺日益凸显#

0155

年
51

月"欧洲议会对挪威(渔业保护区)捕捞配额安排发表内部研究报告"指出这一安排是对,斯瓦尔巴德条约-规

定的(平等利用斯瓦尔巴德群岛资源)这一根本原则的违背!#这说明挪威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加强对斯瓦尔

巴德群岛专属渔区的管理$主张斯岛大陆架$申请外大陆架等一系列外交举措已经引起了,斯瓦尔巴德条约-其他缔约国的

广泛关注和质疑#作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的缔约国"我国应深入研究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海域管辖权的历史演变"积极跟

进其他主要缔约国对于,斯瓦尔巴德条约-的态度和开发利用现状"了解,斯瓦尔巴德条约-的具体适用范围以及规定的各

项制度"分析斯瓦尔巴地区周边水域应适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地位"探求维护和拓展我国在该区域权益的具体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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