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组织重大海洋科研调查活

动
,

加快海洋开发试点
-

19 92 年
,

由国家海洋局牵头组织的几项重大

海洋科研调查活动
,

如海洋环境调查
、

海岛资源综

合调查
、

热带海洋与大气祸合响应试验
、

中日黑潮

联合调查
、

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调查及南极科学考

察等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及开发试验工作
,

截至 19 92 年底
,

外业调查已全

部结束
,

70% 的专业完成了内业整理
,

有的省还完

成了省级审查验收
。

在进行外业调查和内业整理工

作的同时
,

积极进行了资源开发试点工作
,

这项调

查成果及时地为沿海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

据
,

受到了沿海各级人民政府的普遍重视
,

调查和

开发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

巨 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
,

努
力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

我国海洋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路子不断拓宽
,

我国积极参与了国际海洋

事务
,

加强了与国际海洋机构和各沿海国家的交流

与合作
,

发挥了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应有地位

和作用
。

继 19 82 年我国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上签字后
,

又多次出席了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和

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会议
,

参加了联合国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及伦敦倾废公约协商组织和南

极条约
。

根据海洋工作的需要
,

我国有计划地参加

了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下属的一些专业机构
。

我国

已先后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海洋合作

交流关系
,

与美国
、

法国
、

德国
、

西班牙
、

朝鲜
、

前苏联以及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 4 成员国签署了政

府间海洋合作协议书
,

与 日本
、

英国
、

瑞典
、

丹

麦
、

比利时
、

前南斯拉夫
、

波兰等国签订了专项合

作协议
。

我国还先后派出数百名海洋专家
,

学者到

国外进行访问或进行学术交流
。

此外
。

我国还参加

了国际海洋科学考察和双边海洋科学考察
。

通过这

些合作与交流加深了我国对国际海洋形势的了解
,

密切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

提高了我国的国际

威望
,

同时
,

也扩大了国际交往
,

培养了大批人

才
,

为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修改 《伦享 页废公约》的新动向

汪兆椿

(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

1 修改 《公约》 的背景

伦敦倾废公约是保护海洋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国

际公约
,

它的全称是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

染海洋的公约》
,

于 1972 年在伦敦召开的政府间关

于海上倾倒废物公约会议上通过的
,

并在 1992 年

召开的第 巧 次协商会议 上将公 约简称改名为

((1 97 2 年伦敦公约))o

我国于 19 8 5 年 9 月 6 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该

公约
,

在同年 12 月 14 日生效正式成为公约的成员

国
。

从 19 84 年第 8 次协商会议以来
,

我国即参与

公约的历次大会
、

专家组会和其他业务活动
,

较好

地履行了成员国权利和义务
。

我国颁布的 《海洋环

境保护法》和 《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的原则是与该

公约一致的
。

公约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整个海洋环境
。

自公约

19 75 年生效以来
,

已成功地对海上废物处置实施

了管理
,

特别是关于暂停低放射性废物的海洋处

置
、

停止工业废物的海洋倾倒和终止海上 焚烧有毒

液体废物的决议
,

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海洋环境
,

而

且进一步完善了控制海洋倾废体系
,

实际 上已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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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洋倾废建立了国际法律框架
。

但是
,

在公约实施的 20 年中
,

由于技术和经

济取得飞速发展
,

海洋环境保护形势也发生了深刻

变化
,

特别是 19 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

开
,

使得公约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所谓
“

绝对环保派
”

和
“

利用控制派
” ,

对公约的条款及其未来发展存有

较大异议
,

导致在 19 92 年第 巧 次协商会议上提出

对公约的重大修改
,

决定在 1993 年 7 月召开一次

修改公约的专门会议
,

重点对 13 个核心问题进行

讨论
。

2 公约 1 3 个核心 问题修改情况

公约自实施以来
,

争论的问题比较多
,

经历次

会议的讨论
,

到目前还有 13 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

要进一步讨论
。

2
.

