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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大陆及其周围海城蕴藏着丰富的矿

物资源
,

但 目前 由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以及技

术条件上的不成熟
,

人类开发和利用这些资

源实际上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

1 9 8 8 年通过

的《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 以下简称

《矿物公约》)就是规范未来人类在南极进行

的矿物资源活动
,

其中包括若干重要的法律
‘

原则
。

1 保护南极环境的原则

早在 1 9 8 1 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所通

过的第 XI
一

1 号建议包含 了南极矿物资源法

律制度拟订所应遵循的五项原则
,

其中一条

规定
,

保护南极环境及其依附于它 的生态系

统应是谈判中的一个基本考虑
。

该建议的其

他条件也提及南极的环境保护
。

由此
,

保护南

极环境成为南极矿物资源制度中的一项根本

性原则
,

而其他原则均从属于这一基本考虑
。

这是因为
,

不仅南极条约国
,

而且整个国际社

会都一致认为南极是地球上独特的生态遗

产
,

有必要得到很好的保护
,

任何矿物资源活

动均不得损害南极环境
。

也就是说
,

一切有可

能损害南极环境的这类活动均予以禁止
。

从

这一根本点出发
,

南极矿物资源制度的诸原

则
,

以及指导和管理矿物资源活动的具体规

则和程序均与保护南极有着紧密的联系
。

然而
,

这项法律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
。

在谈判期间
,

与会各国在制定这项原

则时存在着分歧
。

一种意见认为
,

这一原则应

充分反映
·

对环境保护的关切
,

而另一种意见

则认为它符合
“

可接受的标准 ,’9 p可
。

后者反

映了技术先进
,

对南极采矿有着很大兴趣的

国家的愿望
。

但最终双方取得了协商一致
,

即

矿物资源制度应提供有效的程序
,

以符合已

宣布的宗旨—保证南极环境得到保护
,

免

受任何采矿后果的损害
,

并应包括较高的环

境保护标准
,

作为衡量矿物资源普查
,

开发或

生产的具体建议的准绳
〔‘〕。

因此
,

南极矿物资

源制度将环境保护列在首位
。

《矿物公约 》在

其序言中包含了这些 因素
,

如
“

注意到南极独

特的生态
,

科学与荒野状态的价值以及南极

对全球环境的
一

重要性
” , “

承认南极矿物资源

活动可能会对南极环境或依附于它的或与其

相关的生态系统产生不 良影响
” , “

相信就可

能的南极矿物资源活动作 出决定时
,

必须将

对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及与其相关的生态

系统的保护作为基本考虑
” 。

这些因素成为环

境保护原则的组成部分
。

这项法律原则的其他部分体现在规定矿

物资源制度的目标和一般原则的《矿物公约》

第 2 条之 中
。

该条规定通过的各项决定要创

设一项办法
,

以便
:
(1) 评估南极矿物资源活

动对环境的可能影响
; (2) 决定南极矿物资源

活动可否接受
; (3 )管理所进行的并认为可以

接受的南极矿物资源活动
; (4) 保证所进行的

任何矿物资源活动严格符合公约的规定
。

该

条又规定
,

南极矿物资源活动一经发生
,

各缔

约国承认南极条约各协商国对保护环境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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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责任并承认有必要
:
(a )保护南极环境及

依附于它的及与其相关的生态 系统
; (b) 重

视南极对全球环境的意义和影响
; (。 )尊重对

南极的其他合法利用
; (d) 尊重南极的科学价

值及美学和荒野特征
; (e )保证在南极的作业

安全
; (f )增进所有缔约国公平有效的参与机

会
; (g )考虑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

2 其他法律原则

综上所述
,

保护南极环境是南极矿物资

源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原则
。

此外
,

还有其他一

些法律原则规范未来的南极矿物资源活动
。

2
.

1 一切矿物资源活动受《矿物公约》支配

的原则

根据《矿物公约 》的有关规定
,

由南极矿

物资源委员会和有关的管理委员会决定矿物

资源活动是否可予接受
。

这不在于鼓励这类

活动
,

而仅在于查明它们在优先考虑环境保

护的前提下是否可被允许
。

一切矿物资源活

动必须严格遵守《矿物公约 》所确立的原则和

规则
。

否则
,

这类活动就不得进行
。

这不仅仅

针对公约的缔约国而言
,

而且也涉及第三国

的该类活动
。

如果这类活动得到许可
,

那么
,

它们也必须以
“

有秩序的
、

安全的
、

胜任的和

合理的方式
”

进行
〔2 , 。

2
.

2 尊重对南极其他合法利用的原则

《矿物公约 》第 15 条规定
,

关于矿物资源

活动的决定应考虑到有必要尊重符合南极条

约体系的对南极的其他既有利用
,

包括 (1) 在

南极的站所及其相关设施
,

辅助装备和设备

的作业
; (2) 南极科学考察和其中的合作

; (3)

包括合理利用在内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养

护 ; (4) 旅游
; (5) 历史纪念物的维护

; (6) 航海

和航空
。

矿物资源活动应尊重上述这些对南

极的其他利用
。

这一原则的主要 目的在于避

免南极各种合法利 用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冲

突
,

保证这些利用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进行
。

2
.

