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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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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赵亚娟

摘
!

要!业已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全球首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公

约$公约界定了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保护)的内容"确立了

若干保护原则"创设了多种保护模式"并规定了若干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

行$为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享受公约规定的各项

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关键词!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批准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沉船打捞热不断升温"宝贵的水下文化遗产'

R+MB&W#)B&GR")R&#"?B&

X

()#

;

B

("如沉船#沉物#陷落水下的人类居住遗址等"被捞宝者大肆打捞#出售获利$为保护这

些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D

年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TB+)(*+*+)?B

<&*)BG)(*+*O)?B8+MB&W#)B&!R")R&#"NB&()#

;

B

"下称&*公约+)("其附件*关于开发水下文化

遗产活动的规章+'

QR"B$G*+GB&+(+

;

%G)(T()(B$I(&BG)BM#)8+MB&W#)B&!R")R&#"NB&()#

;

B

"下称

&*规章+)(则为遗产开发活动确立了一套技术标准$*公约+已于
,--2

年
D

月
,

日生效$尽

管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尚未批准该*公约+$中国是否应批准该*公约+/

本文拟详细分析*公约+的内容"并结合现行法律论证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

一#*公约+制定的目的

*公约+第
,

条明确提出"*公约+的目的就是确保和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为

此"*公约+明确界定了保护对象000&水下文化遗产)000的范围"阐明了&保护)的内容$

'一(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

根据*公约+第
D

条"水下文化遗产为&至少
D--

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

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包括遗址#建筑#房屋#人

工制品'

#&)(O#G)$

(#人类遗骸#船舶#飞行器#所载货物"以及具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

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等"但海床上铺设的管道#电缆和其他仍在使用的设施"不应视为

水下文化遗产$

显然"*公约+试图通过这一宽泛定义保护绝大多数
D--

年以上的水下遗存$但由于

*公约+没有界定何谓&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是否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尚有赖于

缔约国的判断"实践中不排除某些国家为一己私利而从严解释&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

从而绕开*公约+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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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等!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二(保护的内容!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不受两种人类活动的破坏

为有效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
D

条首先将人类活动区分为&无意中影响水下文化遗产的活

动)'

#G)(T()(B$(+G(MB+)#""

S

#OOBG)(+

;

R+MB&W#)B&GR")R&#"?B&()#

;

B

(和&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

#G)(T

X

()(B$M(&BG)BM#)R+MB&W#)B&GR")R&#"?B&()#

;

B

($前者指主观上不以遗产为主要对象或对象之一"但客观

上可能对遗产造成损害或破坏的活动"比如海底管道铺设#渔捞等$因为是合法活动"*公约+第
7

条仅

简单要求缔约国使用&其可使用的最佳可行手段)'

)?B'B$)

H

&#G)(G#'"B@B#+$#)()$M($

H

*$#"

(防止或减

轻这些活动可能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指以水下文化遗产为主要对象"可

能直接或间接对其造成物理扰乱或破坏的开发活动$简言之"*公约+的目的就是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免

受或尽量少受两种人类活动尤其是商业性开发活动的破坏和损害$

二#*公约+确立的原则

*公约+确立了若干保护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全人类利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原则#合作原则#就

地保护原则'

H

&B$B&T#)(*+'",'/7

(和禁止商业性开发原则$

'一(为全人类利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原则

*公约+第
,

条第
.

款确立的为全人类利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原则贯穿*公约+的始终$首先"*公

约+对水下文化遗产作出了十分宽泛的定义"力图将大部分的水下人类生存遗迹纳入保护范围$其次"

*公约+针对可能对遗产造成破坏的人类活动的不同性质作了不同规定"使得缔约国可以集中力量打击

商业性开发活动"遏制乃至最终消除遗产面临的这一最严重威胁$再次"*公约+第
,

条鼓励人们以负责

任的#非侵入性的方式进入水下的文化遗产"既可以使公众实现其文化权利"又可以激发他们自觉保护

遗产"这也是对全人类利益的一种尊重$最后"*公约+第
D-

条和第
D,

条规定的协调国协作保护模式明

确要求协调国代表所有缔约国行事"以全人类利益为重"不能仅代表本国利益$

由此"绝大部分水下人类生存的遗迹将得到有效保护"国际社会也将得益于它们所蕴含的考古#历

史和文化信息"国民们也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000这也就实现了&全人类利益)$

'二(合作原则

*公约+第
,

条第
,

款规定的合作原则不仅是*公约+构建的协调国协作保护模式的依据"还体现在

*公约+的很多规定中$根据第
D6

条第
.

