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
,

对南极的领土要求不为国际社会的

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

自 年以来
,

一些

发展中国家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一政治舞台
,

要

求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创设的国际海底

开发模 式类推适用于南极
,

使南极 成为 又一
“

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
” 。

另一方面
,

南极领土主权要求也导致有关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

年代初在南极曾发

生过小规模武 装冲突和武力行为
。

英国曾于

年将它与阿根延和智利在南极产生的争

端提交国际法院
,

由于后两国拒绝国际法院的

管辖
,

法院将此案注销
。

总之
,

如果南极领土

主权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

南极就有可能成为

国际纷争的对象和场所
。

南极条约体系

南极尽管人迹罕至
,

但并不是法律真空
,

从  年开始就 有一种法律制度在规 范着

它
。

南极地区 目前的法律地位也是 由该法律

制度所决定的
。

这一法律制度称之为
“

南极条

约体系
” 。

南极条约体系是指以 年《南极条约》

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一个 区域性国际法律制

度
,

以南极大陆及其沿海
,

以及其中的人类活

动作为规范对象
。

该体系除《南极条约》外
,

还

包括与《南极条约》相联系却又独立的法律文

件
,

如  年《南极 海豹保护公约》
,

年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
,

以及根据《南

极条约》所制 定的一些措施
,

如 年《南极

动植物保护议定措施》
。

南极条约体系的最新

发展是 年 月通过的《南极条约环境保

护议定书》
。

另外
,

曾于   年通过的《南极

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

由于南极条约国之

间的分歧
,

在短期内无法生效
。

南极条约体系的主要内容有

 南极专 为和 平 目的所利用
。

《南极条

约》序言载 明
,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

南极将永远

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
,

南极不应成为国际纷争

的场所和对象
。

该条约第 条 明文规定
“

南

极应只用于和平 目的
” 。

禁止采取一切具有军

事性质的措施
,

不得建立军事基地
、

建筑要塞
、

进行军事演 习以及核试验和其他武器试验
,

实

行南极的非军事化和无核化
。

科研 自由 和 国际合作
。

南极条约》规

定
,

在南极地 区实行科学考察和调查的 自由
,

并促进为此而进行的国际合作
。

在一切实际

可行的范围内
,

在南极活动的国家应互相交换

和提供有关南极的科学情报
,

实行科研人员的

互相交流
,

南极的科研成果应予公开 鼓励国

际组织和机构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

 冻结领土主权要 求
。

《南极条约》第

条规定
,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缔约任

何一方放弃在南极原来所主张的领土主权权

利或领土要求 或放弃由于它或其国民的活动

或其他原因而构成的对南极领土主权的要求

的任何根据
,

或损害缔约任何一方关于它承认

或否认任何其他国家在南极的领土主权的要

求或要求的根据的立场
。

在条约有效期间所

发生的一切行为或活动
,

不得构成主张
、

支持

或否定对南极的领土主权的要求的基础
,

也不

得创立在南极的任何主权权利
。

在条约有效

期间内
,

对在南极的领土主权不得提出新的要

求或扩大现有的要求
。

环境保护和 生物资源 的保护
。

《南极

条约》没有出现环境保护的字眼
,

但它禁止核

爆炸和处置放射性尘埃的条款则与环境保护

有关
。

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主要载于 年

的《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之 中
。

根据该

议定书
,

南极被指定为 自然保护区
,

仅用于和

平与科学活动
。

在南极 的任何活动不得对 南

极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

在南极地 区

进行任何活动之前
,

都必须履行环境影响评估

程序
。

该议定书还对南极动植物的保护
,

废料

处置和管理
,

海洋污染的 防止
,

南极特殊保护

地等做了专门具体的规定
。

对于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
,

年的《南

极海豹保护公约》和  ! 年的《南极海洋生物

资源保护公约》作了规定
。

根据前 者
,

禁捕

类南极海豹
,

对其他海豹的捕获只限于科学研

究 目的
,

并需要持有关国家主管 当局的许可

证
。

后者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确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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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生态系统标准
。

