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洋法规
,

th e y a r e 1 9 2 6 e o n v e n t io n , 1 9 6 7 e o n v e n t io n a n d 1 9 9 3 e o n v e n tio n
.

T he r e le v a n t r u le s in the

M a r it im e C o d e o f P
.

R
.

C
.

a r e fo r m u la t e d w ith r e fe r e n e e t o 1 9 9 3 e o n v e n tio n (th e n w a s 1 9 8 9

d r a ft p r e p a r e d b y the Jo in t In t e r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G r o u p o f E x p e r t s o n M a r t im e L ie n s a n d M o r t
-

g a g e s )
.

T his p a p e r 15 t o m a ke a e o m p a r a t iv e s t u d y o n 1 9 9 3 e o n v e n t io n a n d th e M a r it im e

C o d e o f P
.

R
.

C
.

fo e u sin g o n the r e s p e e t s :
(l) the le g a l n a t u r e o f m a r it im e lie n s ; (2 ) the

ite m s a n d o r d e r o f m a r it im e lie n s ; (3 ) o th e r m a r it im e lie n s ; (4 )m o r t g a g e s ; (5 ) the r ig h t s o f

比t e n t io n ; (6 ) the t em p o r a r y eh a n g e o f fa lg
.

T h e e o n elu s io n 15 th a t t h e s t ip u la tio n s iri the

M a r it im e C o d e o f P
.

R
.

C
.

a r e e o n sis t e n t w ith 1 9 9 3 e o n v e n t io n a n d it 15 t im e fo r u s t o r a t ify

1 9 9 3 e o n v e n t io n
.

它沐出沛衡泊示色命它乖色示色沛色沛色吊密尔巡场
屯色示色示必吊也布之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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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勃解国际海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
习份钓

欣必示出示出示* 希出示感示必牢出示g 示奴钾编泊万滋介纸
之g 吊必示出示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全面 系统地规定 了现今关于海洋的 国际

法称制度
,

是 国际 海洋法发展 史上的一个 重要 的里程碑
.

海洋法的发展经历 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

19 世纪
,

领海制度和公

海 自由 原则得 ,.l 各 国的普遮承认
。

本世 纪 以来
,

海 洋法律制度 得到

迅速 的发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
, 1 9 4 5 年 9 月美 国总统牡香

门便发布《关于大法架的底土和海康 自然资源政策的公告 》
,

宣布美

国沿 岸大 陆架资源属于美 国
,

受美国的管辖和撞 制
。

1 9 4 7 年
,

智利

总统 声明对 距智利海岸 20 。海里以 内海城 实行保 护和挂 制
。

1 9 5 8 年

举行 的第一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
,

对领 海和公海的 原则
、

规 则和制

度作 了一 定的编幕
,

初步确 立 了大法架制度
。

60 年代
,

开发 大洋深

海海 底的矿 物资源 问翅在 国际上 引起 广泛重视
。

广大第三世界国 家

在 国际关 来上 拼烈要 求在政治上 与其他 国家处 于平等地位 和在经

济获得真正独 立并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获序
。

他们反对在深 海

底 实行
“
海洋 自由

”
原则

,

主张 对深 海底及其 资源的勘探 和 开发进行

国际 管制并应造福于全人奥
。

1 9 6 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决议 成立
“
和

平 利 用 国家管辖 范围以 外 海床 洋底 委 员会
” (简称 海底 委 员会 )

。

1 9 7 0 年联 大通过《各 国 管辖范 围 以 外海来 洋底及其底土的 原则 宣

言》
。

1 9 7 2 年加勒比 国家通过《圣 多明各 室言》
,

提 出建立 2 00 海里

“
承袭海

” ,

沿海 国对该 区城 内的水城
、

海床及底土 中的一切 自然资

源拥 有主权权利
。

同年肯尼亚 向联合 国海底委 员会提 出关于专属经

济 区的概念的 条文草案
。

1 97 3 年至 1 9 8 2 年举行 了第三次联合 国海

洋法会议
。

并产生 了《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

它具 各以 下特 点
,

不 失为

国际海洋法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
。

首先
,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包罗海洋法诸

多领城的综合性 的国际海洋法法典
。

几乎囊括 了现令各国在国际关

系中除军事 活动方面外的海洋各个 领域 所应逆宁的原MlJ
、

规 则和 制

度
,

包容 了在国 际间现 已确立的有关各 类海城 的国际 法律 制度
。

其次
,

《联 合国海 洋法公约》确立 了一 系列反映 绝大多数 国 家要

求的国际 海洋法律 制度
。

公 约冲破 了传统海洋 国际法莽 制度体系
,

改 变了 旧海 洋法片面
,

有利于少数海洋大国的局 面
。

公约确定 丁 12

海里的 领海 宽度, 否 定 了某些海洋大 国
‘

坚特 的 3 海 里领海限度
。

公

约确立 丁群 岛国的群 岛水城制度
,

使群 岛国的主权及 于群岛水城及

其上 空
、

海床和 底土
.