款#第
D2

条和*规章+第
5

条"缔约国要在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

合作并互相援助"包括在可行时在遗产的调查#发掘#文献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方面进行协作%缔约各

国允诺互相共享有关水下文化遗产的信息"包括遗产的发现#所处位置#非法发掘或打捞的遗产#有关的

科学方法和技术"与遗产相关的法律的发展等%缔约国在制裁方面互相合作"打击国际性非法发掘活动%

以及缔约国合作培训水下考古和遗产保存技术#合作发掘等$

'三(就地保护原则和禁止商业性开发原则

绝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由于上百年来沉没在水下"遗产已经和周围的环境达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

平衡状态"在移出水下环境之前"遗产进一步受侵蚀#腐坏的速度相对缓慢%一旦打捞出水"新一轮的侵

蚀过程很快就开始了"遗产很容易腐坏乃至彻底灭失!

$因此"贸然打捞出水不仅不能保全遗产"反倒

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对遗产实行就地保护则可以通过保全遗址的物理完整性从而保全其所蕴含

的宝贵文化#历史或考古信息$*公约+充分尊重了考古学界的意见"第
,

条第
7

款将就地保护规定为保

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首选)'

)?BO(&$)*

H

)(*+

($

商业性开发活动以最大可能地追求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遗产为目的"往往采用不符合考古发掘的

方法首先打捞具有最高商业价值的物品"常常破坏其他具有考古和文化价值但商业价值不大的物品"造

成考古和文化信息的永久性丢失"且打捞者往往会出售打捞品#导致遗产失散$*公约+在序言中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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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日益频繁的商业开发活动&深感忧虑66知晓这一事实000水下文化遗产正受到未经授权的开发

活动的威胁"需要更有力的措施以阻止此种活动)"第
,

条第
6

款明确将禁止商业性开发规定为一项一

般原则"*规章+第
,

条进一步重申了该原则$

笔者认为"就地保护原则和禁止商业性开发原则相辅相成!就地保护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将扰乱或破

坏遗产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例外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遗产开发活动%禁止商业性开发原则明确排除了

商业性遗产打捞活动"仅允许经主管当局批准的科学发掘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公约+对遗产考古和文

化#历史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三#*公约+创设的模式

陆上文化遗产完全位于一国享有主权的领土内"所在国享有完全的管辖权$与之相比"水下文化遗

产既可能位于一国享有主权的内水#领海或群岛水域内"也可能位于一国仅对特定事项享有管辖权或主

权权利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还可能位于各国管辖权之外的&区域)内$为此"*公约+根

据水下文化遗产所在水域性质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保护模式!

$

'一(内水#群岛水域和领海

对于这些水域中的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
6

条承认国家对这些水域享有主权"规定缔约国在行使

主权时"拥有管理和批准开发其中水下文化遗产活动的专属权利"但缔约国应要求这类开发活动遵守

*规章+的规定$不过"对不具有海洋性质的内陆水域中的遗产开发活动"*公约+做了灵活处理"第
,5

条

允许缔约国可以不适用*规章+的标准$

'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根据沿海国保护模式"缔约国依照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享有若干主权权利和管

辖权"为保护这些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缔约国可以禁止开发或授权开发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

水下文化遗产$比如"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内自然

资源的主权权利"勘探开发大陆架上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等$如果沿

海国以这些权利或管辖权受到干涉为理由"禁止开发或授权开发这些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则既可以

捍卫其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又可以附带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不会引发&渐进的管辖权)纠纷$

