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8-12407 (C) 300718 020818 

  

国际法委员会 

第七十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纽约 

和 7 月 2 日至 8 月 10 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帕特里夏·加尔旺·特莱斯女士 

  第九章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目录 

  页次 

  A. 导言 ...............................................................................................................................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一次报告............................................................................   

   2. 辩论摘要 ...............................................................................................................   

    (a) 一般性评论 .................................................................................................   

    (b) 关于原则草案 19 的评论 ...........................................................................   

    (c) 关于原则草案 20 的评论 ...........................................................................   

    (d) 关于原则草案 21 的评论 ...........................................................................   

    (e) 今后的工作 .................................................................................................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   

  

 联 合 国 A/CN.4/L.922 
 

 

大  会 Distr.: Limited 

24 Jul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CN.4/L.922 

2 GE.18-12407 

  第九章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A.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 年)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

护”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玛丽·雅各布松女士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1 

2.  从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 年)至第六十八届会议(2016 年)，委员会收到并审议

了三份报告。2 在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 年)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

报告。3 在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

告，4 并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导言部分规定草案和原则草案，起草委员

会后来在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出于技术原因对这些草案作了重新编号和修订。5 因

此，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暂时通过了原则草案 1、2、5、9、10、11、12 和 13 以

及评注。6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还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7 并注

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 4、6 至 8 和 14 至 18，8 未暂时通过任何评

注。 

3.  在第六十九届会议(2017 年)上，由于雅各布松女士已不再担任委员会委员，

委员会设立了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组。9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担任

工作组主席，尽管特别报告员雅各布松女士已不再担任委员会委员，但工作组收

到了她编写的关于起草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 4、6 至 8 和

14 至 18 的评注草案，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注意到这些评注草案。工作组建议

委员会为本专题任命一名新的特别报告员，以协助顺利完成关于本专题的工作。10 

在工作组主席作出口头报告后，委员会决定任命玛丽亚·莱赫托女士为特别报告

员。11 

  

 1 委员会 2013 年 5 月 28 日第 3171 次会议做出了这一决定(见《2013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78 页，第 167 段)。本专题的大纲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附件五。 

 2 A/CN.4/674 和 Corr.1(初步报告)、A/CN.4/685(第二次报告)以及 A/CN.4/700(第三次报告)号文

件。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9/10)，第十一章。 

 4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九章。 

 5 A/CN.4/L.870 和 A/CN.4/L.870/Rev.1 号文件。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1/10)，第 188 段。 

 7 同上，第十章。 

 8 A/CN.4/L.876 号文件。 

 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2/10)，第 255 段。 

 10 同上，第 260 段。 

 11 同上，第 262 段。 

http://undocs.org/ch/A/CN.4/674
http://undocs.org/ch/A/CN.4/674/Corr.1
http://undocs.org/ch/A/CN.4/685
http://undocs.org/ch/A/CN.4/700
http://undocs.org/ch/A/69/10
http://undocs.org/ch/A/70/10
http://undocs.org/ch/A/CN.4/L.870
http://undocs.org/ch/A/CN.4/L.870/Rev.1
http://undocs.org/ch/A/71/10
http://undocs.org/ch/A/CN.4/L.876
http://undocs.org/ch/A/72/10


A/CN.4/L.922 

GE.18-12407 3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4.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在第 3390 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担任主席，协助特别报告员编写原则草案 4、6 至 8 和 14 至 18

的评注草案。工作组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和 4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5.  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第 3426 次会议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经第六十八届会

议上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 4、6 至 8 和 14 至 18(见下文 C.1 节)。 

6.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玛丽亚·莱赫托的第一次报告

(A/CN.4/720)。委员会在 7 月 11 日至 17 日第 3427 至 3431 次会议上继续审议第

一次报告。 

7.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份报告中阐述了占领局势下的环境保护。报告概述了根

据占领法保护环境，并讨论了占领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之间的互补性。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将列入一个单独部分(第四部分)的关于在占领局势下的环境保

