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的领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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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国让会科宇汽法学研夭 听

狈 海
,

是
一

占一四似也及共 内水 以外
,

处于

家主权之下的一 定宽度的海域
。

关于领海

的制度
,

形成于十八 世纪 后半叶
。

这项制度

的基本内容 是 须海 钩成 国家 领 上 的 一 部

分 沿 海国对其 享有主权和专 属骨辖权 同

时
,

在顶海 内承 认外卜」月待舶有 无害通过权
。

在补毛民的时问里
,

有关领海的国际法规

坟见 在个别的国际 习惯 和条约中
。

为了使

这些规则法典化
,

年在海牙召开的 国 际

法编县会议
,

曾经将领 海问题列入议程
。

但

是
,

由于与会 各国在领 海宽度上的意见分歧

而没有获得成功
。

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制订通过 了《领海及毗连 区公约 》
,

对领海 制度 作 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

然而
,

也

是由于与会国的意见分歧
,

这次会 议仍然未

能就领海宽度 问题达成 协议
,

以致《领海及

毗连区公约 》中 术能包 含关于领海宽度的规

定
。

从 丁 年开 始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
,

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丙次讨论 了领海

问题
。

会 议通过的《联 合国海 洋 法 公 约 》

以 石订称《公约 》 从领海的法律地位
、

领

海的界限和须海自勺少匕害通过 等三个方面
,

对

包括领海宽度 在内的领海制度 件了迄 今为止

最完整的规定
。

在这些规定中
,

相当一部分

是 年《领海 及毗连 区公约 》的重申
,

有

些条款则是 以往的国际条约中所没有过的
。

一
、

领海的法律地位

领海的法律地 位
,

是领海制度 中的根本

问题
。

《公约 》第 二 条明确规定
,

沿海国的主

权及于其陆地领 及其内水 以 外邻接的一带

海域
,

称为顶海
。

此项主权 及于领海的上空

及其海床和底土
。

《公约 》的这条规定
,

确

定
一

了领海是处
几

沿海国主权之下 的海域
,

领

海及其上空 和海床 底土属于沿海国领土 的一

部分
。

在国际法理论 中
,

有些学者 曾认为
,

领海不 具有领土 的性质
,

沿海国刘
一

其领海并

不享有主权
,

而仪仅是为了安全和经济的利

益享有某些控制或管辖的权力
。

这种观点
,

既 为多数学者所反对
,

也为普遍 的国际实践

所否定
。

各国关于领海的法律无例外地都规

定
,

国家对领海行使主权
。

国家对领海的主

权
,

在国际条约中也 得 到 了 确认
。

最早确

认领海主权的国际条约是 年的《巴黎航

空管理公约 》
。

年的《领海及毗连区公

约 》
,

再次以条约 为形式肯定了领海主权这

一概念
。

《公约 》关于沿海国的主权及于 领海的

规定
,

重中了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

则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
。

这项

规定
,

意味着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一切人和

事物享有排他的恃辖权
。

具体地说
,

沿海国

在其领海内主要享有以下权力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专属管辖权
。

领海内的一 切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均属沿

海国所有
,

非经沿海国同意
,

任何其他国家或

其法人或 自然 人
,

均不得进入领海进行捕捞

或其他勘探开发活动
。

沿海因可 以通过 协议

或发放许可证的办法
,

准许其他 国家或其法

人或 自然人从事上述活动
,

而后者必须遵守

有关 协议的规定和沿海国的法律和规章

航行管轶权
。

沿海国有权制 订有

关的法律和规章
,

对领海内的航 行 实 行 管

— —



理
。

通过 领海的外国船舶必须遵守这些法律

和规章
,

并且不得有损害沿海国的和平
、

良好秩序或安全的行为
。

沿海国为航行安全

考虑
,

可以 在领海内指定航行的海道和规定

分道通航制
,

也有权划定禁止船舶通行的禁

航 区
。

在沿海国港 口之间进行航运和贸易的

权利
,

即所谓沿岸航运权
,

专属于沿海国

海洋利学研究的专属权
,

只有沿

海国有权在其领海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

未

经沿海国的明示 同意并遵守其规定的条件
,

其他国家或其法 人或 自然人
,

不得在该国领

海 内进行这种活动

海洋环境的保护的管辖权
。

沿海

国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以防止
、

减少和控

制各种来源的对领海海洋环境的污染
,

并为

此制定法律和规章
。

外国船舶在通过领海时

如果发生违反这些法律和规章的行为
,

沿海

国可对其进行实际检查
、

扣 留船只 以至提起

司法程序

司法管辖权
。

从原则上 说
,

沿海

国对其领海内发生的一切 刑
、

民 事 案 件
,

均有司法管辖权
,

只有外国军舰
、

用于非商

业 目的的外国政府船舶 以及享有司法豁免权

的人例外
。

但是
,

为了国际航 运 的 利 益
,

《公约 》同《领海及毗连 区公约 》一样
,

对

沿海国的司法管辖权作了一定的限制
。

在刑

事管辖权方面
,

《公约 》规定
,

沿海国只有

在下列情形下
,

