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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运立法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新进展
!

,,,以海洋生态安全为视角

李凤宁

摘
!

要!航运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近些年来"国

际航运立法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设立特殊区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来控制航运的

不良影响$建立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控制制度来保护海洋生态$建立船舶压载水控制与管

理制度防范海洋外来生物入侵$试图实施船舶安全与无害环境的拆解制度"实现船舶设

计%建造%营运和拆解的安全和无害化"以共同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生态安全

维护的需要#

关键词!航运立法$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安全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减损和破坏对地球和人类的生态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海洋生

物多样性不仅是维持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系统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安全的基础和重要

指标#可以说"海洋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护海洋生物多

样性才能保证海洋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才能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永续

发展和生存安全!

#

从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来看"航运作为人类利用海洋%开发海洋的最古

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活动"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冲击和破坏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负面

影响#首先"船舶带来的污染是造成海洋污染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次"航海也是造成外

来物种入侵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其中船用压舱水被公认是海洋生物物种转移和入侵的最

主要途径#此外"沿海口岸船厂建设%船舶建造和拆解等与航运密不可分的活动也同样对

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冲击和破坏#

针对上述状况"在
)%

世纪末尤其是进入
)!

世纪后"随着环境的恶化和人们对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的觉醒和重视"一些新的国际立法和制度开始提出或构

建起来#这主要包括特殊区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控制制度%船舶

压载水控制与管理制度以及船舶安全与无害环境的拆解制度#

一%船舶航行的特殊海域制度

尽管海洋是相互连通的一体"但不同的海域仍有不同的%相对固定的海洋物种和生态

系统"因此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域"如公海保护区%禁渔区等"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

!

孙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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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宁!国际航运立法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进展

效手段#鉴于船舶运输对海洋生态带来的严重威胁和破坏"以
\CP

为首的国际社会"根据
C+]GP̂

公约等的规定"建立起船舶航行的特殊海域制度"以减少和控制船舶带来的污染"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

海洋生态安全#

&一'特殊海域的类型及其设立

目前"关于船舶航行的特殊海域制度"主要包括特殊区域&

Z

;

083/4+:0/-

'和特别敏感海域&

G/:.382

L

4/:4

<

Z06-3.3F0Z0/+:0/

"

GZZ+

'两种#

!B

特殊区域制度

所谓特殊区域"根据
C+]GP̂

公约附则
\

第
!

&

!!

'条%附则
O

第
!

&

'

'条等的规定"是指这样一个

区域"在该区域内"涉及其海洋学%生态学的情况以及运输特殊性质等公认的技术原因"要求采取特殊强

制的办法以防止船舶污染海洋#

C+]GP̂

公约附则
\

(防止油类污染规则+%附则
\\

(控制散装有毒液

体物质污染规则+%附则
O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分别规定了防止船舶油类物质%船舶散装运输有毒

液体物质%船舶垃圾污染海洋的特殊区域制度$附则
O\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则规定了(防止%

减少和控制船舶排放的硫氧化物&

ZPX

'造成大气污染及其对陆地和海洋区域造成不利影响+的硫氧化

物排放控制区域制度#这四种特殊区域制度构成了
C+]GP̂

公约下船舶航行的特殊区域制度#

特殊区域须经沿海国政府向
\CP

申请获得"并且须达到海洋学%生态学以及运输特殊性质等标准#

经批准的特殊区域!

