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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由解释和适用公约所引起的争端
,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制

定了一整套解决程序
,

并把某些类型的争端

作为例外
。

这些例外大都是由于各国不愿意

将涉及其重大利益的一些争端交由第三方裁

判
。

这里首先扼要地介绍一下一般程序
,

然

后指出例外
。

一 调解

根据 《 公约 》第 条
, “

各缔约 国 应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条第 项 以和平方法解决

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

端并为此 目的以宪章第 条第 项所指的方

法求得解决
” 。

这就为缔约各国规定了用和

平方法解决争端 的义务
。

但 《公约
》 的任何

规定并不妨碍缔约国于任何时候协议用 自行

选择的任何其他方法解决它们之 间 的 争 端

《 公约 》第 条
。

有些国家还有 义 务

适用其他程序
。

例如
,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

员国
,

必须按照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将它们

之间引起的渔业纠纷提交欧洲法院解决
。

这

种义务应取代 《 公约 》 所规定的程序 《公

约 》第 条
。

如果争端当事方未能通 过

协议的程序解决争端
,

争端一方 可 邀 请 他

方按照附件 第一节规定的程序 或 另 一 种

调解程序
,

将争端提 交 调 解 《 公 约 》第

条
。

如争端他方接受邀请
,

每一 方 各

指派两名调解员
,

其 中一名可为 其 本 国 国

民
。

这 名调解员在被指派完毕之 日起 天

内
,

从每一缔约国有权提名 名调解员的名

单中指派第 名调解员
,

由其担任调解委员

会主席
。

委员会应在一年内听取争端各方的

陈述
,

审查其权利主张和反对意见
,

并向争

端各方提出建议
。

如接受委员会 报 告 的建

议
,

那当然很好 如未被接受
,

或从报告送

交争端各方之日起 个月期限已经届满时
,

调解程序即告终止 《公约 》附件
。

除了下面将要讨论的例外情况
,

有关本

公约的任何争端如已按照上述程序仍未得到

解决
,

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
,

应提交强制解

决 《 公约 》第 条
。

一国 在签 署
、

批

准或加入本公约时
,

或在其后任何时间 内
,

可选择下列任何方法以解决争端 按照附

件 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国际法院

按照附件 组成的仲裁法庭 按照附件

吕组成的处理其中所列的一类或一类以上 争

端的特别仲裁法 庭 《 公 约 》第 条
。

缔约国如为有效声明所未包括的争端的

一方
,

应视为已接受附件 所规定的仲裁
。

如果争端各方已接受同一程序 以解决这项争

端
,

除各方另有协议外
,

争端仅可提交该程

序 否则
,

争端仅可提交附件 了所规定的仲

裁 《公约 》第 了条
。



二 国际海洋法法庭

国际海洋法法庭由具有不 同国籍的法官

人组成
。

在选举法官时
,

应注意候选人不

仅享有公平和正直的最高声誉
,

对有关海洋

法事项具有公认的资格
,

而且确保其能代表

世界各主要法系和公平地区分配 《公约 》

附件 第 条
。

法庭法官任期 年
,

连选

可连任
。

但在第一次选出 的 法 官 中
,

人

任期应 为 年
,

另 人为 年 附件 第

条
。

所有可出庭的法官均应出庭
,

但须有

法官 人才构成法庭的法官人数 附件 第

条
。

法庭可设立分庭
,

由法官 人 或

人以上组成
,

以处理特定种类的争端
。

为了

迅速处理事务
,

法庭每年得设立以法官 人

组成的分庭
,

用简易程序审讯和 裁 判 争 端

附件 第 条
。

此外
,

一个很重要的分

庭是根据 《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 》直接设立

的
,

即由法官 人组成的
“

海底争端分庭
” 。

这些法官是以海洋法法庭法官的过半数从法

庭中选出 附件 第 条
。

缔约国之间关

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有关附件的解释或适用

的争端
,

可提交由法官 人组成的专案分庭

附件 第
、

条
。

还必须注意
,

依照

《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 》第
、

条
,

法庭

除对缔约国开放外
,

还对缔约国以外的实体

开放
。

国家以外 的实体
, “

在缔约国担保下

的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

效控 制的 自然人或法人
” ,

也可为法庭的当

事一方 《 公约 》第 条 款 项
。

三 按照 《 公约 》 附件七组成的仲裁

法庭

在 《 公约 》第 部分的限制下
,

当事一

方可向他方发出通知
,

将争端提交仲裁程序

附件 了第 条
。

于是
,

就成立一个 由仲

裁员 气人组成的仲裁法庭
。

但这并不是毫无

限制
。

利害关系相 同的争端各方通过协议共

同指派一名仲裁员
。

如果争端若干方利害关

系不同
,

