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海域划界问题的立法、实践及挑战

付琴雯＊

内容摘要：法国领土地缘情况特殊，海域划界问题是法国海洋法实践的难点之一。对

于《公约》规定中涉及海洋划界问题的海域规则，法国明确自身立场进行博弈，并落实相应

国内法转化，为本国海域划界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法国主要通过双边协定方式解决海域划

界问题，其参与的两起划界仲裁案结果也为国际海洋划界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海域

划界面临的挑战集中在其海外领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中，而划界原则和方法的

选择与解释、岛屿的国际法地位及效力、岛屿主权争议都加大了问题解决难度。法国海域

划界实践主要存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动因考量。近年来，法国注重通过更加务实的方

式推动争议海域的区域共融，避免海域划界问题成为法国扩大海洋权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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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对《公约》下国家管辖海域的法律立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诞生迈出了建立新海洋法律秩序的第一步。
《公约》中规定的四种海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除了没有规定毗连区的划

界，对其余三种均作出了涉及海洋划界问题的规定。可以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

海洋划界法律是国家海洋划界实践的基础。随着这些制度的确定，许多国家的海域主张产

生重叠，集中产生在这三类海域中的划界争议不断增多。理清法国对国家管辖海域规则的

法律立场，对于检视法国海域划界实践中的挑战及其背后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一）领海与毗连区

１．领海宽度和外部界限

１９５８年之前调整划分海洋空间的国际法规则未被编纂，习惯国际法仅承认沿海国对紧

邻其海岸（一般到３海里的距离）的水域，即领海的主权。①法国对待领海界限问题也长期依

赖于国内习惯法：１８８８年３月１日，法国颁布立法禁止外国船只在法国３海里以内海域进

行捕鱼活动。②这条习惯规则之后在法国的海洋实践和法律声明中多次确认，法国３海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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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线的传统主张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然而，尽管法国支持航行自由权并实践３海里习惯

规则，但在法国国内法中，却从未对领海宽度做出明文规定，仅在涉海活动的有关法律中找

到一些侧面性规定。
在海洋法成文编纂过程初期，法国反对扩大３海里的领海宽度。不过，随着１２海里的

领海宽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国际海上活动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多，法国的态度也逐

渐产生了变化。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法国颁布第６７－４５１号法令，规定自领海基线起１２海里

内禁止外国船只捕鱼，该范围同时也成为法国沿海渔业保护区和海关区界线。①实际上，这

种转变有着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考量：首先，法国认为海上航行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尤

其是防止载有碳氢化合物的超大吨位船只的通过带来的潜在影响。在该法令颁布前的三

个月，“托尼·卡尼翁”号（Ｔｏｒｒｅｙ　Ｃａｎｙｏｎ）油轮触礁事件给法国沿海造成了严重污染。为

此，法国意识到沿岸国必须行使更大的海务治理权利。其次，法国的态度转变也有着深层

的地缘战略思考。法国国民议会第Ｄ２１０７号报告指出：“（领海宽度）扩大到１２海里的决定

也并非完全不出于军事秩序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领海范围的扩大自然而然的予以了一

种法律上的确认，而鉴于法国的核实力，这种法律确认可以使政府在太平洋海域采取更为

满意的安全措施。”②最终，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法国正式表达了对１２海里领海宽度的

支持立场。

２．基线问题

在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法国对“领海及毗连区”条款草案第５条表示整体反对。法国

代表格罗斯（Ｇｒｏｓ）认为：“不应删除对直线基线长度的具体规定。”③之后，法国通过国内立

法对该问题做出规定：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法国颁布法令将确定法国海岸低潮线和海湾闭

口线，以便确定基线、测量领海宽度。④１９７１年，法国颁布第７１－１０６０号立法，正式规定了

法国领海划界情况。该法第１条规定，法国领水范围扩大为自基线量起的１２海里，领海基

线是法令规定的沿岸低潮线、直线基线以及海湾闭口线。⑤直线基线法主要运用法国本土的

拉芒什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之后被运用到了法属海外领土的领海测量中，包括法

属圭亚那、马约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凯尔盖朗群岛、圣保罗岛等。
法国远洋群岛的基线适用问题是其面临的一道挑战。虽然法国为其许多海外岛屿或

