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永冻层的存在 一方面保护了海相地层免遭破坏

另一方面还富集了地下卤水 这就是为何在中国北方

沿海地区普遍存在地下卤水的原因所在∀

 化石卤水的分布特征

从猛犸象分布范围以北 即至少相当于淮河入海

口以北应当普遍存在可以开采的地下卤水∀ 陆架中部

地区沙漠化程度较高 不利于古卤水的形成与发育∀

辽东湾中轴线以东沙漠化程度高 海相地层已全部发

生解体 不利于古卤水的富集 中轴线以西 海相地层

被完好地保存起来 应当蕴藏着较丰富的卤水 便于

开采∀ 莱州湾一带位于郯庐断裂带上 海相地层较厚

富含较多的卤水 有利于开发利用 与之对应的下辽

河平原 也应存在比较富集的卤水 可供开发∀因此作

者认为淮河入海口以北的内陆架区 应当是冰期时期

连续永冻层的分布地带 淮河入海口以南应当是不连

续冻土层的分布区 在某些特殊的年份 辽阔的不连

续冻土层有可能分布到台湾海峡的北端∀ 这是因为渤

海!黄海和东海陆架在冰期时期已经成为古寒潮的通

道 所以要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寒冷得多∀ 由此可见

淮河以北 旧黄河口以北 的平原海岸 包括大部分内

陆架区 可能为大范围化石卤水的连续分布区 我国

南方的港湾海岸可能为化石卤水的贫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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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洋划界的原则及其内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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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通常讲来 我国的 / 海洋国土0面积有 ≅

但有的国际组织估算 我国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大约是

≅ ∀前者的计算 在黄海和东海采用公平

原则划分海域 在南海采用断续国界线内的面积≈

后者可能是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中国海域的∀ 由于我国

海域疆界尚未划定 可以说这两个估计 前者是我国

管辖海域的最大值 后者则是最小值∀ 从两个估计值

的巨大差别可以看到划界原则和划界方法研究的重

要性∀

 海洋划界的公平原则

海洋划界早期主要是大陆架划界 随着专属经济

区制度的形成与确立 专属经济区划界也逐渐产生∀

在第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 海洋划界的原则是始

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会上 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

/ 公平原则0集团和/ 中间线0集团 双方互不相让 僵

持不下∀ 最后 会议通过了一条折衷方案) ) 5联合国

海洋公约6 以下简称5公约6 第 条 对专属经济经

济区 和第 条 对大陆架 ∀ 在有关国际条约和司法

判例的基础上 关于海洋划界原则的主张有 中间线

等距离 原则 自然延伸原则 公平原则和协商原则∀

但是 上述这些原则并不都能看作是海洋划界的

原则∀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关于海洋划界的规定

条 包括以下 个方面内容∀程序 ) ) 协商 如果协

商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达成 则诉诸5公约6第 部分

所规定的程序∀ 依据 ) ) 国际法 如5国际法院规约6

第 条所指∀ 目的 ) ) 达到公平地解决∀

尽管规定中没有指明具体的原则 但它指出了海

洋划界的根本目的和最高要求是公平解决 协商是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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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程序 而中间线只是一种划界的具体方法 自然

延伸则是公平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的体现∀ 有学者指

出公平原则的法律渊源是5国际法院规约6第 条的

公允与善良≈ 它被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习惯国际法准

则∀ 国际法院指出 / 公平作为有关法律概念 直接源

出于正义这一思想0∀ 公平的法律概念是一个可以用

作法律的普遍原则∀ / 它有义务把公平原则当作国际

法的一部分来运用 考虑有关情况 以得到公平

的结果0≈ ∀

从公平原则应用于海洋划界的历史角度看 将公

平原则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主张源于 年5杜鲁

门公告6∀ 年北海大陆架案中 国际法院明确规定

划分大陆架的国际法原则是公平原则≈ ∀ 至于5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6的划界规定 指出 这一规定简

