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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公约》正朝 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接轨
汪兆椿

《伦敦公约 ))( 下简称公约 )是 1 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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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公约的问世
,

是鉴于到本世纪

70 年代初期
,

已认识到海洋环境净化人类工

业活动废物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

海上倾倒

作为处置废物的一种手段所带来的弊端
,

已

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

在这种背景情况

下召开的特别国际会议
,

终于通过一项防止

海上倾倒造成海洋污染的多边公约
。

公约 自

1 9 7 5 年生效以来
,

已成功地对海上倾倒实施

了管理
,

完善了控制海上倾倒体系
,

交流处置

废物科学方法的信息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

用
。

公约现有缔约国 70 个
,

已成为海上倾倒

废物管理唯一的全球性专门公约
。

公约在实施进程中
,

逐步发现某些原则

和规定已不完全适用于当今海洋新秩序的建

立
、

环保事业的发展
、

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要

求
。

公约在历届协商会议上均不同程度地提

出修改的动议
,

在 1 9 9 3 年第 16 届协商会议

上
,

终于达成一项全面修改公约的协议
。

在公

约进入全面修改期间
,

正面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简称海洋法 )即将于 1 9 9 4 年 n 月 16

日起生效
,

因此
,

在 1 9 9 4 年召开 的公约修改

组第二次会议上
,

大多数国家认为公约的修

改应尽量与海洋法一些基本原则吻合
,

将有

利于公约的完善和执行
,

即意味着公约的修

改将朝向海洋法接轨
。

这主要是考虑到海洋

法在广泛吸取传统的有关海洋方面的法规和

规定基础上
,

又经历十多年的协商提出了许

多新概念
,

并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肯定
,

因其具

有独特的权威性和普遍性
。

它的生效标志着

占地表 2/ 3 的海洋领域有了一套全新的海洋

法律制度
,

为解决各国海洋疆界以及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

同时也

为保护海洋环境建立了基本法律框架
。

长期

以来
,

海洋法 已成为其他各类海洋专项公约

效仿和接轨的对象
,

目前
,

公约的修改朝向海

洋法接轨是很 自然的
。

1 海洋法是保护海洋环境的大法

海洋法是解决各种海洋矛盾的基本法
,

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之为
“

海洋宪法
” 。

它

涉及海洋的各个方面
,

其中有关保护海洋环

境方面的一系列规定
,

突出地把保护海洋环

境和开发利用海洋有机地统一起来
,

形成一

个整体
。

在海洋法中明确指出
: “

各国有依据

其环境政策和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

职责
、

开发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 , “

确保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

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
” ,

较好地适应了

各沿岸国家的权益和要求
,

是 目前唯一的涉

及各种污染源的国际环境法
,

其中有关海上

倾倒的一些规定
,

也具有鲜明地实践意义
,

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1
.

1 在海洋法第一部分序言中
,

明确了
“

倾

倒
”

的概念是人们向海上处置废物的故意行

为
;
对倾倒的物质也作了限制和界定

。

1
.

2 在海洋法第 12 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

保全中
,

强调防止
、

减少和控制海洋倾倒造成

污染的国际规则和国内立法的必要性
,

并阐

明了沿海国管理的权限
,

以及倾倒造成的污

染和关于倾倒造成污染 的执行
,

这些 原则规

定是针对海上倾倒制订的
;
其他在第 12 部分

中 的
“

一般规 定
” 、 “

全球性和 区域性合作
” 、

“

技术援助
” 、 “

监测和环境评价
”

等条文
,

也都

不同程度地适用于海上倾倒
,

这无疑是海洋

法为海上倾倒活动管理所制定的基本法律框

架
。

公约虽然诞生于海洋法前
,

其实施主要

限于海上倾倒一个局部
,

但公约第 13 条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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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
: “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海

洋法的编纂和发展
,

也不影响任何国家现在

和将来关于海洋法和沿岸国及船旗国管辖权

的性质和范围的主张和法律观点
” 。

这说明海

洋法所制定的基本法律框架是完全适用于公

约的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它们之间可以说是一

种从属和互补的关系
。

2 公约的实施及其存在问题

公约诞生 20 余年来
,

各缔约国在执行公

约有关原则和规定方面均采取 了积极措施
,

使公约较好地得到贯彻
,

加强 了海上倾倒 活

动的管理
,

基本控制了长期放任自流
、

无法可

依的状况
。

研究表明
,

在公约生效后
,

倾倒废

物数量有所增长
,

但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却下

降
,

这不能不说是公约的影响力所致
。

在公约执行过程 中
,

由于缔约 国之间在

公约的最终 目标的认识不完全一致
,

导致 出

现 了所 谓
“

绝对环保派
”

和
“

控制利用派
”

不同

观点的产生
。

关于公约的最终 目标
,

从原则上

讲
,

是保护整个海洋环境
。

具体说
,

是最终禁

止全部海上倾倒活动还是控制海上废物的处

置
.