护的三项原则草案。她还就这一专题今后的工作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 

8.  在 2018 年 7 月 17 日第 3431 次会议上，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所

载原则草案 19 至 21 提交起草委员会。12 

9.  在 2018 年 7 月……日第……次会议上，起草委员会主席提交了13 起草委员

会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报告，其中载有起草委员会在第七十届

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 19、20 和 21(A/CN.4/L.911)。14 该报告可在委员会

  

 12 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提出的原则草案如下： 

  “第四部分 

原则草案 19 

  1.  占领国在管理被占领土过程中，包括在管理领土国有权行使主权权利的任何毗邻海域的过

程中，应考虑到环境因素。 

  2.  占领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应尊重被占领土的环境保护立法。 

  原则草案 20 

  占领国在管理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时应确保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

的损害。 

  原则草案 21 

  占领国应利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确保被占领土内的活动不对另一国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的地区造成重大损害。” 

 13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见委员会网站(http://legal.un.org/ilc)。 

 14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案文如下： 

  “第四部分 

在占领局势下适用的原则 

  原则草案 19 

  占领国的一般义务 

  1.  占领国应按照适用的国际法尊重和保护被占领土的环境，并应在管理此种领土时将环境因

素纳入考虑。 

  2.  占领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对被占领土的环境造成可能有损被占领土居民健康和福利的

重大损害。 

 

http://undocs.org/ch/A/CN.4/720
http://undocs.org/ch/A/CN.4/L.911
http://legal.un.org/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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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查阅。委员会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提交的原则草案。预期委员会将在下届会

议上就原则草案及其评注采取行动。 

10.  在 2018 年……月……日举行的第……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本届会议暂

时通过的原则草案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一次报告 

11.  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该专题的背景，指出委员会已根据其前任提交的三份报

告对该专题进行过积极审议。她还强调了各国对这一专题的持续兴趣，以及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商的重要性。她的第一份报告以以前的报

告为基础，没有提出新的方法，力求确保与迄今完成的工作保持一致。报告就委

员会确定供进一步审议的一个问题提出了三项新的原则草案，即占领局势下的环

境保护。特别报告员重申了这一专题的时间范围，涵盖整个冲突周期，并为审查

武装冲突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留出了空间。 

12.  占领法是一个独特的法律制度，其主要依据是 1907 年《海牙章程》和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虽然这些文书只

提供了对环境的间接保护，但“公民生活”和“用益权”等相关概念易于演进式

解释。此外，必须结合占领的情形，特别是其稳定性和持续时间来解释占领法。

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一般而言，管理被占领土应该是为了被占领人民的利益，而

不是占领国的利益。 

13.  报告讨论了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和作为特别法的占领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判例证实，人权法与占领法同时适用，而义务的确切内容取决于占领的性质

和持续时间。报告侧重阐述健康权，作为人权法如何可在占领情况下促进环境保

护的一个例子。习惯环境法和协议环境法在占领局势中也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跨

界问题或全球问题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这种环境义务保护集体利益，应由比

武装冲突或占领所涉国家范围更广的一些国家承担。 

14.  报告载有关于三项新的原则草案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建议将这些问题列入

新的第四部分，因为它们可能与武装冲突以及冲突后阶段有关，这取决于占领的

性质。 

  

  3.  占领国应尊重被占领土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并仅可在武装冲突法规定的限制内予

以改动。 

  原则草案 20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占领国为了被占领土居民的利益和出于武装冲突法规定的其他合法目的而获准管理和利用

被占领土内自然资源的情形下，其管理和利用方式应确保这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最

大限度减少环境损害。 

  原则草案 21 

  应尽职责 

  占领国应履行应尽职责，确保被占领土内的活动不对被占领土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重大损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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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则草案 19 将占领国保护环境的义务列入维护被占领人民福祉的一般义

务。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报告时建议重新拟订第 1 段的案文，该段案文得到了国际