化了微妙的公平原则 它是通过提及/ 国际法0而表示

的∀ 国际法院在突尼斯2利比亚大陆架案中指出 / 可

以适用大陆架区域划界的原则和规则是那些适合于

导致公平结果的原则和规则∀0法院在进而阐述公平

原则的含义时指出 / 原则总是从属于目标 一项原则

的公平性质必须根据其取得公平结果的实用性而予

以评价∀ −公平原则. 一词不能被抽象地加以解释 它

与可能取得公平结果的原则和规则是密切相关

的0≈ ∀ 法院对公平原则的阐述与5公约6的规定实质

上是一致的∀

以上情况表明 公平原则决不是凭空臆造的原

则 它有它的渊源 在实践中得以运用 并为实践所支

持∀ 因而 公平原则是指导划界过程中所适用的各种

规则和方法的压倒一切的准则∀

中间线 等距离线 是一种划界方法 它最早由

建议来划分领水 对于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

的海洋划界 并不都能产生公平的结果∀ 由于领海紧

邻有关海岸 中间线法造成的不公平结果并不显著

因而常为国家实践所应用 国际法院认可了这一

点≈ ∀ 但对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界时 不公平的结

果则极为显著 因而不能简单地予以应用∀ 年国

际法院在对北海大陆架的判决中否定了中间线 等距

离线 已成为一般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的论点 并指

出等距离作为一种方法也不是强制的 并不存在它在

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使用的强制性的唯一方法≈ ∀ 总

的看来 中间线 等距离线 是一种划界方法 而且确

实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如果运用中间线法能取得

公平结果则可以适用 如不能则要采取其他方法 有

关国际判例和国家实践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自然延伸源于两个公约对大陆架的定义 它是大

陆架法律地位的依据 因而是依据公平原则划分大陆

架时首先予以考虑的因素∀ 协商如前文分析是划界的

基本程序 它表明某一国家单方面宣布的大陆架或专

属经济区界限 是无效的!非法的 不能强加给对方∀

总之 适合海洋划界的原则只有唯一的公平原则∀ 如

果把公平原则理解为考虑各种有关情况 通过协议

达到公平的结果 那么公平原则是与5公约6的规定相

符的 并为国际判例和国家实践所采用和支持∀

 公平原则的内涵

何为公平 公平不是指绝对的平分 它是指把本

来就属于某一国的海域划给某一国∀ 国家取得管辖海

域是有其依据的 任何一种划界方法都只是用以实现

而不是确定管辖海域的归属∀

国家领土的组成包括领陆!领海和领空 其中领

陆是最重要的 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前者的

派生∀ 有了领陆自然就会拥有领海 如果有的话 和领

空∀ 领陆发生变化 领海和领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也

就是说前者决定了后者∀ 格老修斯在论证领海存在的

根源时指出 / 对于海的一部分统制权的取得似乎也

和对其他东西一样 可以是属于一个人的 也可以是

属于一块土地的 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

岸上的人所强迫 就象他们是在岸上一样 那么这一

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0≈ ∀ 宾刻舒克的大炮

射程说即源于此∀ 格老修斯的论述体现的思想是陆地

控制海洋 它是领海存在的依据 当国家管辖海域扩

展的时候 其意义依然存在∀

国际法院明确指出 / 陆地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

的向海延伸部分行使权力的法律渊源0≈ ∀ 大陆架的

法律概念是一个国家依据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

伸∀ 在地理!地质意义上除了上覆海水外 它和陆地没

有什么区别∀ 5杜鲁门公告6中提出国家对大陆架自然

资源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是 大陆架是沿海国家的陆地

的延伸以及利用和保全大陆架资源取决于来自海岸

方面的合作和保护∀ 国际法院也指出 沿海国对大陆

架的权利基于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 它的存在是根据

事实从开始就有的 是一种固有的权利≈ ∀ 因而 大陆

架在划界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自然延伸 大陆架的外

部界限也主要取决于自然延伸∀ 当处同一大陆架时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长度和形状取决于海岸线特征 它