"除了例外规定或者符合规定的排放条件外"船舶的油类或油性混合物%有毒液体

物质或含有上述物质的排出物%垃圾等是限制或禁止排放入海的$而在硫氧化物排放控制区内"船舶排

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其他特殊物质也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B

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按照
\CP

的定义"特别敏感海域是指这样一个区域"在该区域中由于生态学或社会经济或科学上

的原因"容易遭受海上运输带来的环境损害"需要
\CP

采取特别的措施予以保护#不过与特殊区域不

同的是"特殊区域通常是为保护封闭和半封闭海域专门设计的"而特别敏感海域可以在任何海域内设

立"包括涉及国际航行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甚至海峡等都可以被确定为特别敏感海域#

特别敏感海域同样经申请获得"但其设立的标准要比特殊区域低一些"只需满足生态标准"社会文

化和经济标准或科学和教育标准中的一个"并且证明该海域已受到国际航运活动的威胁即可#特别敏

感海域不仅可以限制船舶含油污水%垃圾%生活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放"还可以采取绕航%避航%强制引航

等更有利于海域环境保护的措施#一个国家所能采取的措施包括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有的任何措施"或

者虽然现在的法律中没有"但只要是
\CP

的权限范围内可行的措施都可以"

#因此"特别敏感海域制

度更有利于减少和限制国际航运活动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和冲击#截至目前"已

有包括澳大利亚大堡礁在内的
!)

个海域被批准为特别敏感海域"这成为上述海域内海洋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保护的有效制度工具#

&二'特殊海域制度的法律基础及其效力

!B

特殊区域制度

特殊区域制度是
C+]GP̂

公约的产物"其具有坚实的国际法律基础和广泛的国际拘束力#依据

(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以及
C+]GP̂ *'

5

*#

公约第
!

条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实施该公约及对

其有约束力的公约附则的各项规定"以防止由于违反公约排放有害物质或含有这种有害物质的废液而

污染海洋环境#

对于非缔约国来说"虽然并不受
C+]GP̂ *'

5

*#

公约%附则的约束"但按照
C+]GP̂ *'

公约第
(

条(证书和检查船舶的特殊规定+规定"(对于非本公约缔约国的船舶"各缔约国应在必要时运用本公约

-

**

-

!

"

截至目前"

C+]GP̂

公约附则
\

下已设立了包括地中海在内的
!%

个特殊区域"附则
\\

下则设立了南极一个特殊区域"附则
O

已

设立了包括地中海%波罗的海在内的
#

个特殊区域"附则
O\

下则设立了包括波罗的海%北美等在内的
'

个特殊排放区"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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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以保证不给予这些船舶较为优惠的待遇#+这样"非缔约国的船舶如果在缔约国管辖范围内活动

的"也有可能受到
C+]GP̂ *'

5

*#

公约及其附则的约束#而且"由于多数特殊区域均属于缔约国的管

辖范围"因此非缔约国的船舶在进入特殊区域时实际上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

)B

特别敏感海域制度

与特殊区域不同的是"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既不是
C+]GP̂

公约的产物"也不是建立在其他国际公

约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
\CP

的相关决议%指导性文件和指南建立起来的#有学者认为"

\CP

的决议%

相关指导性文件和指南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强制约束力"因此对该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的法律基础及其合

法性提出异议!

#也有学者认为"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的法律基础可以归结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

&

'条(来自船只的污染+的规定"

#但是"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是在)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生效之前即已经提出和实施了"因此上述观点是不妥的#

#而且"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

司&

JP+̂ PZ

'也认为"特别敏感海域这一概念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

&

'条规定的特别区域概念

并不一致"两者在设立目的%设立标准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由此可见"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的法律基础

仍不明朗"这由此也影响到特别敏感海域的实施和执行#不过"由于特别敏感海域是通过
\CP

这个平

台由国际社会一致接受而设立的"因此它仍然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即使对于非
\CP

缔约国"其也有

道义上的遵守责任#

&三'特殊海域的法律性质

特殊区域来自于
C+]GP̂ *'

5

*#

公约的规定"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

&

'条规定的特别

区域一样使用了(

Z

;

083/4+:0/

+这一表述#因此"二者都是控制船舶航行%减少来自船舶航行对海洋环

境影响的特别强制措施"属于船舶航行特殊区域制度#

但是"特别敏感海域与
C+]GP̂ *'