或对彼此是否利害关系相 同意见不

一致
,

则争端每一方指派一名仲裁员
。

依照

附件 第 条
,

在联合国秘书长编制并保持

的仲裁员名单中
,

每一缔约国有权提名 名

仲裁员须在海洋事务方面富有经验并享有公

平
、

才千和正直的最高声誉
。

争端每一方最

好从这一名单中各指派一 人
,

并可为其本国

国民
。

请求仲裁的一方在提出请求时作出这

种指派
。

除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外
,

其余 人

由争端各方协议
,

最好从名单中选派第三国

国民
。

争端各方从这 人中选派 人为仲裁

法庭庭长
。

仲裁的一方在提出请求时
,

须提

出一份关于其权利主张和所依据的理 由的声

明
。

如果另一方未在收到仲裁请求之 日起

天期间内指派一名仲裁员
,

如果在收到仲裁

请求书之 日起 天期间内由争议各方对共 同

指派的一名或一名以上仲裁员或对指派法庭

长未能达成协议
,

在争端一方的
一

清求下
,

指

派按照如下办法作出
。

这种请求应分别在

夭或 天期间届满后两星期内提出
。

除非争

端各方协议将上述规定的任何指派交由争端

各方选定的某一人或第三国办理
,

这项指派

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担任
。

如果庭长不能

照此办理或为争端一方的国民
,

这项指派 由

可 以担任这项工作
、

不是争端任何一方国民

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年资次深的法官办理
。

四 按照 《公约 》 附件八组成的特别

仲裁法庭

关于本公约中有关渔业
、

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
、

海洋科学研究和航行的争端
,

任何一

方可向他方发出通知
,

将该争端提交特别仲

裁程序
。

每一缔约国有权在每个方面提 名

名公认在法律
、

科学或技术上确有专长并享

有公平和正直的最高声誉的专家
。

这种专家

名单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
、

政府间海洋委员会
、

政府 间海事协

商组织分别予以编制和保持
。

特别仲裁法庭

由仲裁员 人组成
。

但是
,

利害关系相同的

争端各方应通过协议共 同指派仲裁员 名
。

如果争端各方利害关系不同
,

或对彼此是否

利害关系相 同意见不一致
,

则争端每一方指



派 名仲裁员
。

争端每一方最好从与争端事

项有关的适当名单中选派 人
,

其中 人可

为其本国国民
。

争端各方从适当名单中的第

三国国民选派特别仲裁法庭庭长
。

除非争端

各方协议将上述的任何指派交 由各方选定的

人士或第三国办理
,

这项指派由联合国秘书

长与争端各方和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协商后

作出
。

还应当指出
,

争端各方可随时协议请

求特别仲裁法庭对任何争端的事实进行调查

和确定
。

以上所述解决争端的方法
,

象国际法院

一样
,

应适用本公约和其他与不公约不相抵

触的国际法规则
。

如经当事各方同意
,

可按

照公允及善 良原 则
“

对一案件作出裁 判 《公约 》第 条
。

如认为必要
,

可在争端一方请求下或自己主

动
,

并同争端各方协商
,

最好从按照附 件

第 条编制的有关名单中
,

推选至少 名科

学或技术专家列席法庭
,

但无表决权 《 公

约 》第 条
。

这些法庭对争端所作 的 任

何裁判应有确定性
、

争端各方均应遵从
,

对

争端各方具有拘束力 《公约 》第 条
。

五 临时措施

根据 《
海洋法公约 》第 的条

,

如 果 争

端己经正式提交法院或法庭
,

而该法院或法

庭依据初步证明认为其根据本部分或第 部

分第 节具有管辖权
,

该法院或法庭可在最

后裁判前
,

规定其根据情况认为适当的任何

临时措施
,

以 保全争端各方的各自权利或防

止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
。

可能发生这样的

情况
,

争端一方打算采取的行动将损害另一

方的权利
,

即使这一争端终于以有利于另一

方得到解决
。

例如
,

如果一方坚持某一船舶

的无害通过权
,

另一方则认为该 贴 舶 载 有

危险品
,

将会损害沿海国的安全 如果通行

已在进行并发生意外事故
,

裁判将有利于沿

海 国
。

在这种情况下
,

或者如有必要防止对

环境的严重损害
,

根据 《公 约 》第 条 规

定的解决争端的方法
,

可仿照国际法院规约

第 条
,

规定适当的临时措施
。

在 年爱
琴海大陆架一案中

,

希腊曾
湘

援引这项规

定
,

以防止土耳其船舶在有争议的陆架上进

行地震勘测
,

但未成功
,

因为这种勘测并无

不可弥补的损害
。

六 适用强制程序的限制和例外

沿海国因行使水公约规定 的主权权利 戈

管辖权所引起的争端应遵 守强制程序
,

只要

被指控
,

沿海国关于航行
、

飞越或铺设海底

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权利或关于专属经济区

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方面有违反本公约规定

的行为 或被指控
,

沿海国有违反关于保护

和保全海洋环境 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行

为 《 公约 》第 盯条 款
,

在 下 列

特别程序的限制下
,

由本公约的适用和解释

所引起的一切争端均包括在内
。