体现了陆地的控制作用∀

对于专属经济区 它是一个距离的概念 即从领

海基线量算向海 如同将领海基线向海平

年第 期



移 ∀专属经济区外界的长度!形状决定于领

海基线 而领海基线无论是正常基线还是直线基线

都可以说是海岸轮廓的近似和概化∀ 专属经济区的外

部界限反映了领海基线的特征 同时也必然反映了海

岸线的特征∀因此 也可以说陆地控制海洋∀既然国家

管辖海域体现了陆地控制海洋 那么在海洋划界中

陆地特征是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国家取得管辖海域的另一个依据是历史性权利∀

虽然领海以外国家管辖海域是一项新的海洋法制度

但一国在一定海域的长期的传统的权利是应受到尊

重的∀ 历史性水域即是根据沿岸国的历史性权利和各

国对此项权利的默认而被确立为内海的海域∀ 5公约6

所确立的历史性海湾即属于历史性水域∀ 国际法院认

为 历史性权利或历史性水域的概念和大陆架的概念

是由国际习惯法中不同的法律规章制度支配的∀ 第一

种以获得和占领为根据 而第 种则以 / 根据事实本

身和自始就有0的权利的存在为根据≈ ∀

 公平原则的影响因素

沿海国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 加上历史!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的存在 在公平原则下应考虑

哪些具体的因素呢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为划界海域的地理!地质和自然资源特征 其二

为沿海国在划界海域的历史因素及划界海域对沿海

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从以往有关国际判例和国家实践

中 可以概括出几条被普遍考虑的因素∀

大陆架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是大陆架自然延伸

概念的体现∀ 大陆架的地质地貌特征是用以判断大陆

架自然延伸的依据∀ 如果有非同一大陆架的天然界

限 如海沟!海槽等 哪么它应是该大陆架区域的天然

分界线∀

海岸线长度 国际法院在 年马耳他2利比亚

大陆架划界案中指出 / 需要避免任何划界中 归属沿

海国大陆架区域与按海岸线一般走向测量的海岸线

长度之间过分不成比例0∀ 在突尼斯2利比亚大陆架划

界中 划界双方都认为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 / 属于沿

海国的大陆架区域范围和按海岸线一般走向测算的

海岸线长度之间的合理比例0∀ 利!突两国海岸长度之

比是 Β 考虑其他因素之后 国际法院认为按

Β 的比例是公平的≈ ∀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

指出 一个国家的大陆架区域与其海岸线的长度相称

的思想 与延伸的原则明显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在

北海大陆架案!缅因湾海洋划界案和几内亚与几内亚

比绍海洋划界案等海洋划界实践中 都考虑了给予沿

海国的海域面积与海岸线长度之间的合理比例∀

有关各国海岸的一般结构 以及任何特别的或显

著的海岸性质决定了海岸线的一般走向 是造成等距

离线划界方法产生不公平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岛屿的大小和位置 决定了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

效力∀

海域自然资源的分布 影响到海域资源的分配和

对跨界资源的处理∀

历史性权利 即一国在海域的传统权利应予以重

视∀ 如前所述历史性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 可以取

得据一般国际法规则不能获得的权利∀

对于已有的海洋边界协议  如果划界当事国之

间存在有效的双方都承认的海洋边界协议 则应遵循

协议边界∀

社会经济因素 即沿海国社会经济对海域资源的

依赖性 如它对海域资源的依赖 陆地资源的贫乏以

及人口的数量∀ 虽然国际法院认为/ 划定属于各当事

国的大陆架区域的界限时 经济方面的因素不能予以

考虑0≈ ∀ 但社会经济因素在分配海域资源的时候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 年调解委员会在冰岛和挪

威杨马延岛之间海域划界中着重考虑了冰岛完全依

赖油气进口 而环绕冰岛的大陆架油气远景很小 但

杨马延岛和冰岛 专属经济区之间被认为是

可以划到油气资源的唯一地区∀ 因此委员会通过了一

项共同开发协议 对所有具有油气开发前景的区域共

同开发≈ ∀

公平原则适用于海洋划界 其基本特点就是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 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 如果