人权法和国际法院和法庭判例的支持。相关义务涵盖陆地领土以及毗邻海域和上

方空域。第 2 段重申，占领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应尊重被占领土的环境保护立

法。 

16.  原则 20 草案以 1907 年《海牙章程》第五十五条中的用益权原则为基础，

同时也借鉴了可持续利用原则作为相对应的现代概念。该原则规定，占领国在开

发不可再生资源时应谨慎行事，并以确保长期使用和再生能力的方式开发可再生

资源。这项原则的实际应用将取决于占领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原则草案 20 的措

辞以国际法协会通过的《柏林水资源规则》第 54 条第 1 款为基础。15 

17.  原则 21 草案纳入了不对另一国的环境造成损害的原则。不损害原则是国际

环境法的一项核心原则，适用于占领局势，这一点已在国际判例和委员会以前的

工作中得到确认。措辞源自国际法院对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书。16“其所拥

有的”一语特别为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处理留出了空间。 

18.  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解释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各项原则适用于占领局

势，建议在第三部分所载的原则草案 15 至 18 的评注中澄清，这些原则也与占领

局势有关。 

19.  关于今后的工作，特别报告员表示打算在下一次报告中讨论某些与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有关的问题、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损害所涉责任和赔偿

责任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合并一整套原则草案有关的问题。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评论 

20.  委员们支持沿用前任特别报告员采用的方法，特别是采用分时段办法处理

这一专题。同时，有人重申，严格的时间划分可能不总是可行的。若干委员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委员会不应寻求改变与占领有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而应

填补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空白。 

21.  一些委员支持增加一个单独的第四部分，专门阐述占领问题。另一些委员

坚持认为占领完全属于武装冲突阶段(第二部分)，还有一些委员坚持认为占领与

武装冲突后阶段(第三部分)有关。几位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将委员会

已经暂时通过的某些原则草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占领局势的建议，并指出应在评

注中予以说明。一些委员建议，在一项单独的原则草案中说明，第一、第二和第

三部分的原则草案比照适用于占领局势。 

22.  一些委员认为，该报告几乎没有提出支持其结论的国家惯例，而另一些委

员则要求纳入更多不同区域的国家惯例。一些委员要求在评注或原则草案案文中

对占领概念作出定义。另一些委员认为没有必要提供定义，同时他们承认占领局

  

 15 《柏林水资源公平使用及可持续开发规则》(国际法协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柏林，2004

年 8 月 16 日至 21 日，伦敦，2004 年，第 334 页起，见第 397 页。) 

 16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书，《201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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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性质和持续时间上可能各不相同。一些委员还建议考虑占领合法还是非法，

不将占领法适用于非法使用武力造成的局势。 

23.  一些委员建议在原则草案或评注中阐述占领法对国际组织的适用性问题。

一些委员建议国际组织可以行使类似占领方的职能，但其他委员对这一建议提出

质疑。一些委员指出，国际组织对某一领土的国际管理在性质上与交战占领大不

相同。 

24.  几位委员建议用相关条约中使用的更笼统的术语“占领方”取代“占领

国”。 

25.  几位委员指出，虽然武装冲突法早于国际环境法，但对前者进行解释必须

纳入后者的内容。其他委员不赞成对武装冲突法进行演变式解释。 

26.  委员们指出，占领法是武装冲突法的一个子集，它只向环境提供“间接”

保护。委员们普遍同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继续适用于占领局势，同时应

考虑到武装冲突法的特殊性。一些委员认为，如果根据占领局势有必要的话，国

际人道主义法作为特别法可以使这些法律无效。其他委员认为，在占领局势下，

军事必要性并非凌驾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义务之上，而是必须与国际人权

法和国际环境法义务相平衡。 

27.  几位委员强调，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适用取决于占领的类型、性质

和持续时间。在这方面，一些委员建议区分不同形式的占领，例如“交战”或

“军事”占领和“和平”或“长期”占领，或“殖民”占领。其他委员指出，报

告的重点是交战占领，因此在此背景下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区分。 

28.  一些委员对特别报告员在占领局势下保护财产权与保护环境之间建立关联

表示质疑。有人指出，对公共或私人财产的损害不一定可与对环境的损害相提并

论。另一些委员认为，保护环境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核心任务，“用益权”概

念可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加以解释，以涵盖环境考虑。 

29.  若干委员还指出，虽然报告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国际人权法，但特别报告员