海洋科 学研究 由于拒不同意在

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科学研究的

决定而引起的争端
,

各国可提交 《公约 》第

盯条所规定的程序
。

但对沿海国按照第

条进行科学研究行使其管辖权或 斟 酌 决 定

权
,

或沿海国按照第 条命令暂停或 停止

一项研究计划所引起的任何争端
,

沿海国并

无义务 同意将其提交这种程序
。

因进行研究

国家指控沿海国对某一计划行使上述规定权

利的方法不符合本公约而引起的争端
,

经任

何一方请求
,

应按照附件 第 节提交调解

程序
,

但调解委员会对沿海国行使斟酌决定

权所指特定区域或行使斟酌决定 权 拒 不 同

意
,

不应提出疑间 《 公约 》第 条

款
。

专属经 济 区 渔 业 沿海国并无义

务同意将任何有关其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

源的主权权利的争端
,

包括关于其对决定可

捕量
、

其捕捞能力
、

分配剩余量 给 其 他 国

家
、

其关于养护和管理这种资源的斟酌决定

权的争端
,

提交强制程序
。

但是
,

只要被指

控
,

沿海国明显地没有履行其义务
,

通过适

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

以确保专属经济区内



生物资称的维持不致受到严重危害 或沿海

国对另一国有意捕捞的种群
,

专断地拒绝决

定可捕量及沿海国描捞生物资源的能力 或

沿海国专断地拒绝将其 已宣布存在的剩余量

的全部或一部分分配给任何 国家
,

如已诉诸

调解而仍未得到解决
,

经争端任 何 一 方 请

求
,

应将争端提交强制调解程序 《 公约 》

第 条 款
。

国际海底区域 为解决由勘探和

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所引 起 的 争 端

《公约 》制定了特别程序 《公约 》第 部

分第 节
。

这些规定十分复杂
,

因为不仅

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
,

而且国际海底

管理局或企业部
、

国营企业 以及 自然人或法

人
,

均可为争端的当事方
。

争端不仅涉及本

公约
,

而且按照本公约制订的海底管理局的

规则
、

规章和程序以及有关 有关
“

区域
”

内

活动的合同条款
。

除有关合同的争端按照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程提交 商 业 仲 裁

外
,

争端应提交海底争端分庭或 其 专案 分

庭
,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
。

在合同订立人

出面的情况下
,

担保国也可以但并无义务这

样作
。

这就给予海底争端分庭 以
“

超 国家
”

的性质
,

将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特 征 混 淆 起

来
。

这从附件 第 条的规定中也可明显地

看出
。

该条规定
“

分庭的裁判应以需要在

其境 内执行的缔约国最高级法院判决或命令

的同样执行方式
,

在该缔约国领土内执行
”

任择性例外 一国在签署
、

批准

或加入 《公约 》时
,

或在其后任何时间
,

对

于下列三类争端不接受第 条规定的 程 序

《公约 》第 条 得 以 书 面 声 明
。

关

于军事活动的争端
,

包括从事非商业服务的

政府船舶和飞机的军事活动的争端
,

以及正

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 锐联合国光章 》所

赋予的职务的争端
,

都不应提交国际争端解

决的程序
、

而
一

仅有当事各方协议以和平方法

求得解决的一般义务
。

第三类是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 由于缺

乏一致的划界标准
,

这是一般程序的例外

如果一国声明关于其领海
、

专属经济区或大

陆架的界限不接受强制解决争端
,

但经争端

各方谈判仍未能在合理期间内达成协议
,

应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强制调解程序 而且
,

在

调解委员会提出其中说明根据的理由的报告

后
,

争端各方应根据该报告以谈 判 达 成 协

议 如果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

争端各方应将

间题提交强制程序之一
,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

协议
。

祖国沿海各地

我国最长过海水管工程动工

由上海市政设计院设计
、

上海基础工程公司承

建的过海水管工程日前在汕头市动工 这条水管线

总长 米
,

日供水量 万吨以上
,

总投资 万

元 它的建成将有助于改善汕头特区外 商 投资 环

境 这是我国继上海南市水厂 米超长 距 离 顶

管工程之后
,

又一新长度顶管工程
。

我国最大的水厂船

由九江水泥船厂承建
、

我国目前最大的日供水

量为 万吨的钢筋混凝土水上水厂船
,

在安徽 马鞍

山市第三水厂试水成功
,

现已投入使用
。

马鞍山

万居民饮上了达标的自来水

水上水厂船与陆地建造同等规模的自来水厂相

比
,

投资少
,

建造时间可缩短
,

不占用 陆地面

积
,

取水
、

排污便利
,

因而深受企业
、

专项工程和

中心城市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