被正确地适用 可以导致公平解决的结果∀ 正因如此

公平原则广泛运用于海洋划界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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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结合统一规划与治理

Α ΥΝΙΦΙΕ∆ ΠΛΑΝΝΙΝΓ ΤΟ ΗΑΡ ΝΕΣΣ ΤΗΕ Ρ Ις ΕΡ ΑΝ∆ ΣΕΑ

金保生  李 凡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治理黄河兴利除害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奋斗目标∀

在治黄历史上我国人民曾经创造了不少有效措施∀ 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治黄战略逐渐发展 日臻

完善∀ 以前的治黄中心仅着眼于防止泛滥未考虑治理

黄河对邻近海域环境资源的影响∀ 这种方针已不能适

应当前形势∀ 从全球变化的观点分析 陆地和海洋是

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体 大河是联系两者

之间的纽带∀ 大河流域的环境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毗邻海域乃至整个陆架区 反之海洋环境的变化也影

响陆地环境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 从可持续发

展战略出发 治理黄河一定要充分考虑其对于海洋环

境!资源的影响∀ 本文即是从这个观点出发 分析黄河

的水沙特征和治河的历史∀ 在以往/ 上下结合!综合治

理 大河之治!终于河口0的基础上 提出 / 河海结合

统一规划0的治河战略作为补充∀

 水少沙多 改道频繁

黄河长 纵横于 个省!市!自治区 流

域面积 人口约 ≅ 耕地面积

≅ 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为我国第二

大河∀

由于黄河流经我国西北黄土高原 流域内大部分

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 降雨量少 河水携带巨量流失

之黄土 使黄河成为世界著名的多沙性河流∀ 山东利

津站多年平均入海径流量为 ≅ 输沙量却达

≅ 年平均含量 为世界之最∀

黄河由于水少沙多 河床常摆动多变泛滥成灾

自周定王五年 公元前 年 河徒禹河故道由天津

入海以来 经过 年的南下夺淮入黄海 至

年铜瓦厢决口弃南行北夺大清河入渤海 其间约

决口改道达千次∀自 年至 的 间

改道达 余次 其中大改道 次 平均每 次

由于黄河的频繁决口!改道!泛滥 给人民带来极大灾

难 极大地限制了流域内的经济发展∀

 治理黄河 兴利除害

炎黄子孙为治理黄河兴利除害前赴后继 作出了

巨大贡献∀ 远在尧帝时已有/ 洪水横流 泛滥于天下0

之称 继而有/ 禹疏九河0/ 渝 音于 济!累 水 而注诸

海0 / 三过家门而不入0之壮举∀ 后来 从秦汉时期的

/ 河防0和水患治理 到元!明时期的治河技术发展 乃

至清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与河源勘查等等 卓越有成就

者不乏其人∀ 其中最突出的是汉代 公元 ∗ 公元

年 的王景治河 他采取/ 从荣阳至千乘海口筑堤千余

里0 / 十里立一水门0 / 筑堤理渠0等措施 结果自东

汉至唐 余年 河溢仅 次 故有/ 千年无患论0之

说∀ 尽管学术界对此尚有不同见解 但其间河道相对

稳定 以及王景采用的工程措施之科学性乃是众所公

认的∀ 民国时期 我国水利学家李仪祉在总结国内外

治河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 / 上中下游全面治理0的

治河方略 主张 / 上有所蓄!下有所泄!过量之水有所

分0 并提出要/ 筹划出路 务使平流顺轨 安全泄淀入

海0∀ 这一规划虽然没完全付诸实施 但是在治河理论

上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世纪末期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西方近代水

利技术相继引入∀ 一批批有志于协助解决黄河问题的

水利学家相继来华 如荷兰工程师单百克!魏舍 美国

工程师费礼门!雷巴德等∀ 特别是德国著名的河口模

型试验专家恩各思 更/ 以研究黄河为志 孜孜研讨不

倦0 第一个利用模型实验对黄河进行了大量研究 使

治理黄河进一步走上科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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