才可在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

上行使刑事管辖权 ①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

国 ②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 良好

秩序的性质 ③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

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 以协助 或 ④为取

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 物 质 所 必

要
。

在民事管辖权方面
,

《公约 》规定
,

沿海

国不应为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某人行使

民事管辖权的 目的而停止其航行或改变其航

向
,

也不得为任何民事诉讼的 目的而对船舶

从事执行或加以逮捕
,

如果该船舶在此次航

行 中或为该航行的 目的而负有义务或责任
,

则不受此限
。

二
、

领海的界限

领海的界限间题
,

也就是领 海的范围间

题
,

由三个要素构成 领海的宽度
、

领海的

内部界限和领海的外部界限
。

《公约 》对这

三个要素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

在三个要素中
,

领海的宽度最重要
,

它

直接影响到领海范围的大小
。

因此
,

世界各

国都对领海的宽度 间题十分重视
。

在以往的

国际实践中
,

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利益和 自

然特点 自行确定领海的宽度 的
。

由于各国的

情况不同
,

它们所选定的领海宽度也不尽相

同
,

目前 世 界上 有
、 、 、 、 、 、

、 、 、 、

一
、 、

海里 等
一

几种领海宽度
。

各国在领海宽度主张上的不

一致
,

常常成为引起国际争端的原 因之一
。

为

了消除这一因素
,

本世纪二十年代 以来曾经

有过三次国际会 议 年海牙国际法编纂

会议
、

年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和 年第

二次海洋法会议
,

试图就领海的宽度制订

一项统一的国 际 法 规 则
。

但是
,

主要 由于

一些海洋大国坚持所谓的
“

海里规则
” ,

反对其他国家建立较宽的领海的合理要求而

没有成功
。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
,

由于广

大发展 中国家的努力
,

终于在领海宽度 问题

上达成了协议
。

《公约 》第三条规定
“

侮

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
,

直至从按照

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海里的界限

为止
” 。

这一条规定表明
,

确定领海宽度的

权利属于各个国家
,

各国可 以根据本 国的利

益和 自然特点 自行确定其领海宽度
。

但是
,

它们不能随心所欲
,

无 限扩大领海的宽度
,

而只能限制在从领 海基线量起 海里的范国

之内
。

领海的内部界限
,

即领海向陆一面的界

限
,

也就是领海宽度 由此起算的领 海共线
。

领海基线 向陆一面的水域构成国家内水的



部分
。

领海基线 向海一面的水 域 为 领 海
。

《公约 》确 认了国际上通常采用 的 三 种 基

线 正常基线
、

直线基线 和混合基线
,

并规

定了采用这三种基线作为领海基线的规则
。

正常基线
,

是
“

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 比

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
” 。

这种基 线

通常适 用于海岸线 比较平直的地方
。

采 用低

潮线作为领海基线 国家
,

应将该低潮线标

明在官方的大比例尺 的海图上
。

直线基线
,

是在大陆岸上和沿海 岛屿上

选定适当点作为基点
,

连接相邻基点的一系

列直线所构成的领 海基线
。

直线基线适用于

海岸线极 为曲折
,

或者紧接海岸有一系列 岛

屿的地方
。

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明显地偏离

海岸的一般方 向
,

也不 得使另一国的领海同

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

沿海国适应不 同情况
,

交替使用正常基

线和直线基线划定的领海基线
,

称为混合基

线
。

实际上
,

混 合基线是 由正常基线和直线

基线组成的
口

因此
,

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是

《公约 》所确认的两种基本的领海基线
。

《公约 》对领海外部界限的划定也作了

规定
,

指出
“

领海的外部界限是一条其每

一点同基线最近点的距离等于领 海 宽 度 的

线
” 。

在实践中
,

用来划定领海外部界限的

方法
,

因采用的领海基线不同而不 同
。

在采

用正常基线的情况下
,

使用交圆法划定领海

外部界限
,

即 以基线上的点为圆心
,

以领海

宽度为半径
,

向外划出一系列相交的半圆
,

连按各半圆顶点的线
,

即为领海 的 外 部 界

限
。

在采用直线基线的情况下
,

使用共同切

线划定领海外部界限
,

即 以各个基点为圆心
,

以领海宽度为半径
,

向外划 出一系列半圆
,

在邻近两个半圆之间划一共同切线
,

这些共

同切线的连接线构成领海的 外 部 界 限
。

此

外
,

无论采用正常基线还是直线基线作为领

海基线
,

均可以使用平行线法划 定领海外部

界限
,

即由基线各点按 领海宽度的距离向与

海岸大体走向垂直的方 向平行外推而形成的

一条与领海基线平行的线
,

即为领海的外部

界限
。

用来划 定领海外部界限的方法虽然不