群岛适用直线基线法，但却因在实践中未严格遵循《公约》的规定而受到诟病。例如，有学

者认为凯尔盖朗群岛北部有一些岛屿稍偏离主岛，很难成为主岛的沿岸群岛，但法国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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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划定基点并与主岛的基点连接了起来，不免有补充适用群岛制度的嫌疑。①实际上，这

是由于作为拥有大量远洋群岛的大陆国家，法国对于“岛屿”地位和制度的立场本身就存在

一定内部利益冲突。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准备性讨论上，法属波利尼西亚代表提出“所

有波利尼西亚岛屿的领水界线以外即是公海，最外侧的岛屿群界限或可超过１２海里”②换

句话说，该地区强调岛屿的“统一性”概念，暗示环绕岛屿水域应被看做内水，因此希望适用

群岛基线法。然而，该概念被认为易造成滥用，法国本身也不愿意开创“先河”：外事委员会

报告人贾莫（Ｊａｍｏｔ）认为，由于法属波利尼西亚一些岛屿间距离已超过２００海里，如接受提

议将造成一种“不可接受”的结果，尤其是对世界上的闭海或半闭海地区。另外，对于一些

国家试图将适用于陆地的制度和适用于岛屿的制度进行区分，法国代表让内尔（Ｊｅａｎｎｅｌ）指

出：“这样的区分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不仅导致了国家主权的分裂，也使海洋法

‘特殊化’。该问题只涉及数量有限的国家，应通过双边协定来进行调和。”③

总体来看，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中，对于群岛基线的主流定义不能脱离对群岛政治地

位的考量而仅仅独立考虑其地理含义。最终《公约》中“群岛国”的定义不包括拥有海外群

岛的大陆国家，第四部分条款也只适用于群岛国，对拥有远洋岛屿的大陆国的适用问题并

不明确。另外，法属波利 尼 西 亚 和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地 理 上 特 征 突 出、政 治 上 高 度 自 治，具 有

“准群岛国”属性，但由于不是独立国家，因此无法适用群岛基线，《公约》对这类特殊国际法

主体的规定仍是模糊区域。
（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１．法国对大陆架可主张权利的立场

法国对待大陆架的有关立场经历了由保守到支持的转变。早在１９４５年《杜鲁门公告》

中提出有关大陆架的理论之时，法国的态度甚是消极：一方面，法国认为该理论与海洋自由

原则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还未能意识到在该区域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然而，

自５０年代起，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就独立问题纷争不断，关系持续紧张，法国石油供给开始

出现困难，勘探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迫在眉睫。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参与国际海洋法律规则之构建，在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通过的７
年后，法国于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４日加入该公约，但同时也对该公约作出了数项解释性声明和

保留。④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法国代表团主张制定出一个更加详细确定的、不必考虑每

个国家技术能力的大陆架定义；同时，法国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一份条款修订案，要求删除

含有“可开发性”标准的语句，以避免因技术发展而出现大陆架扩展的可能性。然而，仅以

地理地质为标准为大陆架作出唯一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沿海国在地质上自然缺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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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架，但对其近岸自然资源仍有着强烈的开发需求。《杜鲁门公告》发表不久，许多国家都

通过国内立法、国家间协定的方式确定其邻接海域、海底及其资源主张权利。尽管主张的

内容和范围都各不相同，但都是为各自争取最大的海洋权益。

１９８２年《公约》第７６、７７条正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根据第７６条第１款的规定，沿

海国的大陆架至少可以自动扩展到距离领海基线２００海里的距离，沿海国在这片海域拥有

固有权利。受益于其极为广阔的海外领土，在加入《大陆架公约》和批准《公约》后，法国可

主张的大陆架面积急剧增加，大陆架面积是其陆地国土总面积的２０倍。近年来，法国根据

第７６条第４、５、６款的规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若干外大陆架划定申请的执

行摘要，以进一步维护法国在大陆架海域的海洋权益。

２．法国对专属经济区定义和权利的立场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法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日本组成“海洋强国”特别利益集团，

要求条约能够确保海上的航运和航行自由。①会议上各国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法律性质争论