5

*#

公约下的特殊区域不同"也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

&

'条规定的特别区域概念"因此其属于何种性质也存在疑问#有学者认为其是海洋保护区&

C/:360

G:9.08.05+:0/-

'的一种"属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保护区+的范畴%

#但是"特别敏感海域概念同

样早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保护区+概念的提出"而且除了生态标准外"只要符合经济社会或科教文化

标准且受到国际航运活动的威胁也可以设立特别敏感海域"因此特别敏感海域并不完全属于海洋保护

区的范畴#可以说"特别敏感海域同特殊区域一样"属于船舶航行特殊区域制度"属于国际航运立法为

减少来自船舶航行对海洋环境影响%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的一种特殊制度#

二%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控制制度

船舶多采用防污底&

+6.3

L

=92436

7

Z

<

-.0D-

'设计和建造"以节省费用%减少事故并增加营运时间#

但研究发现"

RTR

防污底漆同时也会危害海洋生物"对海洋螺类生物具有诱导性畸变作用"可干扰软

体动物的内分泌系统"诱发性畸变"致使其种群退化%数量锐减$而且因降解缓慢"可进入食物链进而影

响到其他生物和人类健康"对自然环境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过有毒化合物'

#因此在
\CP

的努力下")国

际控制有害船底防污底系统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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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

&

&

'条规定"(如果该条第
!

款所指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不足以适应特殊情况"又如果沿海国有合理根据

认为其专属经济区某一明确划定的特定区域"因与其海洋学和生态条件有关的公认技术理由"以及该区域的利用或其资源的保

护及其在航运上的特殊性质"要求采取防止来自船只的污染的特别强制性措施"该沿海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与任何其他有关国

家进行适当协商后"可就该区域向该组织送发通知"提出所依据的科学和技术证据"以及关于必要的回收设施的情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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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0D-96Z@3

;

-

"简称)防污底公约*'于
)%%!

年
!%

月通过"并于
)%%#

年
"

月
!*

日正式生效#公约制

定的目的就是逐渐淘汰使用含有
RTR

的防污底系统"并建立新的机制防止船舶防污底系统中使用其

它有害物质"以保护海洋生态和人类身体健康"免受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的不良影响#

&一'船舶防污底系统的检验和发证

)防污底公约*第
!%

条及附件
\O

规定了船舶防污底系统的检验和发证制度#根据该规定"

$%%

总

吨及以上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不包括固定或浮动式平台%浮动式存储装置%浮动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

置'"在投入营运或第一次签发)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前"要求进行初次检验#经检验符合公约规定的"

则签发)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当然"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人员或机构签发或签

证#其他缔约国应当接受和认可某一缔约国签发的证书"并在公约所涉及的各方面视其为与自己签发

的证书同样有效#

另外"如果改变或替换防污底系统时"也要进行一次检验"并须签注在证书上#如果改变或替换了防

污底系统而证书未根据公约加以签证或在船舶改挂另一国国旗时"则)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不再有效#

不过"对于船长
)$

米及以上但小于
$%%

总吨国际航行船舶&不包括固定或浮动式平台%浮动式存储

装置%浮动式生产%储存和卸货装置'"公约放宽了标准"只是限令其必须持有船舶所有人或其授权的代

理签署的防污底系统声明即可"只是该声明还必须辅以适当的单证&例如油漆收据或承包商的发票'或

包括适当的签字#

&二'港口国的监督与检查

缔约国可以在其任何港口%船厂或近海装卸站"对适用)防污底公约*的船舶进行检查"以确定该船

是否符合公约规定#通常情况下此类检查须限于!&

!

'核实船上携带所要求的有效)国际防污底系统证

书*或)防污底系统声明*$以及5或&

)

'根据
\CP

制订的导则对船舶防污底系统进行不影响防污底系统

的完整性%结构或功能的简单取样#但是"处理取样结果所需的时间不得构成阻止船舶的运作和离港的

理由#不过"如果有明确理由相信船舶违反了公约规定"则可以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附加文件的检查

以及其他的补充验证#如果发现船舶违反了公约规定"实施检查的当事国可以采取措施对船舶予以警

告%滞留%驱除或阻止船舶挂靠其港口!