以及 其中所 包含 的资源
。

公约建立 了用 于 国际

航行海峡的制度
,

既有得于过 境通行也不影响海峡 沿岸国对其主权

或管格权在 其他 方面 的行使
。

公约建立 了付属经济 区制度
,

使沿海

国对 该区域 内的资源的开发
、

海洋科 学研究
、

海 洋环境保护 手享有

专漓 管辖权
。

公 约规定 了大陆架的新概 念
,

沿海 国的大 陆架包括 其

领海以 外依 其陆地领 土的全部 自然 延伸
.

扩展到 大陆边 外棘的海底

区域 的海床和底土
,

并且规定如果从领海基线童起到 大 陆边 外蜂的

距离不 列 200 海里
,

扩展 到 20 0 海里
。

公约改变 了以拄 的公海概念
,

规定公海是 指不 包括在 国家的专属经济 区
、

领海
、

内水或群 岛国的

群岛水城的全 部海城
,

缩小 了实行公 海 自由 的 范围
,

同时 又增添 了

公 海 自由 的内容
。

公 约规定 了国际海底 区城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

继承财产
。

对区域 内资源的一切权 利属于全人类
, 由 管理局代表全

人类行使
。

这意味着 自由 勘探 和 开发深海 底资源是 不符合 国际法

的
。

公约还不仅 肯定 了内法国出入 海洋的权利和过瑰自由
,

而 且提

出 了
“
地理 不利 国

”
的概念

,

在一般 沿海 国得 以 扩大海洋权利之际规

定 了对此类国家予以 一定 的照顾
。

第三
, 《联 合国海洋法套约》的制定 具有空前 广泛的国际基础

。

海洋 法公约的 制定关 系到各 国切 身利益
,

引起 国 际社 会的 广泛关

注
。

制定公约的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是继 1 9 4 5 年联合 国制定

会议 以 来少有的国 际 法律 编幕盛会
。

先 后参加各期会议 的共有 16 ?

个 国家
,

还有近 50 个政治
、

经济和 学米 方面的国际纽织也 出席 了会

议
。

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制定公 约的过程 中郊积极参加并起 了重大

作用
。

特 别 值得指 出 的是
,

我国 自始至终参加 了各期 会议
,

并就海洋

法中的各 方面 问题 阐明 了中国政府的原 则立场
。

1 9 8 2 年 12 月 10 日

我国与其他 16 个 国家的代表 团一起卒 先在公 约土签 了字
。

由 于参

加会议既有海洋大国和 发达 国 家
,

也 有发展 中国家
;
既有涪海国

,

也

有 内险国和地理 不利 国家
,

因而公约是各种 主张 协调 的结果
,

是 不

同利益 国 家安 协的产物
,

在 一 定程度上 反映 了当时 国际 力 t 的对

比
。

第四
,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是 整个 国际 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标

志
。

公约所提 出的一些新的概念
、

原则和制度 使区际法 已有的某些

概念和制度有 了变化和 发展
。

例如
,

公 约中
“

人类共 同继承 财产
”
的

概念 已 出现在外空 法手领域之 中
。

再如
,

会约建立的 专属经济 区 和

群岛水域制度
,

使 沿海 国得 以在领 海以 外拥有 自成一类的 国家管辖

的海域
,

使群 岛国扩 大 了行使主权 的空 问
。

这 些制度可 以说进一 步

发展 了国家主权及其管辖权的 内容
。

此外
,

广大第三世界 国家在 制

定公约过程 中积极参与的事实本身也赋予 了 国际 法新的生机
,

使 国

际法更多地反映发展 中国家的要 术
。

这也 是 国际法发展 的一种表

现
。

总之
,

公约可 以说 是丰富和发展 了国际 法
。

(摘自《中国海洋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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