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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海洋法公约6关于外大陆架申请期限的规定 ,导致大批国家近期向联合国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提出了申请。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在审议沿海国提交的划界案的基础上, 就

有关划定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所做出的建议既非一

个司法式的判决,又非一个纯粹的参考意见。沿海国基于委员会的建议而划定的外大陆架外部界

限具有 "确定性和拘束力 "。在当前的情势下,中国在掌握充分的科学技术数据编写好我们自己的

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的同时,还应注意妥善处理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相关

争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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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5海洋法公约6关于外大陆架申请截止期限的规定, 导致了又一场 /蓝色圈地 0运动在

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根据 5海洋法公约 6第七十六条及 5公约6有关附件的规定, 沿海国如果主张

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则需在一定的期限内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自 2002年俄

罗斯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第一例申请以来,提起申请案的国家急剧增加。截止 2009年 6月底

为止, 已先后有 48个国家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外大陆架了 51个正式的划界申请案 (有

些国家就不同地区分别单独提出或和其他国家联合提出了申请
¹

, 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法

国、西班牙、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都提出了申请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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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遍及全球五大洲。另一方面,还有包括中国、韩国等在内的近 40个国家已经向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提交了 42份初步信息,表示将在近期内提出正式申请。
[ 1]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副主席、挪

威人哈拉德 #布莱克在谈论当前外大陆架的申请问题时甚至声称 /这是世界地图的最后大修

改。0 [ 2]

2008年 4月,澳大利亚划定外大陆架的申请案得到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部分认可, 从

而使其大陆架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 250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根

据 5海洋法公约6而获得 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国家。然而,并非所有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

的国家都如此顺利,第一个提出申请的国家俄罗斯的申请案,就因为不符合 5海洋法公约 6相关文

件的规定而遭到拒绝。截止目前,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巴西、挪威等少数国家的申请获得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支持。

/大陆架常常蕴藏有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 很多国家都把外大陆架的争夺作为解决本国资源

短缺的方法。0 [ 3]
外大陆架界限的确定问题使得许多国家间的有关重大纷争浮出水面,不仅南极和

北极问题牵涉其中,而且相邻和相向国家间的大陆架划界纠纷也沉渣泛起, 每一个国家提出的外大

陆架申请都成为周边其他国家热切关注的问题。

一、沿海国的大陆架和外大陆架的界定

根据5海洋法公约 6,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

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

到 200海里, 则扩展到 200海里的距离。在符合特定的地质、地形条件下, 沿海国还可以主张超过

200海里, 最多到 350海里 ( 650公里 )的大陆架。相应地, 所谓 /外大陆架 0, 即是指从测算领海宽

度的基线量起超过 200海里部分的大陆架,而 200海里以内部分的大陆架,则可称为 /内大陆架0。
外大陆架和内大陆架一样,仍然属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是沿海国大陆架的一部分。

不论是在内大陆架还是外大陆架,沿海国都享有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建造人工岛屿、设

施和结构,授权和管理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等主权权利;同时,非沿海国也都享有在二者的上覆水

域或水域上空自由航行、飞越及在大陆架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另一方面,外大陆架和内大陆架也存在显著区别。首先, 从外部界限来看, 内大陆架的外部界

限为自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 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则为自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 350海里,

或不超过 2 500公尺等深线 100海里。其次,从沿海国的开发自然资源时的额外义务来看, 沿海国

开发外大陆架的自然资源,原则上应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缴纳一定的费用和实物, 而开发内大陆架的

自然资源则无此义务。第三,从划定外部界限的程序来看, 就内大陆架而言, /划定大陆架的外部

界限, 属于沿海国的主权行为。0[ 4]
即如果沿海国仅要求 200海里以内的大陆架, 则无需向任何机

构提出大陆架的划界申请。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程序则更为严格, 沿海国应编写 200海里以

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将能够证明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超过 200海里的科学和技术资料提交给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并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

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职能及其

对沿海国外大陆架界限划定方案的审议和建议权

5海洋法公约 6附件二对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组成、委员选举和任期、委员会的职务、小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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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组成和职责作了规定。根据该附件,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由 21名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或水文学

方面的 (专家 )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应由5海洋法公约 6缔约国从其国民中选出。委员会的职责和权

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1)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 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料

和其他材料,并按照5海洋法公约6第七十六条和 1980年 8月 29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

的谅解声明提出建议; ( 2)经有关沿海国请求,在编制申请案有关资料时,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

见。

可见,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主要权限为审议和建议权。此外,对于 5海洋法公约 6及其有关附