应当承认"该模式赋予了沿海国十分广泛的权利$只要沿海国愿意"它就可以找到主权权利或管辖

权被干涉的理由"不需要和其他国家磋商就径行禁止开发或授权开发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

水下文化遗产$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模式暗示贝类和其他生物资源比文化遗产更重

要"甚至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理解为"只要捞宝者将这些贝类还给沿海国就可以保留沉船"

$

如果沿海国不愿采用这种模式"或没有出现干涉其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情形"它就应遵循协调国协

作保护模式$根据该模式"任何与相关遗产确有联系'尤其是文化#历史或考古方面联系(的缔约国都可

以向遗产所在国宣布"愿意在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遗产方面进行磋商$只要沿海国发现或有意开发其专

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遗产"它就应当和宣布对这些遗产有兴趣的所有国家磋商如何最佳保护遗产$

'三(毗连区

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条已经就毗连区海床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作了规定"*公约+

第
5

条要求缔约国管理和批准开发毗连区内遗产的活动应当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因为毗

连区的海床和专属经济区的部分海床相重合"也构成大陆架的一部分"*公约+还要求缔约国在管理和批

准遗产开发活动时"不得违反有关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遗产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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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

对于&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
D,

条规定了类似的缔约国保护模式和协调国协作保护模

式$不过"由于不存在沿海国"无法自动产生一个协调国"*公约+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与相关遗产

确有联系并提出保护与管理意愿的所有缔约国之中指定一个缔约国作为&协调国)协调磋商工作$在任

何紧急情况下"*公约+允许所有缔约国依照*公约+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危险"必要时可以在磋商前采

取行动$

此外"为有效打击非法打捞活动"*公约+还依据国籍管辖和船旗国管辖#港口国控制#领土控制和制

裁措施"规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事前防范和事后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行$根据这些控制

措施"首先"根据第
2

#

DD

和
DL

条"缔约国应要求其国民或船舶报告在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发现的

水下文化遗产和拟进行的开发活动"并应确保有关活动遵守*公约+$其次"缔约国应依照第
D7

条采取

措施"禁止使用其领土从事违反*公约+的任何遗产开发活动$再次"对于被非法发掘的遗产"缔约国应

依照第
DK

条采取措施阻止其入境#交易和转移占有$最后"根据第
D6

条"缔约国必须严厉制裁违反*公

约+的行为"应剥夺违犯者从非法活动中取得的收益$

显然"根据*公约+的设计"全球各种水域内绝大部分
D--

年以上的水下文化遗产都能受益于就地保

护原则"免受非法开发活动的破坏"其所蕴含的宝贵文化#历史或考古信息也能得以保全$即使需要对

遗址进行发掘"也必须经过缔约国主管机关的批准"并按照*规章+的标准进行"这就保证了遗址所蕴含

的文化#历史或考古信息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得到提取"并供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似可认为"这也就实现

了&为全人类利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宗旨$

四#中国应尽快批准*公约+

中国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也十分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对多处沉船被非法打

捞"众多起源于中国的遗产流落世界各地这种局面"中国迫切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保护$中国应否

批准*公约+/ 笔者认为"这应权衡中国依照*公约+可能享有的权利和可能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批准*公约+的好处

如果中国批准*公约+则可以享受其中的各项权利$首先"中国对有关水下文化遗产的主张将具有

充分的国际法依据$我国相关的法律主要是*文物保护法+和*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下称&*条

例+)($*文物保护法+第
,

和
7

条界定了受国家保护之文物的范围"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

遗存的一切文物均属国家所有$后者则进行了扩大$根据*条例+第
,

条和第
.