1 孟新定义
“

海
”

实质上是扩大公约管辖范围
,

以控制污染源的

问题
。

《公约》第三条
, “

海
”

系指各国内水以外的所

有海域
,

拟修改为
“

包括内水
、

海床及其底土
” ,

目

的是把对陆源污染和海底活动所造成的污染防治包

括在 《公约》管辖范围内
。

关于扩大至
“

内水
” ,

一些国家认为各国内水己

由各国的法律对海上倾倒活动进行管理
,

如将其纳

人 《公约》范围
,

存在着各国法律间的协调以及各

国法律与 《公约》间的统一问题
,

此外有关淡咸水

界限划分的标准也难以制定
,

同时各国在内水范围

内对 《公约》所尽的义务与其它区域应有所区别 ;

有关海底及其底土允许放置哪些废弃物和放置的方

式也有不同意见
。

综 L所述
,

目前对此问题有两种

方案二 一是包括
“

内水
” ,

各国在内水范围执行公约

的方式
,

应通过公约规定以约束各国应尽的义务 ;

另一种是不包括
“

内水
” ,

仍按各国现行法律加强管
、

理
,

以实现公约管理 目标
。

2. 2 逐步仃止工业废弃物海上倾倒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些国家在海上处置工业废弃

物的基本原则
、

主张和需求
,

争论的焦点是工业废

弃物的定义
。

有关废弃物定义
,

大多数国家同意美国提出的

工业废弃物应不包括下列物质
,

即疏浚物
、

污泥
、

污水
、

渔业加工废弃物 ; 船舶 (航空器平台) 及金

属生产中的废弃物
、

建筑碎片
、

惰性物质以及未受

污染的自然有机物质
。

也就是被禁止的工业废弃物

应是对环境资源有害的
,

而那些环境能够接受的
、

又不对其他合法利用产生有害影响的工业废弃物应

允许其控制倾倒
。

土述观点如被接受
,

将于 19 9 5

年底终止工业废弃物的倾倒
。

2. 3 禁止放射性废弃物的海洋处置

向海中处置放射性废物是一个政治性很强
,

涉

及各国利益的问题
,

特别是对倾倒强放射性废物
,

一些国家反响极大
,

导致在 19 83 年第 7 次协商大

会作出暂停两年倾倒放射性废弃物的决议
,

其后召

开 6 次专家组会议对其影响作出科学评价
,

鉴于各

方争论较大
,

最终提 出 7 种预选方案
,

拟提交

199 3 年协商会议审定
,

但对此问题发展趋势看
,

禁止一切放射性废弃物的海洋处置是必然的
。

2. 4 终止有毒液体的海上焚烧

海上焚烧是废弃物处置的一种方式
,

由于 焚烧

的废弃物均属剧毒物质
,

且焚烧技术及焚烧器的清

洗技术还未完全过关
,

焚烧后将产生某些影响
,

对一些以渔业和海上旅游为主的小国不利
,

特别是

发生泄漏事故其危害性更大
。

经 19 8 8 年第 11 次协

商会议决定
,

各成员国应最迟在 1992 年前重新评

价海上焚烧问题
,

以便在 19 94 年底全面停止这项

活动
。

实际上
,

近年来各有关国家均未在海上焚

烧
,

所以在 19 92 年协商大会上重新议定该项活动

提前至 1992 年底全面禁止
。

2. 5 预防原则

这是一个如何保护海洋环境的战略性问题
,

即

保证海 卜处置各类废弃物时不损害海洋环境
。

在

19 91 年第 14 次协商大会上
,

持绝对环保观点的国

家认为禁止向海洋处置废弃物就是贯彻了预防原

则
,

主张在 《公约》中进一步明确定义
,

以约束各

国行动 ; 另一些主张充分利用海洋 自净能力的国

家
,

则认为 《公约》本身就体现了预防原则
,

无需

再搞新的定义
。

在 1993 年修改专门会议 卜对此基

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

但如何引入 《公约》还存在不

同认识
,

一种认为有必要在 《公约》 正文 (或附

件) 中增加新的条款
,

成为独立部分 ; 另一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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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有关条款的内容
,