件涉及到的外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权,委员会于 1999年 5

月 3日通过的用以指导各国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 5科学与技术准则6第一、三段即明确规定: /委员

会也想以5准则6澄清其对 5公约 6所载科学、技术和法律用语的解释。做出澄清是必要的,特别是

因为5公约6在法律意义下使用科学术语, 其含义有时同公认的科学定义和术语相去甚远。在其他

情况下也需要做出澄清,因为5公约6的多个用语可有几种同样可以接受的解释。0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自 1997年成立以来,已举行了 22届会议,并先后制定了 5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议事规则 6、5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6、5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内部行为守则 6、5审议

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划界案的工作方式 6等文件, 为其审议有关沿海国提交的外大陆架划界

案奠定了基础。

三、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受理和审查

沿海国外大陆架申请案的程序及实质性标准

根据5海洋法公约 6及其有关附件, 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在提交时间、内容和程序等方面都应

符合相关要求。 5海洋法公约6第十八次缔约国会议通过的第一百八十三号决议规定,有条件的国

家应在 2009年 5月 13目前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其他准备尚不够充分的国家可以在 2009年 5月

13日前发表声明,提出外大陆架申请的意向和初步信息。

1、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审议划界案的主要程序

沿海国如果决定划定外大陆架外部界限, 则应将其划界案经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给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该划界案应包含 3个部分, 即执行摘要、主要案文 (即主要分析及叙述部分 )以及所有

作为佐证的科学和技术数据。秘书长收到申请后应记录在案,并迅速将此事通知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和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包括5海洋法公约 6的缔约国在内。同时还应公布划界案的执行摘要等有

关资料,此后即应将对该划界案的审议列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会议临时议程上应审议沿海国代表提出划界案,如果决定继续讨论该划

界案,则应为审议该划界案设立一个由 7名委员组成小组委员会, 以执行对划界案进行初步审议的

职务。小组委员会委员 /应以平衡方式予以任命,同时考虑到沿海国提出的每一划界案的具体因

素。0小组委员会应审查划界案的格式和完整性,并应根据5科学与技术准则6对沿海国提出的划界

案进行科学技术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初步建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小组委员会提交的建议做

进一步的审议,并最终将正式建议以书面形式递交给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2、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审议划界案的实质性标准

沿海国是否可以拥有 200海里外大陆架主要取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依据。因此, 沿海国在向

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出申请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科学、法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根据 5海洋法公

约 6及其相关附件,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外大陆架大陆边的外缘: ( 1)以最外各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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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或 ( 2)以离

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 60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不论采用前述哪一种方式,划定的大陆架

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各定点, 都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海里, 或不应超过连接

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 2 500公尺等深线 100海里。在定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沿海国应连接以经

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 60海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只有满足上述实质性标准,沿海国划定的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才能得到界限委员会的支持,否

则申请案的主张则可能遭到拒绝。以俄罗斯的外大陆架申请案为例,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俄

罗斯委员尤里#卡兹明曾指出,俄罗斯在 2001年 12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申请中,

要求将北冰洋的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隆起纳入俄罗斯的专属经济区, 但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俄罗斯的申请。为此, 俄罗斯于 2005年和 2007年两度展开声势浩大

的北极科考活动,进一步搜集证据,以便再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
[ 5]

四、存在国际争议的划界案对联合国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程序的影响

在联合国秘书长公布某一沿海国的外大陆架申请案的执行摘要及有关海图和辅助资料后, 得

到通知的有关国家有权通过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交照会的方式提出评论意见。5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议事规则6附件三第二节规定,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随后就该划界案召开的会议上,沿海

国代表应就其提出的划界案做出解释和说明, 其中包含对其他国家的评论意见做出反馈和解释。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首先应对与沿海国划界案相关的任何争议的所有资料予以审议。 5海洋法

公约6附件二的第九条明确要求 /委员会的行动不应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划定界限的事
项。0实践中,如果有关划界案涉及划界争端或者其他相关海上或陆上争端, 利害关系国往往通过

递交外交照会发表评论意见的方式表达关切或反对,而此种评论意见可能足以阻止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审议存在有海上或陆上争议的划界案。

2001年 12月,俄罗斯联邦外大陆架划界案公布后不久,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即收到加拿大、丹