这就是两派所持的不同观点
。

这两种观点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增长和科 学技术的进

步
,

持
“

绝对环保派
”

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

促

使对公约某些原则和规定需要作适 当修正
。

实际 卜
,

这种修正从公约 1 9 7 5 年生效后的历

届缔约国协商会议上都不同程度地进行
,

特

别是 1 , 9 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后
,

于次年

召开的公约第 16 届协商会议上
,

一致同意全

面修改公约
,

修改重点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

方
一

面
:

2
.

1 扩大公约的管辖地理范 围和严格倾倒

的物质
,

以利于更好地控制污染源的管理
;

2
.

2 严格控制有害海洋环境的某些工业废

物
、

禁
_

lI: 放射性废物的海洋处置以及终止有

毒液体的海上焚烧
;

2
.

3 建立有效地预 防原则
,

科学评价海上倾

倒的影响
,

确保海上倾倒不损害海洋环境
;

2
.

4 扩大科技合作
,

促使发达国家在资金和

技术转让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
;

2
.

5 加强废物评价的管理
,

建议实行颁发许

可证前要预先通知有关国家的程序
,

以及采

纳允许倾倒废物的名单
;

2
.

6 要求各 国严格履行
,

建立定期报告制

度 ;

2
.

7 附件的修改要考虑到法律
、

政治
、

经济

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

同时
,

在这次协商会议上并作出《关于海

上处置放射性废物的决议》
、

《关于逐步仃止

工业废物海上处置的决议》和《关于海上焚烧

的决议》
,

这三项决议 已于 1 9 9 4 年 2 月 20 日

生效
。

我国政府 已接受这三项决议
,

并将按照

决议精神对国 内有关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
,

今后在我国海域将禁止处置一切放射性废物

和其他放射性物质
、

处置部分工业废物以及

焚烧工业废物和阴沟污泥等活动
,

这也是我

国政府为公约 向海洋法接轨所给予的积极支

持
。

至此全面修改公约 已趋成热
。

3 公约的修改正朝向海洋法接轨

从历届公约协商会议对公约所作的修改

情况看
.

基本遵循海洋法所确定的有关海上

倾倒活动的法律框架
。

在 1 9 8 8 年召开的公约

第 11 届协商会议上作出
“
《海洋法 》与《伦敦

公 约》之间没有根本冲突
”

的结论
,

这为公约

修改朝向海洋法接轨创造了条件
。

从一些修

改具体实例来看也是如此
。

例如
:

修改
“

海
”

的

定义
,

是否要扩大至各国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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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这个问题
,

各国争论比较

大
,

一些 国家认为各国 内水 已 由各国的法律

对海上倾倒活动进行管理
,

若将其纳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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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有关咸淡水界限划

分 的标准也难以制定
,

同时各国在内水范围

内对公 约所尽的义务与其他 区域应 有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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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看来
,

争论比较复杂
,

若从海洋法中寻找

原则就 比较明确
,

在海洋法有关
“

海洋环境的

污染
”

定义中明确指出
: “

人类直接或间接地

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
,

其中包括河 口

湾 ⋯⋯
。

这里对
“

河 口湾
”

的理解
,

一般可以认

为包括内水
。

从立法宗旨看
,

河口湾或 内水是

海的结合部
,

要防止海洋环境污染应该包括

这个区域
。

由此可见
,

修改公约若与海洋法接轨
,

很

多矛盾即可迎刃而解
。

目前支持将内水纳入

公约管辖范 围的国家越来越多
,

即使不赞同

者
,

在修改措词和提法上也较灵活
,

实际上给

予适度的弹性
,

这对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

件
。

此外
,

如公约的履约问题
,

科技合作间题

等等
,

倾向于按海洋法 以及有关国际惯例处

置的呼声越来越大
,

我们相信
,

公约修改完成

之时
,

也正是公约与海洋法紧密接轨之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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