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项原则草案。几位委员建议增加一项新的原则草案或一个

新的段落，阐述国际人权法的相关性，但另一些委员对该建议表示怀疑，认为它

超出了本专题的范围。 

30.  几位委员虽然同意健康权与环境保护相关，但鼓励特别报告员扩大分析范

围，将生命权、水权和食物权等其他人权纳入其中。有人建议把重点放在特别脆

弱的人群上。 

 (b) 关于原则草案 19 的评论 

31.  委员们普遍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报告时对原则草案 19 第 1 段所作的

口头订正，但一些委员要求对拟议措辞作进一步澄清。具体而言，几位委员要求

澄清某些术语；包括“一般义务”、“环境因素”和“管理”，或重新考虑使用

“领土国”和“主权权利”这两个词。 

32.  一些委员质疑提及被占领土的海域和空域。其他委员认为，该权力仅限于

占领国建立权力和行使有效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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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第 2 段，委员们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立场，即占领国有尊重被占领土环

境保护立法的一般义务。若干委员认为，占领方在修改环境法律方面享有的自由

度比第 2 段的措辞所允许的更大，特别是在加强对人口的保护方面。有一种意见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 

34.  有人建议，除了国内法律之外，占领国还应尊重被占领土负有的环境保护

方面的国际义务。还有人认为，占领国还受自身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的约

束。 

35.  有人就原则草案 19 提出了一些起草建议，包括在原则草案中增加一段，以

反映国际人权法的作用。 

 (c) 关于原则草案 20 的评论 

36.  关于原则草案 20，一些委员支持“可持续利用”一词，但有一种意见认

为，该词应加以澄清。其他委员认为，可持续利用原则是一项政策目标，而不是

一项法律义务，并对将该原则适用于占领局势提出质疑。一些委员还质疑与用益

权概念的关联，并询问这一概念如何适用于不同类别的财产，包括私有财产、公

共物品和自然资源。其他委员强调，占领国应考虑自然资源管理和开发的可持续

性。 

37.  在这方面，若干委员强调了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和人民自决原则对

于原则草案的重要性，而其他成员质疑这些原则的相关性。 

38.  成员们强调，占领方的行动应当是为了被占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有人建议扩大这项原则，使其更广泛地适用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 

39.  一些成员还质疑“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损害一词，而有一种意见认为“防

止”一词更合适。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占领局势下，重点是根据第三部分所载各

项原则草案消除和修复环境损害，而不是管理自然资源。 

40.  对原则草案 20 提出了一些起草建议。 

 (d) 关于原则草案 21 的评论 

41.  委员们普遍表示支持在原则草案 21 中纳入不损害或应尽职责原则，但有一

种意见认为该原则不应被纳入本项目。有人建议在其中列入合作防止、减少和控

制跨界环境污染的义务。 

42.  会上提出了一些起草建议或澄清说明，包括关于“其所拥有的一切手

段”、“重大损害”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等短语的建议或说明。还有

人建议，不损害原则的范围应延伸至占领以外的武装冲突局势。 

 (e) 今后的工作 

43.  有人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专题今后工作的建议。有人建议特别报

告员在下一次报告中讨论原则草案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强制

执法措施、环境损害赔偿以及责任和赔偿责任问题。还鼓励特别报告员澄清非国

家行为体的作用和义务。有人建议详细说明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与本

专题的相关性，但也有人反对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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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还有人表示支持在 2019 年完成关于该专题的一读，但有人指出这一目标要

求过高。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45.  关于占领法对国际组织的适用性，特别报告员指出，此类法律可能与领土