麦、日本、挪威和美国的评论意见。 /虽然挪威、加拿大、丹麦、日本和美国政府都递交了照会声明,

会前委员们也担心在这次会议上不能对俄罗斯划界案进行审议。因加拿大、丹麦和美国没有提出

存在具体划界争端,挪威与俄罗斯在大陆架划界的争端已接近达成协议,日本提出了北方四岛的地

位问题只影响到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上述反对意见都未能从程序上造成委员会不接受或

不审议俄罗斯划界案。0 [ 6]
虽然这些评论意见最终并未阻止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俄罗斯申请案的

审议,但委员会还是于 2002年 6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对俄罗斯划界案的建议, 认为俄罗斯

/证据不足0,要求俄罗斯重新进行科考,补充证据。

5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6附件一的第三条还建议, 为暂时回避争端, 沿海国可就其一部

分的大陆架提出划界案,以不妨害以后可能就国家间划定大陆架任何其他部分界限所涉及的问题。

该规定导致一些沿海国为回避争议而仅仅先就无争议的部分先行提出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以澳

大利亚为例, 2004年 11月 15日, 澳大利亚提交划界案所主张的外大陆架面积达 280万平方公里。

本来, 为回避争端,澳大利亚早已与印尼等一些周边邻国解决了大陆架划界争议,但由于其划界案

涉及南极等问题,在该划界案提交后,俄罗斯和日本等国还是在 2005年 2月以前提交了对澳大利

亚划界案的评论意见,表示它们不承认对 5南极条约6所辖地区内的任何领土权利主张,也不承认

任何国家对南极洲以外和毗邻的海底区域的海底和底土拥有权利。面对上述国家的评论意见,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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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选择了妥协,其随后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中表示,考虑到南极条约关于南纬 60b以南区

域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的规定,请求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其就该区域部分的申请暂不采取任何

行动。
[ 7 ]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就其划界案中不涉及争端的部分继续审查, 并最终于 2008年 4月通过

划界建议书,认可了澳大利亚的不涉及南极部分的约 250万平方公里范围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

菲律宾也出于回避争议的考虑, 于 2009年就 /宾汉隆起 0部分提出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菲律

宾对此次 /部分提交0的解释是: /作为一种诚意的姿态,菲律宾此次的部分提交是为了避免向那些

海洋边界还没有划定的、与菲律宾对立或者相邻的沿海国家制造或挑起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海洋

边界争端。0 [ 8]

可见,与提交申请案的国家存在划界争端的国家如果提出评论意见,会对该申请案的审议产生

重要影响,甚至会导致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拒绝继续审议涉及争端的该申请案。因此, 在申请案中回

避涉及争端部分的外大陆架或者事先与对方达成争端解决的协议,是目前情况下比较现实的选择。

五、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

沿海国划界申请案所做建议之性质

沿海国可提交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有经审议最终可以向沿海国提出建

议。委员会的建议在性质上究竟如何界定可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1、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具有国际司法判决或裁决的性质

对于5海洋法公约 6的缔约国而言,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这种建

议似乎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司法判决。 5海洋法公约 6第七十六条第八款规定: /沿海国在这些建

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0但另一方面, 5海洋法公约 6附件二第八条又

规定: /在沿海国不同意委员会建议的情形下, 沿海国应于合理期间内向委员会提出订正的或新的

划界案。0换言之,沿海国可以不同意界限委员会的建议并于合理期间内向界限委员会重新提出修

正的或新的划界案。理论上讲, 这一过程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类似一个不断压缩的互动程

序。
[ 9]
还有学者认为,如果沿海国拒绝接受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 应当明确, 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只有建议的权力,它未被授权将其建议强加于沿海国从而决定沿海国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 10]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主持编制的5大陆架的定义 - <海洋法公约 >相关条

款解析 6专题报告也强调 / ,,当沿海国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之间的不同意见继续存在时,就产生

了不确定性。委员会不是一个以法律取向的组织, 也没有被授以解决争端的权力。公约第十五部

分第二节对第七十六条也没有提出强制解决争端。0
[ 11 ]
有鉴于此,有些学者认为,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的角色只是一种 /合法性决定者0 ( leg itim ator)
[ 12]

, 我国著名海洋法专家傅崐成则进一步指出,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专家们是 /以技术专家的角色来协助国际社会避免纷争, 而非以纠纷裁判者的

角色来解决国际纠纷。0 [ 13]

2、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对5海洋法公约 6的非缔约国具有拘束力

虽然5海洋法公约 6规定沿海国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

/确定性和拘束力 ( f inal and bind ing) 0,但这种拘束力是否可以扩及5海洋法公约 6的非缔约可能尚
存疑问。

1969年 5条约法公约 6第三十四条规定: /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 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0