以充分体现海洋倾废的管

理原则
。

2. 6 扩大科技合作

公约第九条有关科技合作内容是符合各国的利

益
,

对这一问题没有争议
,

只是各方要求有所不

同
。

科技合作的关键是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废物

处置前的处理能力
,

由于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

术
,

有关计划难以实施
。

根据 19 92 年联合国环发

大会通过的
“

21 世纪议程
’‘

的精神
,

发达国家应在

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
,

为此在

19 93 年修改专门会议 上提出修改 《公约》第九条

有关内容
,

主要是增加提供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信

息和技术
,

并明确受援范围是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向

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
。

2. 7 废物评价框架

反映了废物综合管理策略
,

也就是评价哪些废

物应禁止
,

哪些应控制以及废物的管理方案
、

处置

场所
、

处置技术优选
、

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等一套

完整框架
。

对此持绝对环保观点的一些国家认为该

框架未能反映出环境保护的预防原则
,

应在预先通

知程序和反列名单两个政策性问题解决后再定
。

所

谓预先通知程序即一个国家在废物倾倒前
,

要预先

通知有关各国并进行协商后
,

才能颁发倾倒许可

证 ; 所谓反列名单是针对公约附件所列的不可倾倒

的废物名
一

单
,

改为允许倾倒废物的名单
,

这两个政

策性问题
,

经多次讨论拟将预先通知程序改为立即

报告程序
,

也就是对废物倾倒发出许可证后立 即报

告有关国家
,

已在 1992 年第 巧 次协商会上通过
,

反列名单因牵涉到 《公约》附件的原则修改
,

不少

国家持有异议
。

总的来看
,

多数国家认为该框架是

执行 《公约》的很大改进
,

是一个很好的废物管理

程序
,

与 《公约》附件相比更具有可操作性
,

如若

将反列名单问题并人
,

可能导致改变公约方向
。

2. 8 为海上处置目的的废物越境运输

19 86 年第 10 次协商会议曾作出控制废物越境

运输的决议
,

建议各成员国不要为海上处置 目的向

《公约》 非成员国或地区 《公约》非成员国出口废

物
,

特另ll.& 《公约》附件 L ll 所列物质
,

除非有

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说明废物的处置没有违背公约的

要求
。

19 90 年第 13 次协商会议进一步呼吁各国停

止废物越境运输
,

基本获得与会成员的一致通过
。

2. 9 人工渔礁

为防止利用人工渔礁构筑形式向海中投弃有害

废物和物质的做法
,

19 92 年第 巧 次协商会议同意

《公约》 附件 工
、

11 所列物质不允许用于人工渔礁

的构筑
。

但工业废弃物能否用于人工渔礁
,

鉴于目

前对工业废弃物的定义尚有争论
,

故此问题有待于

继续研究
。

2. 10 交叉区域海洋污染

为防止某一区域的污染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新

的污染
,

大多数成员国同意对公约有关条款进行修

改补充
,

主要是强调开展区域间合作的必要性
,

已

在 199 0 年第 13 次协商会议提出向 19 92 年召开的

联合国环发大会呼吁
,

迅速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海洋

污染控制协调机制
,

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防止

由于倾废造成的海洋新污染
。

2
.

11 盛哟的执行报告程序

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在实施倾废活动后
,

要及时

向协商会议进行报告
,

但是目前执行这个报告程序

情况很不好
,

仅有一半的成员国执行了这项规定
,

为加强这方面的履约
,

大多数成员国均表示支持原

公约的有关条款
,

并拟增加某些对该条款不执行的

成员国给予必要的警告或惩罚
。

2
.

12 全哟附件修改的基础

公约及其附件的全面修改是 19 92 年第 巧 次协

商会议争论的热点
。

由于每次协商会议已通过了关

于暂停放射性废物倾倒
、

终止海上焚烧和 19 95 年

终止工业废弃物倾倒等一系列决议
,

多数国家认为

全面修改公约的时机 已经成熟
,

并议决 1993 年 7

月召开修改公约专门会议
,

集中对 13 个 比较重要

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修改
,

修改的基础一致认为要

从科学
、

技术的因素
,

扩大到法律
、

政治
、

经济和

社会等各个方面
,

使修改的公约能真正成为各成员

国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可遵循的国际法
。

2
.