该标准包含三大要素 第

一
,

种群最大程度的复原 第二
,

维护各种生态

关系 第三
,

避免南极海域任何种群的不可逆

转的减少
。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

根据 南极条约》

第 条的规 定
,

南极条约协商国为了交换情

报
,

一起协商共同关心的有关南极事项
,

并系

统规划
,

审议并向各本国政府建议旨在促进本

条约的原则和宗 旨的措施
。

该会议每两年 自

年起每年 举行一次
。

自 年第一次

协商会议以来
,

共有 多个建议得到通过
,

它们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类型 的南极活动
。

协商会议也是议订南极条约体系内法律文件

的场所
。

因此
,

该机制是整个南极条约体系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关键
。

我国于 年代初开展南极活动
,

自

年以来每年派遣科学考察人员到南极
,

并在南

极地区建立了
“

长城
” 、 “

中山
”

两个常年科学考

察站
。

我国于  年加入 南极条约
,

 

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

对南极事务拥有决策

权
。

二
、

北 极

北极地 区的绝大部分是海洋
,

大约  

常年冰封
。

年
,

当皮尔里将军在北极 点

竖起美国国旗之时
,

曾经有人议论过北极地区

是否可以先占的间题
,

但由于它不是陆地
,

而

是冰封海洋
,

且冰随着海流移动
,

从而不适宜

于占领
。

然而
,

围绕北极海域的陆地已为其沿

海国划分完毕
,

它们是美国
、

加拿大
、

冰岛
、

挪

威
、

丹麦 格陵兰岛
,

芬兰和俄罗斯
。

除这些

北极圈国家之外
,

另外一些国家
,

如英国
、

德国

和 日本等 也长 期在北 极地 区活 动
。

我 国于

年开始也已派遣科研人员赴北极地区考

察
。

关于北极的领土主权
,

早年存在着一系列

的争议
,

如对挪威和丹麦有争议的东格陵兰岛

由常设 国际法院 于 年判给 了丹麦
。

目

前
,

涉及北极陆地领土 包括岛屿 的争议 已基

本解决
,

但对主张拥有北极领土的所谓
“

扇形

原则
” ,

则历来是有争议的
。

“

扇形原则
”

或
“

扇形理论
”

最早是 由加拿

大参议员帕斯卡尔
·

普瓦里耶于  年正式

提出的
,

作为加拿大对所有北极岛屿主张主权

的基础
。

他声称 位于两条国界线之间直至北

极点的一切土地应当属于邻接这些土地的国

家
。

这一理论得到了前苏联的支持
,

如

年
,

前苏联单方面立法
,

以扇形理论为根据
,

主

张凡位于苏联北冰洋沿岸以北
,

在北极和东经
’ ’ ,,

至西经
’ ’ ,,

之间的所有陆地和

岛屿 包括尚未发现的 都是苏联的领土
。

但
“

扇形原则
”

遭到其他北极国家 如美国
、

挪威

的反对
。

这一理论在 国际法上也是缺乏有说

服力的论据
。

正如布朗利在《国际公法原理》

一书中指出
“

扇形原则 不过是一种粗糙的

划界方法
,

而没有成为独立的法律规则
” 。

在对北极海域的管辖权方面
,

北极国家之

间存在着不少争议和分歧
。

美国和前苏联在

北极水域宣布 海里专属经济区
,

以及加拿

大的《北极水域污染防止法》都遭到 了质疑
。

还有
,

在挪威主张斯瓦尔巴德群岛领海之外的

管辖权之 时
,

美 国
、

前苏联
、

英 国等都主 张

年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赋予其在该

群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非歧视性经济权

利
。

北极的法律制度和南极完全不同
,

它不拥

有一个完整的条约体系
,

而更多的是双边协

议
。

唯一的多边条约是于 年通过的《保

护北极熊协定》
,

由加拿大
、

丹麦
、

挪威
、

美国和

前苏联签署
。

该协定 旨在保护北极熊的生存

环境
,

除科研 目的之外
,

禁止捕杀北极熊
。

尽管如此
,

年以来
,

北极地区的国际

合作在 日益加强和深入
。

年
,

国际北极

科学委员会成立
。

年
,

北极 国家首脑会

议发表了《保护北极环境宣言》
,

并制定 了《北

极环境保护战略》
。

可以预见
,

有关北极 国际

合作的多边法律安排即将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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