同时, 根据该公约的第三十五条,如果一项条约要为第三国设定义务,则必须符合两项条件: ( 1)条

约当事国必须有给第三国施加义务的意思表示; ( 2)第三国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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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69年5条约法公约6第三十八条,如果条约所载规则成为公认国际法习惯规则,则其对第三

国有拘束力。但在此种情况下,第三国承担义务不是发生于条约, 而是发生于一般国际法规则或国

际习惯法。就外大陆架划界问题而言,如果第三国明确同意 5海洋法公约6第七十六条第八款的规
定,或者认定该条款具有国际习惯法规则的性质,则可以认为该条款对公约缔约国之外的第三国产

生拘束力,但事实上该款规定在目前是否构成国际习惯法可能还存在争议。

因此,在确认 5海洋法公约 6第七十六条关于外大陆架划界的规则构成国际习惯法规则之前,

原则上,某一沿海国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对 5海洋法公约 6的非
缔约国 (例如美国等 )是没有 /拘束力 0的。但从美国对已经提交的划界案积极提交外交照会的评

论意见来看,她似乎并不打算对基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所确定的外大陆架界限表示反对。

迄今为止,也没有国家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巴西等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

确定的外大陆架界限表示反对。无疑,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5海洋法公约 6的缔约国,以及实

践中更多的非缔约国对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效力的认可, 该规则也就更有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

国际习惯法规则。

六、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外大陆架申请问题

我国也面临外大陆架申请的问题,从地质地理的角度看, 我国在东海、南海部分大陆架可以扩

展到 200海里以外。但由于东海、南海都是半封闭的海域,我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

亚、文莱等国都可能存在海域划界争端。近年来,在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时限等因素的影响下,上述

国家中已有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正式提出了外大陆架划界案, 韩国则提出了初步信息。

越南除和马来西亚联合提交划界案外,还自己单独另行提交了一个划界案。

日本是我国海洋邻国中第一个提出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申请的国家。在为提交该申请精心准

备了 20多年之后,日本于 2008年 11月 12日向联合国提交了划界申请, 主张约 74万平方公里的

外大陆架。日本为了尽量避免与中国及韩国产生争议,其外大陆架申请中未涉及东海部分。另一

方面,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大陆架,日本把一些水下岩礁如冲之鸟礁石当作岛屿来主张权利。
[ 14]
对

此,中国、韩国等国家都通过照会提出了异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 2009年 2月 6日提交给

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中指出,日本划界案以 /冲之鸟礁0为基点划出的 200海里大陆架范围, 以及

以 /冲之鸟礁 0为基点主张延伸的 SKB /M IT和 KPR3处 200海里外大陆架。 5海洋法公约 6第一二
一条第三款规定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0

冲之鸟礁作为此种岩礁不具备拥有任何范围大陆架的权利基础, 日本划界案中以冲之鸟礁为基点

划出的 200海里以内及以外的部分均超出了5海洋法公约 6有关委员会做出建议的授权, 因此中国

政府要求委员会不对上述部分采取任何行动。
[ 15]

韩国政府于 2009年 5月 11日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的初步信息,其主张的外大陆架共 1. 9万

平方公里,所要求的外部界线位于距离 /大陆坡 0 ( FOS) 60海里以内的韩日共同开发区 ( JDZ)海

域,与中国和日本主张的大陆架区域均有重叠。
[ 16]
目前,中韩之间的大陆架分界主要涉及苏岩礁的

归属问题。苏岩礁是位于东海北部的水下暗礁,其所处海域位于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区。韩

日两国在签订5韩日渔业协定6时, 也曾将苏岩礁划入韩国领海之内, 将苏岩礁作为其海权主张的

一个依据。对于韩国这一做法,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表示了反对。

2009年 4月 8日,菲律宾向联合国递交了对吕宋岛东部海岸一处灭绝火山的海脊 /宾汉隆起0
( B enhamR ise)的主权申请,并称该提案仅为 /部分提交0, 强调 /宾汉隆起 0地区不是任何海洋争端、

申诉或争议的主题。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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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马来西亚于 2009年 5月 6日共同提出了 /外大陆架划界案 0。在该申请案中, 双方承认

在划界案中定义明确的地区存在争议问题,还表示这两个国家为确保其他有关沿海国家无异议而

做出了努力,尽可能保证这一联合提交不损害有关国家的划界事务。
[ 18]

2009年 5月 7日, 越南又单

独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案,主张自己有 3 260公里长的海岸线并对中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主

