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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2011 年 7 月 18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请允许我随函转递北极学、国际法与气候保护国际会议主席的结论(见附

件)。此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和 18 日在柏林举行，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和芬兰两国外交部组织的。来自芬兰、德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些

权威学术机构支持了此次会议。 

 我国政府认为，北极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事关全球，因此，必须协调一致地进

行监测和研究，这对了解和可望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谨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5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彼得·蒂维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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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7 月 18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北极学、国际法与气候保护国际会议：北冰洋海洋科学的法律方面
*
 

 
 

  主席的结论 
 

2011 年 3 月 17 日和 18 日，柏林 

 
 

1. 北极对世界气候至关重要。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从全球以及北极自身看到。由

于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发展，北极冰在质量、覆盖面和厚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

变化，其中包括碳污染和海洋酸化。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非源于北极，而主要

源于北极以外地区，因此，非北极行为体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目标群体。但

是，如果以及一旦北极的经济活动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2. 国际海洋法载明的海洋科学研究自由是一项核心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了在北冰洋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律制度以及这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共

同利益之间的法律平衡。国际科学合作可视为一个共同的北极问题。 

3. 北冰洋沿岸国和国际社会利益之间平衡需要在《公约》框架下实行。关于北

极地区科学合作特别制度的讨论尚待产生结论性结果。与此同时，《公约》制度

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4. 国际合作对北极的治理很重要。交换数据可扩大北极海洋科学研究的有益

方面。 

5. 对新的可出入北极地区的开发要以可持续方式进行。经济前景与环境需求之

间必须取得平衡。 

6. 北冰洋的广大地区仍将是公海区域，在这些地区适用海洋科学研究自由。 

7. 所有相关的行为体根据国际海洋法，特别是《公约》行事。各国国内法规和

条例补充国际规则。应简化各国国内程序，确认最佳做法，以便支持海洋科学研

究。统一现有的准许程序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一站式”程序将是有用的。 

8. 建议制定准则，帮助沿海国更加统一地应用《公约》规则。此类准则应给予

下列活动特权：合作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包括对来自沿海国和来自与北极不接

壤的国家的科学家不加区分地开展合作；提高对环境事务的了解的海洋科学研

究。在这方面，可借鉴《南极条约》的条款和做法。 

 
 

 
*
 本次会议由德国联邦外交部与芬兰外交部合作组织。会议得到下列单位的支持：德国不来梅

港阿尔弗雷德·维格纳极地和海洋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北极和南极研究所；芬兰罗

瓦涅米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北极国际研究中心；德国海德堡马克

斯·普朗克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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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北极开展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多重利益攸关方的合法利益：土著人民、国家、

国际组织、研究人员，还有经济行为体。 

10. 气候变化影响整个土著文化系统的基础。因此，国际社会应该改进与土著人

民的合作，以便更加充分地反映他们与北极独特的情感。 

11. 《公约》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二四六条给予沿海国在解

释和确定一个研究项目是否面向资源方面相当的余地。除此之外，对大陆架研究

和上面的公海的研究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外大陆架的科学研究制度

与大陆架科学研究制度不同。 

12. 《公约》从法律角度使用科学用语。从法律角度使用的这些用语可能与通常

接受的科学术语不同。“大自然不接受法律边界和区别。”这就突出显示，自然科

学家和律师需要在柏林北极会议等论坛上进行跨学科合作。 

13. 在北冰洋的国际科学合作已成为现实。合作还延伸到扩展大陆架的主张方

面。这一合作有利于共享后勤和资源。联合评估数据有助于所有行为体更好地了

解北冰洋。 

14. 应捍卫和维持海洋科学研究的自由。在适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具体程度上

有不同观点。共同利益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国际法体系。国际科学合作可视为一个

共同的北极问题。 

15. 需要解决《公约》与其他国际协定之间的互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以了解不同制度间法律上的相互关系。 

16. 关于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的确切范围，仍将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为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仍需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有关工作。对沿海国在该委员会就大

陆架的外部界限提出建议之前行使管辖权问题，存在不同观点。但是，这一问题

不应影响未来的海洋科学研究。 

17. 在“区域”内，国际海底管理局是传播海洋科学研究成果的载体。管理局是

一个交流科学成果的论坛，因此，展示了《公约》对国际合作的总体推动作用。 

18. 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可以制订不具约束力的规则，以补充具有约束力的公认

《公约》规则。两者合在一起对沿海国和科学家均有益。 

19. 申请在北极开展研究的程序存在困难，这妨碍与研究有关的技术的发展。业

界正在与土著人民合作，并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他们在北极的独特地位。 

20. 了解北极的气候系统需要充分一体化的大气和太阳辐射、海冰和海洋科学，

包括观测和模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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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改进海洋科学研究条件的根本问题是准入。准入取决于相互信任。北冰洋应

仍然是开展良好国际科学协作和合作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