同
,

但是
,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所划定的领海

外部界限
,

都是与领海基线距离等于领海宽

度的平行线
。

三
、

领海的无害通过
允许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

,

是国际法

上早 已形成的制度
。

《公约 》继 年《领

海及毗连 区公约 》之后
,

又一次确认了这一

制度
,

规 定
“

所有国家
,

不论为沿海国或内

陆国
,

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
” ,

沿海国不 应妨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
,

也

不得仅 以外国船舶通过领海为理 由而 向它征

收任何费用
。

所谓无害通过
,

按照 《公约 》

的规定
,

是指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的和

平
、

良好秩序或安全的条件下
,

为了穿过领

海但不进入 内水或停靠内水以外的泊船处或

港 口设施
,

或者为 驶往或驶出内水或停靠

这种泊船处或港 口设施而通过领海的航行

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
,

除通常航行所

附带发生的
、

或由于不可抗力
、

或遇难而必

要外
,

不得停船和下锚
。

《公约 》列举了外国

船舶在通过领海时被禁止从事的活动
,

这些

活动包括 对沿海国的主权
、

领土完整或政

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

进行军事

演习
,

搜集有损沿海国防务和安全的情报
,

进行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
,

在船上

起落飞机
,

发射或降落军事装置
,

违反沿海

国的法律规章上下商品
、

货币或人员
,

故意

污染海洋
,

捕鱼
,

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

干

扰沿海国通讯系统或其他设施或设备
,

以及

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
。

外国

船舶在通过领海时进行其中任何一种活动
,

其通过应视为损害沿海国的和平
、

良好秩序

或安全
,

即非无害通过
。

沿海国有权在其领海内采取必要的步骤

以防止非无害的通过
,

可 以制定关于无害通

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
,

行使无害通过权的 列
一

卜转第了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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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奋 各种草鱼九种必需氨基酸含量表

普通皖 肠

干样 年 月 日测

美肉院 肠

干样 年 月 日测

美肉皖 肠

干样 年 月 。厂】汉

色 氨 酸

赖 氨 酸

粗 氨 酸

精 氨 酸

苏 氨 酸

绷 氨 酸

甲硫氨酸

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

了

连

了 了

吕

了

’

合 计

注 年 月 旧 测
,

以 黄豆
、

生鼓为主要饲料的美肉鱿九种必需氨基酸含量比普通统高 肠 年

。月 。日测
,

以蚕豆为主要饲料的美肉鱿九种必需氨 基酸含量比普通鱿高 肠

上接第 页

国船舶应遵守所有这些法律和规章
。

在为保

护国家安全而有必要时
,

沿海国可 以在其领

海内划定特别 区域
,

哲时停止外国船舶在该

区域内的无害通过
。

为了航行安全起见
,

沿

海国还可要求外国船舶使用其指定或规定的

海道和分道通航制
。

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
,

在通过领海时必须在海面上航行并展示其旗

帜
。

《公约 》在规定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

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时
,

没有对军舰和商船

加 以区别
,

一般解释为军舰同商船一样
,

也

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
。

然而
,

在军舰是否

享有无害通过权的间题上
,

历来 是 有 争 论

的
。

各国的国内立法规定也不一样 有的国家

准许外国军舰无害通过其领海
,

不少国家则

要求外国军舰在通过其领海前
,

事先通知该

国或取得 该 国 的 同意
。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讨论有关条款时
,

许多中小国家和发展 中

国家强烈 主张对军舰通过领海实行事先通知

或事先批准的制度
。

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对
,

这

种合理主张没有为会议接受
。

在通过和签署

《公约 》时
,

许多国家发表声明
,

重申它们

享有采取措施以保卫其安全利益的权利
,

有

的国家声明坚持其国内立法规定
,

强调外国

军舰通过其领海须事先通知或经沿海国事先

同意
。

《公约 》有关领海制度 的规定
,

虽然在

个别 间题上存在着缺陷
,

但从整体来看是比

较好的
,

特别是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领海

宽度问题
,

无疑将有助于更好地调整各国之

间的海上关系
,

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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