权,要求用已经完成的 45个固定基点确定越南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而且, 越南还欲盖弥彰地宣

称这一地区相关国家对有关本次提交的大陆架 /没有争议0。[ 19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 5月 7日

分别就上述两个划界案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 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指出由于该两个划

界案侵害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政府郑重要求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按相关规

定不审议上述 /划界案 0。[ 20]
越南为完成上述两次提交煞费苦心地做了不少工作, 两次 /划界案0连

同所有地图、数据、表格附录及资料库都由众多官方和研究机构参与,例如其外交部、自然资源和环

境部、科学技术部、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院、地理研究所、调查和测绘部、海军水道测量和地图

绘制部、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等都参与其中。
[ 21]

2009年 5月 11日,中国也提交了关于外大陆架划界的初步信息, 其内容仅主要涉及东海部分

的外大陆架,根据科学数据初步主张中国在东海的外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位于冲绳海槽轴部,资料还

同时声明中国保留就其他海域提出划界案的权利。
[ 22 ]
日本在针对中国的初步信息中提交的照会中

声称,中国所提交的初步信息中所涉及的海域属于中日海岸相向距离不足 400海里的区域, 且在该

海域中日两国存在划界问题尚未解决。日本还声明保留就中国提交的初步信息或者将来提交的划

界案进一步提交评论意见的权利。
[ 23]
此外, 日本还以类似的理由针对韩国所提交的外大陆架初步

信息提出了照会。可见,在东海海域, 外大陆架划界由于可能涉及到相邻或相向国家 (中、日、韩 )

之间的划界争端而变得更加复杂。

总之,目前我国和周边国家围绕东海及南海的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申请的活动方兴未艾,这些外

大陆架的划界案都可能会涉及到有关东海或南海的争端处理的问题。从上述周边的几个国家的提

交情况看,菲律宾为回避争端只就汉宾隆起部分做了提交,日本虽然希望回避争议,暂时未就东海

部分提出要求,但其涉及 /冲之鸟礁 0部分的主张仍然涉及争议问题, 日本也针对中国和韩国的外

大陆架申请初步信息提交了评论意见。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外大陆架划界主张则显然侵犯了我国的

海权。因此,我们一方面应按照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5科学和技术准则 6做好勘探和数据分析工作,

为编写和提交完善的外大陆架划界案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关注周边国家申请外大

陆架事态的进展,对于损害我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有关外大陆架的申请, 通过向联合国提交

说明存在海域争端事实的照会的方式,利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划界案职权范围的有关限制机

制来阻止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其进行审议,以积极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注释:

[ 1] 5各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初步信息列表6,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 rg /

Depts / lo s/ clcs_new / comm ission_subm issions. htm, 2009年 5月 13日。

[ 2] [ 3]苏枫: 5外大陆架的争夺意在资源6, 5新世纪周刊6 2009年第 17期, 第 45、46页。

[ 4]刘楠来、周子亚、王可菊等 : 5国际海洋法6,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6年, 第 239页。

[ 5]董爱波: 5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俄瞄准北冰洋资源6, http: M in t.l ce. cn / zj/200711 /08 / t2007110813529587.

shtm ,l 2007年 11月 8日。

[ 6]吕文正: 5俄罗斯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的启示6, 见5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6,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5年,

第 125页。

[ 7]贾宇、毛丽斐: 5200海里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法律问题6, 见 5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6, 海洋出版社, 2005年,第

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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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 13]傅崐成: 5海洋法专题研究6,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 301页。

[ 14] 5日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执行摘要6, 联合国网站 : h ttp: M www. un. o rg /D epts / los/

clcs_new /subm iss ions_files/ subm ission_jpn. htm, 2009年 5月 15日。

[ 15] 5中国就日本的划界案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照会 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rg /D epts/ los /c lcs_ new /

subm issions_files / jpn08 / chn_6 feb09_c. pd,f 2009年 5月 15日。

[ 16] 5韩国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初步信息 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rg /D epts/ los /c lcs_new / subm is-

sions_files/ pre lim inary /ko r_2009prelim inary in fo rm ation. pd,f 2009年 5月 12日。

[ 17] 5菲律宾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执行摘要 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 rg /D epts / los/

clcs_new /subm iss ions_files/ subm ission_phl_22_2009. htm, 2009年 5月 16日。

[ 18] 5越南与马来西亚联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执行摘要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 rg / D epts/ los/ clcs_new /subm issions_files/ subm ission_m ysvnm _33_2009. h tm, 2009年 5月 16日。