不定，一些诸如海上污染防治、船只航行、海上科学研究等提案中有关适用海域的准确定义

并未明确，“海洋强国”集团主张专属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以更好地确保经济区内活动

的自由。由于专属经济区权利是一种沿海国需要主张的权利，国家专属经济区主张大多明

确规定在其相关的国家立法或外交声明中。②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６日，法国颁布第７６－６５５号有

关法国沿海经济区的立法，自此成为欧共体第一个拥有２００海里经济区的成员国。不过，

法国考虑到了其领土地理分布广阔、海域情况多样的情况，通过类似于“授权”方式，针对法

国不同海域情况颁布不同的法令，以尽可能的考虑到法国不同领土地域的海岸边界情况。③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政府在这些立法的措辞中使用的是“经济区”（ｚｏｎｅ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而并未加上“专属”（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的字样。笔者认为，这也反映了法国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

的有关立场，即“经济区”不应该被各国“私有”，而属于“公海”的一部分。最终《公约》将专

属经济区归为既不属于沿岸国也不属于公海的“自成一类”的海洋区块，这正是世界海洋强

国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斗争的折中结果。另外，这些授权式法令的主要调整对象都是法属海

外省及海外领地，它们广阔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大洋，经济区内重点发展领域各不相同，但都

可为法国带来丰富的经济利益，也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法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

不过，也正是由于法国领土构成的特殊性，专属经济区中“非独立领土”的问题在法国

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存在许多特别主权实体，既不属于附属领土，也不是完全独立国，法

国对其本土以外１２个领土区域行使管辖。在１９７７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提出的条款草案

中，第１３６条指出，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考虑联合国认为仍处于殖民统治或并未享受完全

自治的领土地区。有法国学者认为，该草案条款或对法国在其海外省和海外领土的权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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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构成持续威胁，因为“该条试图剥夺这些地区享有《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规

定，又或者是为 了 使 得 这 些 规 定 的 使 用 权 交 给 这 些 领 土 地 区 的 人 民，而 不 是 其 当 前 管 理

者。”①最终《公约》确定的条款模糊了未完全独立或自治领土与其管理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约》条款适用主体的定义。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关于非独立国家或特别主

权实体的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的享有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公式，这种公式在其适用上

必须是普遍性的，而不是歧视性的。”②尽管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宗主国（或管理国）难以

达成一项单一的海洋规则或政策，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无法在《公约》制度下作出利益最大化

的选择，更不代表它们可以剥夺其海外领土居民从各自经济区获益的权利。

二、法国海域划界实践的主要内容

法国领土由法国的欧洲本土和海外领土共同组成，前者坐陆望海、邻国及共享海域众

多，后者零星分散在世界各大洲大洋、岛屿属性强烈。拥有６个陆地共同边界国的法国，在

涉及海上或海底边界划界的国家上多达３２个。其独特的地缘情况催生了法国多量又多样

的海域划界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法国也遇到了许多挑战。
（一）与法国海域划界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

处于法国主权之下的领土地势分散性是法国海洋法实践的一个极大考验，其复杂的地

缘政治和经济情况甚至可以造成在法国管辖范围内利益上的对立。因此，想要在同一个问

题上制定出一个明确单一的海洋法律或政策并不容易。在法国国内法中，唯一明确提及划

界问题的法律是１９７１年第７１－１０６０号有关法国领海划界的立法，该法第２条规定：“除非

有特别约定，领水宽度不应超过法国及与法国相邻或相向沿海国领水基线的最近距离相等

的中间线。”③而法国１９６８年大陆架法和１９７６年经济区法均没有与划界有关的条款。１９７７
年和１９７８年关于在法国领土海岸建立经济区的一系列授权性法令，则提及领水以外１８８
海里的经济区域界定遵从于“与邻国的划界协定”。由于该规定较为模糊，因此在与其他国

家缔结海洋划界国际协定中———尤其在涉及专属经济区或／和大陆架问题时，法国政府具

有较大行动余地。
法国也积极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公约》制度下可主张的海洋权益。近年来，法国接连

向联合国提交其海外领土区域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部界线划定信息，以推进落

实法国可主张的海域范围、维护法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战略和经济利益。另外，法国海