#

此外"如果缔约国主管机关%指定的验船师或认可的机构确定某艘船舶的防污底系统与证书的内容

不符"或不符合公约的要求"则该主管机关%验船师和机构须确保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以使船舶符合要求#

验船师或机构还须及时将该决定通知主管机关#如果船舶没有采取所要求的纠正措施"须立即通知主

管机关"而主管机关则须保证不签发证书或将证书予以吊销#

三%船舶压舱水控制与管理制度

船舶压载水带来的外来生物入侵被认为是海洋所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船舶排放压载水和沉积物

造成的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转移"已经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或损害#据

估算"每年航行于国际线路的船舶运载的压载水达
'%H(%

亿吨"而各国国内航行的船舶运载的压载水

也大体相当"这其中每年大概有
*%%%

种不同的物种随着压载水被运往世界各地"由此带来了严重的污

染和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面对船舶压载水带来的物种和生态灾难"已有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予以

规范和限制#不过"航运的特点决定了压载水带来的问题必须由国际社会通过国际立法的方式协调解

决#

\CP

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终于在
)%%$

年通过了)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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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压载水公约*'"以构建起一套国际控制与管理压载水的新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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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

)压载水公约*规定"每艘船舶均应携带并实施压载水管理计划"也就是)压载水公约*附则
TL!

条所

述的且存放于船上的用于描述特定船舶的压载水管理过程和实施程序的文件#压载水管理计划是特定

船舶根据其具体情况和航行计划而制定的"包括压载水管理过程%实施程序和主管船员等内容#配备并

实施压载水管理计划可以提高船舶压载水管理的规范化和高效化"从而为压载水的控制和管理提供良

好开端和前提条件"因此")压载水公约*将其作为强制条件予以规定的#

有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国内立法也对压载水管理计划作了规定!

#通常说来"压载水管理计

划可以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有利于压载水控制和管理的实施与执行"但与此同时也会增加船东的成

本#不过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压载水公约*的做法是值得赞同的#

&二'船舶压载水记录与压载水管理证书制度

为了方便对压载水进行管理"(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规则+规定"每艘船舶均应备有压载

水记录簿"并详细记录压载水摄入%排放和交换的时间%地点和数量#该记录簿所记录的事项应在船上

保存至少两年"并在此后移交船公司控制至少三年#当局可以在合理时间内随时检查压载水记录簿对

其加以监督"实现对船舶压载水摄入到排放全过程的管理#

有的国家"如美国也建立了压载水记录与报告制度#美国海岸警卫队依据)国家入侵物种法*发布

了强制指令"要求在美国水域内的所有压载水的排放都要记录和报告"并为进出美国专属经济区的船舶

设定了额外的条件"

#压载水记录与压载水管理证书制度可以有效的提高船舶压载水管理的效率"并

为各国相互间执法和配合提供可能"同样是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的一项有效制度措施#

&三'船舶压载水的管理方式及要求

按照)压载水公约*及其附则的要求"船上压载水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管理"分别是!&

!

'将压载水

排放至岸上接受设施$&

)

'对压载水进行置换&交换'$&

'

'经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进行性能处理#在这

三种管理方式中"岸上设施接受压载水的要求不是强制性的"更多的是通过第&

)

'和&

'

'两种方式对压载

水进行管理#由于压载水置换受气象%海况%地理条件等限制"因此是一种过渡措施"最终还是要在船上

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对压载水进行处理#)压载水公约*附则第
TL'

条具体规定了压载水置换和压载水

性能处理的适用时间"从
)%%"

年至
)%!&

年"将陆续在船上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以满足公约的要求#

#

相对于各国的规定来看")压载水公约*规定的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及其性能标准仍显超前#目前"