[ 19] 5越南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执行摘要6, 联合国网站 : h ttp: M www. un. o rg /D epts / los/

clcs_new /subm iss ions_files/ subm ission_vnm _37_2009. htm, 2009年 5月 15日。

[ 20] 5中国就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外大陆架联合申请划界案提交的照会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rg /D epts/

los/ c lcs_new / subm issions_files /m ysvnm 33_09 / chn_2009re_m ys_vnm. pd ,f 2009年 5月 15日。

[ 21]周晶璐: 5承认有争议, 越马外大陆架划界细节曝光 6, http: M www. new s365. com. cn /yw /200905 / t20090511 _

2315650. htm, 2009年 5月 11日。

[ 22] 5中国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的初步信息 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rg /D epts/ los /c lcs_new / subm is-

sions_files/ pre lim inary /chn2009prelim inary in fo rm ation_chinese. pd,f 2009年 5月 12日。

[ 23] 5日本就中国递交的初步信息向联合国秘书长所提交的照会6, 联合国网站: http: M www. un. org / D epts / los/

clcs_new /subm iss ions_files/pre lim inary / jpn_re_chn2009e. pd,f 2009年 10月 15日。

[责任编辑:邵  鸣 ]

(下转第 32页 )

#8#



Ins titute for Advanced S tudy Sem inar S tate Responses toT errorism press, 2006, p16.

[ 21] [ 22] [ 26] P eter Cha lk, A nge l R abasa, W illiam R osenau and L eanne P iggo tt, / The Evo lv ing T erro rist Threat to

Sou theastA sia0, NationalD ef ense Research Institute p ress, 2009, p. 5, 7, 4.

[ 23] W h ite P aper, / T he Jem aah Islam iyah arrest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 ism0, M inistry of Hom eA ffair sRepublic of S inga-

pore p ress, 2003, pp. 8.

[ 25] M arc Er ikson, / The O sam a bin L aden and a-lQ aeda o f Southeast A sia0, http: M www. atim es. com /se- as ia /

DB06A e01. h tm .l

[ 27] N oor H uda Ism a il and C arlU ngerer, / Jem aah Islam iyah: A renew ed S trugg le? 0, Australian S trateg ic Po licy Institute

p ress, 2009, pp. 3.

[责任编辑:邵  鸣 ]

The reason of AJAI. s resurgence

LIU S-i si

( Ch ina Fo re ign A ffa irs U n iversity, Be ijing 100037, Ch ina)

Abstrac t: A JA I has been w idely reported recently, bu t actually it has ex isted fo r decades. Its predecesso r is / D aru l

Islam0 wh ich w as established in the 1940s. T he a im o fA JA I is establish ing a / D arul Islam0 tha tw ill cove r Indonesia, M a-

laysia, Philippines, T ha iland, S ingapo re and Brune.i S ince 2005, A JA I has planned a ser ies o f terror ist cases. W hy A JA I

w ou ld a rise anew a fter it has been taken heavy b low s from governm ent? T he paper tr ies to answer th is question from four as-

pects: str ict organ iza tiona l structure, dynam ic netwo rk system, various sources o f fund ing and w ide contacting channe ls.

K ey words: A JA I, the Southeast A sian terror network, ant-i terro 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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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Comm ission on the L im 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 CLCS)

in the delim itation of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also Comm enting on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Applications of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Coastal States

LI Y i

( B eijing N orm a lU n iversity, Be 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 t: The tim e lim it o f outer continental she lf app lication resulted in numbers o f coasta l states put forw ard the ir

subm issions o f outer continen tal she l.f T he Comm ission on the L im its o f the Continenta l She lf ( CLCS) m ay table a proposa l

to the coasta l state based on its' considera tion on the Subm iss ion o f the coastal state. T he recomm endations o f the CLCS are

ne ither a judgm ent, no r just a re ference. The ou ter lim its o f the continenta l she lf estab lished by a coasta l State on the bas is

o f the recomm endations o f the CLCS sha ll be final and bind ing. A t present, Ch ina need to com pile the subm issions of outer

continen tal shelf based on the suppo rting scien tific and technical data, and a t the sam e tim 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ea l

w ith the invo lved d isputes w ith the surrounding coastal states proper ly so as to sa feguard ou r national sovere ignty and inte r-

est.

K ey words: Comm iss ion on the L im its of the Continenta l She lf ( CLCS), oute r Continen tal Shel,f tim e lim it, Subm is-

sions, recomm enda tions, P re lim inary In fo r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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