13 修订海的定义扩大管辖范围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一致的
,

目的是重新

修改公约有关海定义的条款
,

以控制污染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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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 《公约》 的新动向

从上述修改公约专门会议对拟修改的 13 个核

心问题来看
,

全面修改公约的时机已经来临 基础

比较坚实
,

修改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表明是朝向严

格控制海洋倾倒废物的方向发展
,

特别是 19 92 年

联合国环发大会后
,

各国的海洋环保意识提高很

快
,

完全禁止倾倒的呼声比较强烈
,

相对而言持利

用控制倾倒的观点已居下风
,

相信在 1994 年第 17

次协商大会即将通过的修改后的公约
,

定以全新的

面目出现
。

对此
,

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适时采

取符合国际环保潮流形势的对策
,

确保我国的基本

利益
,

并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是当前一项

紧迫任务
。

石臼佗岛的喜与忧

— 石臼沱由
“

快乐岛
”

变为
“

快拉倒
”

的思考

刘惠民 宫方然

(唐山科委) (国家海洋局海岛司)

华北滨海平原大清河人海 口西侧的渤海中
,

有

一个美丽的海岛
—

石臼佗
。

它位于北港南 4
.

5 公

里处
,

周围分布着打网岗岛
、

月佗岛
、

西佗
、

腰沱

等岛佗
,

以石臼沱为中心
,

形成河北省最大的岛屿

群
,

与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唐山港 (王滩港) 相距不

远
。

石臼佗南北长 3 公里
,

东西宽 1 公里
,

全岛面

积约 3 平方公里
,

是本岛群中岛沱之冠
,

也是华北

地区最大的海岛
,

隶属河北省唐山地区的乐亭县所

辖
。

乐亭县东隔滦河与拥有黄金海岸的昌黎相对
,

西与盛产优质稻米的滦南接壤
,

东
、

南两面濒临渤

海
,

海岸线全长 98 公里
,

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

海洋资源丰富
,

是对外开放的滨海县
。

乐亭距北京

2 80 公里
,

至天津 2 20 公里
,

到旅游胜地北载河只

有 12 0 公里
。

这里公路运输
,

铁路交通
,

海上航行

均比较便利
。

乐亭正根据 自己的区位
、

资源优势
,

借京
、

津
、

秦
、

承旅游腹地广阔的条件
,

利用石 臼

沱岛群发展旅游业所独具的
“

明媚的阳光
、

清澈的

海水
、

金色的沙滩
、

清新的空气
”

等要素
,

开发建

设自己的旅游业
。

乐亭县志记有
“

石臼沱岛诸秋涛

汹汹
,

春水溶溶
、

夜月沉碧
,

朝曦浴红
,

鱼船出没

乎其外
,

琳宫梵宇罗列乎其中
,

泉既甘而觉爽
,

臼

佗之胜
,

_ 糜笔舌而能穷
,

若乃丽景乍开
,

波光甫

动
,

丽宅辉生
” 。

足见
,

石臼佗岛历史悠久
,

地貌

独特
,

植被繁多
,

风光绮丽
。

石臼佗岛长期无人定居
,

自然环境幽静
。

该岛

生态环境原始
,

属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

野生植物繁

多
,

野生动物在此栖息
,

原始的 自然景观奇异无

比
,

岛上植被覆盖率达 9 8%
,

乔木
、

灌木相间分

布
,

初步查明植物种类约 14 0 种
,

可 以说是一个天

然的植物园
。

石臼佗岛似镶嵌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块

绿宝石
。

石臼沱岛随着乐亭县作为滨海对外开放而开

放
。

为此
,

石臼沱这个鲜为人知的旅游景点一亮

相
,

就以它独具的风彩
、

特有的魅力吸引了不少观

光者
,

这里既有众多的娱乐场点
,

又有奇特的自然

风貌
,

还有不少名胜
、

更有动人的传说和人文景

观
,

所以八方来客均有留恋忘返之感
,

都情不 自尽

地称其为快乐岛
。

相传
,

在很早以前
,

不知何方仙人在岛的东部

一个沙丘上建了一座亭子
,

到了唐朝时期
,

唐太宗

到此游览
,

白天饱览海岛风光
,

夜间坐在亭中听潮

纳凉
,

闭 目静思
,

涛声潮音
,

心音共鸣
,

心境合

一
,

顿感飘飘欲仙
,

疑人天堂之感
,

于是一住就是

一
{
60

.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