条"中国内水#领海内的

一切水下遗存#领海以外其他管辖水域内'即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起源于中国和起源国不明的

水下遗存"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其行使管辖权%对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即外国的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国家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但在

*公约+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法规则允许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水下文化遗产享有管辖

权"且国家对毗连区内遗产的管辖权仅限于非法移出毗连区海床的行为$如果批准*公约+"中国就可据

此对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水下文化遗产享有管辖权"对他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

与中国确有联系的水下文化遗产主张辨认权"*条例+的规定就有了明确的国际法依据$

其次"中国可以根据*公约+扩大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权$如上述"中国只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

内和大陆架上起源于中国和起源国不明的遗产行使管辖权$对于这些区域内起源于外国的遗产"中国

则主动放弃了管辖权$对于他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大陆架上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遗

产"中国仅主张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但如果批准*公约+"中国就可以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和

大陆架上的所有水下文化遗产都主张保护权%对于他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大陆架上以及&区域)内

与中国确有联系的水下文化遗产000其范围显然大于&起源于中国的文物)000中国除有权辨认器物物

主之外"还可以主动向遗产所在国表示愿意就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遗产进行磋商"并有权参与磋商如何有

效保护遗产和制定保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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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批准*公约+"中国就可以和其他缔约国合作保护和管理水下文化遗产"具体而言!'

D

(其

他缔约国不得允许对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不得对遗产适用救助法和发现物法$也即"外国管辖海域内

与中国确有联系的水下文化遗产将免受商业性开发或救助活动的破坏$'

,

(中国可以知悉沉没在外国

群岛水域和领海内的我国军舰或其他政府船舶#飞行器"这是我国进一步提出相关权利主张'比如以国

家财产为由主张豁免权(的前提条件$'

.

(中国可以知悉沉没在外国领海以外所辖海域内'即外国的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与中国确有联系的水下文化遗产"可以进一步提出权利主张或保护要

求"比如辨认器物物主"作为磋商国与有关国家一道磋商如何最佳保护有关遗产等$

最后"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中国一贯反对对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一贯要求尊重遗产起源

国的利益"一贯强调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按照科学的规划开展$中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与*公约+的精神

十分接近"批准*公约+不会对我国的相关立法造成大的冲击$

'二(批准*公约+的可能不利因素

首先"批准*公约+可能对我国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权利主张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因素$比如"根据

*公约+第
6

条"如果在中国领海内发现可辨认的属于国家船舶或飞行器的遗产"相关国家也是*公约+缔

约国"则中国要向该国报告这项发现"并在可行时报告与该遗产确有联系的缔约国$但*条例+对中国领

海内的一切水下遗存'含起源于外国的国家船舶和飞行器(主张所有权"如果该外国进一步提出权利要

求"比如以国家财产为由要求豁免"则会影响我方的所有权主张$

如果中国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发现水下文化遗产或者拟进行开发"中国应向总干事

通报"总干事会及时通报给所有其他缔约国$最终所有缔约国都将知悉中国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和大

陆架上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并可能进一步提出权利主张"比如要求参加保护遗产的磋商$但由于*条

例+对这些海域内起源于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主张所有权和管辖权"如果其他缔约国国内的有关方证明

自己是相关遗产的所有人并主张所有权"或对遗产的保护或开发活动提出不同意见"则可能影响我国的

权利主张$如果这些遗产和来源于外国的遗产混在一起'如外国船舶上装载的起源于我国的物品("中

国需要和该外国'如果该国也是缔约国的话(磋商如何最佳保护这些遗产"并考虑该外国的建议"即我国

享有的是一种共享管辖权$另外"虽然*条例+对于这些海域内起源于外国的水下文化遗产没有主张权

利"但我国在发现这些遗产后仍要承担保护义务$

其次"*公约+规定的领土控制措施可能会使我国负担较为沉重的义务$比如"我国需要加大海关执

法力度"加强对文物交易的监督"扣押#记录并保护非法发掘品等$

综上"*公约+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方向$考虑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海上执法的难

度以及非法开发活动造成的严重破坏"国家之间合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势在必行$中国有关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的现行立法#政策与*公约+基本吻合"虽然批准*公约+可能会使我国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但总

体上看批准*公约+对我国而言利大于弊"且中国具有履行*公约+规定的能力"我国应尽快批准*公约+$

!#

作者简介!张
!

亮"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 广州

7D-,67

$

赵亚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D-b/!5,-DL2

(%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

助项目%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育苗工程(项目'粤财教4

,--2

5

K--

(

!#

责任编辑!车
!

英

$

-

K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