仅有数家公司的压载水管理系统获得了
\CP

的批准"并且尚未大规模生产和安装"其有效性%经济效益

对发展中国家船队的冲击等问题也尚未得到时间的检验$

#这也在各国引起了是否加入)压载水公约*

的讨论#不过无论)压载水公约*将来是否生效"其创设的压载水管理新机制代表了压载水管理的发展

方向和趋势"必将成为各国国内立法或其他国际公约的立法参考和范本#

四%船舶的安全和无害拆解制度

拆船&

Z@3

;

L

1:0/I36

7

'是退役船舶循环再利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益方式#不过"拆船同时

又是一项高危险%高污染的行业"除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外"残存的油料以及舱底水%洗舱水等均

可能造成严重的污染"残存的压载水会产生外来生物入侵等问题"船面漆%电子元件等含有的
RTR

%砷%

石棉等有害物质也会引发生态灾难"这些无不可能带来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减损和海洋生态灾难的发

生%

#鉴于拆船行业涉及到的安全%健康和环保问题"

\CP

自
)%%'

年开始着手拆船公约的起草和制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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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宁!国际航运立法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进展

作"并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审议通过了)香港国际安全与无害环境拆船公约*&

M96

7

Q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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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9265]08

<

8436

7

9=Z@3

;

-

"简称)香港拆船公约*'#

)香港拆船公约*虽名为拆船公约"但实际上使用的是(

Z@3

;

L

]08

<

8436

7

+这一概念"强调循环利用"并

且贯彻了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环保理念和原则"将船舶设计%建造%营运一直到船舶拆解都纳入调整范

畴之中"这被称为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设计!

#其制定的目的之一"是规范各国的拆船工作"实现

拆船工作的安全与环保"以防止%降低%减少并尽实际可能消除拆船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为此"公约

在不同阶段为船厂%船东%拆船厂和缔约国政府等设定了不同的环保义务#

&一'船舶有害材料清单制度

)香港拆船公约*贯彻了污染预防原则"力求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拆船污染#公约附录
!

和附录
)

列出了有害材料的清单目录"其中附录
!

是一份受公约禁止的有害材料列表"列入该附录的有害材料将

被禁止或限制使用$附录
)

为需要列入有害材料清单的物质列表"列表内的物质若在船上安装和使用"

均需要按要求在船舶有害材料清单证书的附录中予以记录"以便维护和拆船时予以特别注意#

船舶有害材料清单制度是)香港拆船公约*的一大创造"它既可以从源头上控制船舶的设立者%建造

者对船舶材料的选用"又可以在船舶拆解时减少和控制污染"被誉为是国际立法应对船舶污染的重大

进步"

#

&二'船舶的无害环境拆解制度

对于退役船舶需要拆解的"船东应选择经政府批准的拆船厂#在船舶拆解实施前"船东须对船舶进

行(预清除+"即在船舶驶入拆船厂之前应将船上货物的残留物%残留的燃油和污水排至最低量"以便于

船舶拆解#此外"船东还应向拆船厂提供关于船舶的所有可用信息"尤其是(有害材料清单+"以便拆船

厂制订拆船计划#拆船计划应包括有关热工除气和如何处理包括(有害材料清单+中所明确的材料在内

的所有材料的类型和数量的信息#拆船计划应经拆船设施所在国主管机关批准"除非该主管机关声明

无需批准该计划#

船舶拆解前还必须获得主管机关的批准#准备拆解的船舶应当接受最终检验"由主管机关或认可

组织对(有害材料清单+中的内容进行验证#只有通过最终检验并获得)国际船舶准备就绪拆解证书*

后"船舶才能进入实质拆解阶段#

#

此后"拆船厂书面通知主管机关"或者经其同意后开始拆船作业#拆解过程中"拆船厂应当将有害

材料加以确认%标示"清除干净"妥善保存"并最终加以安全无害化处置#拆船作业完毕"拆船厂应签发

拆船作业完成声明"并向主管机关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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