管理有关，特别是与联合国特派团有关，条件是它们需要对一块领土行使的职能

和权力类似于武装冲突法下占领国的职能和权力。特别报告员指出，即使考虑到

占领法可以补充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中规定的任务，也很少有为此目的诉诸占领

法的实际做法。这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还不够成熟，不应在原

则草案中予以阐述。特别报告员建议将原则草案中的“占领国”改为“占领

方”。这可以为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保留可能性。 

46.  特别报告员强调，现在已经不太重视交战占领和和平占领之间的区别，原

则草案 7 和 8 已经基本涵盖了基于协定的武装部队的驻扎。她重申，报告和原则

草案的重点是交战占领或军事占领。此外，特别报告员认为，不需要区分不同形

式的占领，因为武装冲突法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占领。同时，特别报告员指出，

占领国根据占领法承担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因此在执行时承

认一定的灵活性。 

47.  关于不同领域的国际法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报告员指出，占领法作为特

别法的要求，以及具体的实际局势，影响着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等其他领域

的国际法可在多大程度上补充武装冲突法。正如国际法院的判例所表明的那样，

这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原则、人权和环境考虑因素可以被忽视。因此，问题不是

某些和平时期规则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或占领局势，而是这些规则如何适用。 

48.  关于占领合法还是非法这一一般性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无论冲突的原

因如何，只要符合武装冲突的标准，武装冲突法就适用。她强调，从国际人道主

义法的角度来看，占领法同样适用于所有占领，无论这些占领是否是在诉诸战争

权范围内合法使用武力的结果。 

49.  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第一次报告以健康权为重点，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

来看，其他人权也是相关的。她认为，评注中论述这些权利可能会有所帮助。特

别报告员建议在评注中澄清第一次报告中的拟议原则草案与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原

则草案之间的关系。 

50.  特别报告员指出，她在导言中提出的重新表述得到了普遍支持。她补充

说，“一般义务”一词是参照《海牙章程》第四十三条使用的，该条规定了占领

国恢复和维持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的义务。解释这种义务时必须参考当前情况，

包括环境问题作为所有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性，并考虑到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她

还指出，如原则草案 11 的评注所示，“环境因素”一词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

断演变。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关于原则草案 19 第 1 段关于领土范围的部分可以

在评注中阐述。关于原则草案 19 第 2 段，特别报告员承认，除了提及被占领国

的立法之外，提及被占领国的国际义务也是有益的。最后，特别报告员表示同意

几位委员的建议，即列入一项与占领国的人权义务有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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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关于原则草案 20，特别报告员指出，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占领国管理和利用

被占领土资源的权利的限制。在这方面，她表示，关于在原则草案或评注中添加

类似国际法学会《关于使用武力的布鲁日宣言》17 的措辞的建议可能有所帮

助。她补充说，应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关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环境的损害”的提法，特别报告员强调，如原则草案 2 所示，原则草案的宗旨是

“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加强“与武装冲

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此外，特别报告员回顾说，原则 20 草案以《海牙章程》

第五十五条为基础，该条作为习惯国际法具有约束力，应被解释为包含环境方

面。此外，可持续性概念，特别是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背景下，已经得到明确

确立，大会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8 即体现了

这一点。 

52.  特别报告员指出，原则草案 21 获得了广泛同意。除了目前的措词之外，两

种备选案文得到了支持，一种来自国际法院关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的咨询意见，19 另一种来自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条款。20 

53.  关于这一专题的今后工作，特别报告员澄清说，她打算在这一专题的背景

下阐述非国际武装冲突以及责任和赔偿责任问题，而不是全面地说明这两个领

域。她指出，鉴于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淡化国际与非国际武装冲突之间

区别，明确将原则草案限制在一种类型的武装冲突是不可取的。这也符合委员会

迄今为止在这一专题上采取的办法。 

 

     

 

  

 17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0 卷，第二部分，布鲁日会议(2003 年)，第 285 页起；可查阅

www.idi-iil.org，宣言。 

 18 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 

 19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第 226 页。 

 20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和更正，第 146 页起。 

http://www.idi-iil.org/
http://undocs.org/ch/A/RES/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