3 增进所有缔约国的参与机会并考虑

整个国际社会利用的原则

《矿物公约》第 6 条规定
,

在实施该公约

时
,

应促进公约范围内的合作
,

并应对各缔约

国
,

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南极矿物资

源活动中的国际参与予以鼓励
。

这种参与可

通过各缔约国及其各经营者的安排来实现
。

公约第 14 条还规定
,

不得对任何缔约国或其

经营者有所歧视
。

这些条款的主要 目的在于

促进发展中国家对矿物资源活动的参与
,

防

止少数发达国家对这类活动的垄断
。

同时
,

这

类活动在公约所规定的条件下向国际社会的

所有成员开放
。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

《矿物公

约 》在南极条约体系之 内第一次明文规定 了

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条款
。

因此
,

如果说《南极

条约》还
“

较多地保留了旧国际法的痕迹
”

的

话
〔3〕 ,

那么《矿物公约 》则体现 了当代国际法

的进步因素
。

2
.

4 专为和平 目的和冻结南极领土主权

的原则

由于南极矿物资源制度是在南极条约体

系内部形成的
,

它自然成为该体系不可分割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同时也包含了该体系 内现

有的法律原则
。

《矿物公约》第 2 条第 1 款明

确规定
: “

本公约是南极条约体系的组成部

分
。

该体系包括《南极条约 》
,

依据该条约业 已

生效的各项措施及各有关的法律文件
,

其首

要宗 旨在于保证南极继续并永远专为和平目

的而使用
,

不使其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或对

象
” 。

因此
,

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南极的原则也

成为规范未来南极矿物资源开发利用的一项

重要法律原则
。

从这一原则出发
,

其他原则
,

如非军事化
,

无核化
,

促进科学研究
,

以及增

进《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等也同样适用

于南极矿物资源活动
。

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另

外 一项重要原则
,

即《南极条约》第 4 条关于

冻结南极领土主权要求的规定也成为南极矿

物资源制度中的一项原则
,

它关系到整个法

律制度的内部协调问题
。

3 《矿物公约》诸原则在南极条约体系

中的地位

在确立《矿物公约》及其所规定的法律原

则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地位的间题上
,

《矿物



·

海洋法律
·

公约》在序言中指出
,

规范未来南极矿物资源

活动的原则和规则将进一步加强南极条约体

系
。

《矿物公约 》不仅明确规定它们是南极条

约体系的组成部分
,

而且还规定
,

在实施该公

约时
,

各缔约国应保证矿物 资源活动一经发

生
,

这些活动以符合南极条约体系所有组成

部分及由此产生的各项义务的方式进行 (第
2 条第 2 款 )

。

各缔约国应保证这种活动与南

极条约体系其他组成部分相一致
,

避免对其

他组成部分各项目标与原则的实现产生任何

干扰 (第 10 条 )
。

据此
,

《矿物公约》不仅要求

未来的矿物资源制度中的各机构的管理职能

之间达成协调
,

保持一致
,

并且也确立了该公

约的缔约国与现存南极条约体系之间的法律

关系
。

这种法律关系要求
,

即使不是南极条约

体系其他法律文件的当事国
,

它们也有义务

遵守那些法律文件的宗 旨和原则
。

这种法律

关 系还体现在《矿物公约 》的退约条件之中
。

该公约第 65 条规定
: “

任何不再是南极条约

缔约国的缔约国应自停止为南极条约国之 日

起被视为退出本公约
” 。

这就是说
,

退出《南极

条约》也就是退出《矿物公约》
。

可见
,

该公约

与《南极公约分的联系是何等地紧密
。

这不仅

在国际立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

即两个相互

独立的条约之间有着如此的特殊关系
,

而且

在南极条约体系内部也是一个先例
,

因为《南

极海豹保护公约 》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公约》均无此项规定
。

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南极

条约体系发展中所体现的一个新特点
。

另一

方面也说明《矿物公约》及其原则在南极条约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

智利著名 的国际法教授

奥雷戈
·

比库尼亚 (F r a n e is e o O r r e g o V ic u -

了 a )曾经正确地指 出
,

无论从哪种观点看
,

《南极条约 》的基本原则和南极条约体系的其

他关键部分适用于特定的
.

法律制度是必要

的
。

如果没有这种联系
,

那么《南极条约》的基

本原则就会逐渐遭到损害
,

从而无法促进南

极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

以及国家合作
。

而且
,

如果这种联系中断
,

那么各种不同的法律立

场之间必要的协调将成为不可能
,

尤其会影

响主权要求的问题
。

矿物制度的生命力与《南

极条约》诸原则的适当保障及其它们继续对

该体系的活动加以适用是不可分离的
〔‘, 。

因

此
,

《矿物公约 》在体现其自身特点的同时保

留了南极条约体系的诸原则
,

并与该体系的

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一致性
。

《矿物

公 约 》可以说是南极条约体系内继戏南极条

约》之后的最重要的一个公约
。

它所规定的法

律原则对指导未来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的正确

合理地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

尽管该公约 目

前尚未开始生效
,

但 只要人类在南极进行这

类活动
,

那么它们就必须遵循《矿物公约》所

规定的法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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