洋部门间委员会（ＣＩＭＥＲ）集合调动了负责与海洋有关的各部委，以审议国内和国际在海洋

各领域的政策、确定政府各部门在不同海洋活动中的行动导向，尤其是海域利用及保护、加

强海上及海床洋底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方面。２０１１年，ＣＩＭＥＲ决定收集和规整所有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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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边界和区域有关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以提高在国际法上的应对有效性。①

（二）通过双边协定解决的海域划界

根据法国国防部下属的“海洋学和水文地理部门”（ＳＨＯＭ）统计，法国共达成了２１项

海域划界双边协定，但这并没有解决法国全部的海洋划界问题。目前，仍有１１处海域并未

完成划界，其中２处正在确定、３处部分确定，６处海域未开始进行划界谈判。②

法国通过双边协定划定领海界线的实践主要有四个：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７日法国与加拿大

签订渔业协定中第８条确定了加属纽芬兰岛 与 法 属 圣 皮 埃 尔 和 密 克 隆 群 岛 的 领 水 界 线；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９日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加斯科涅湾的领海划界协定；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日法国

与英国协议确定了两国在加莱海峡的领海划界；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８日法国与比利时达成了领

海划界协定。

法国也与不少国家达成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域划界协定。值得注意的是，这其

中大部分都涉及法国海外领土及地区。例如，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有关法属留尼旺省和毛里求

斯间的经济区划界协定；１９８０年法国与汤加国签订了有关法属瓦利斯和福图纳群岛的经济

区协定：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与委内瑞拉签订了法属安地列斯群岛和委内瑞拉阿韦斯岛之间

的划界条约；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５日英法签订法属波利尼西亚土阿莫土群岛和英国皮特克恩

岛、亨德森岛、迪西岛、奥埃诺岛的划界协定；③１９９０年８月３日签订了法属波利尼西亚和

库克群岛的协定：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法国与所罗门群岛就新喀里多尼亚的海域划界签订协

定等。
近年来，为落实法国新的专属经济区主张，法国进一步推动了其海外领土的有关海域

划界谈判。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日，法国与意大利签订了在地中海的划界协定，以划定两国的主

权和管辖权海域；随后在３月２６、２７日，法国与荷兰在安地列斯群岛的菲利普斯堡达成协

定，以落实分属法荷两国的圣马丁岛西南和东南部的海域划界问题；同年４月，法属圭亚那

省与苏里南共和国针对马罗尼河河口的划界谈判也有了较大的进展，缓和了两个地区长期

以来的海域划界争议。另外，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法国与安提瓜和巴布达签订海域划界

协定。
（三）诉诸国际司法手段解决的海域划界

总体来看，法国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协定的方式来解决海域划界问题。法国诉

诸司法手段的仅有２起案例，这２起仲裁案的结果却为国际海域划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０日，英法两国签订仲裁协定，组织仲裁法庭解决两国在拉芒什海峡（英

称“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区域的两段大陆架划界争端，这是两国第一次采用国际司法途

径要求判定各自大陆架界线。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日，法国与加拿大将海域划界争议提交仲裁，

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０日的判决裁定了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海洋区域界线以及完成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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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就已部分划定的海洋界线。该判决由于动机不足和最后划定法国在该区域专属经

济区的形状奇特而受到学界关注。

三、法国海域划界实践的主要挑战

（一）法国海洋划界实践中对划界原则或方法的挑战

在确定主要海域划界原则的博弈中，法国是“公平原则”的支持者，①但在实践中采取了

更为折中的立场。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中，“公平原则”集团和“等距离中间线原则”

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公约》第７４条和第８３条的规定便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公平原则”

集团认为，由于海岸情况复杂，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等距离原则可能导致不公平，因此不应只

采用唯一的方法，而是应该针对每种情况，让划界方自行选择，以寻求公平的解决。

法国学者多贝尔（Ｄｏｂｅｌｌｅ）指出，“等距离”是一种可以达到“公平”的客观方法、是寻求

“公平”的出发点。②国际实践表明，大部分协定都是采用等距离线或调整后的等距离线方法

进行划定，法国也不例外。在严格按照等距离中间线方法划界实践中，例如，１９７２年法加渔

业协定第８条规定，采用中间线原则确定加属纽芬兰岛与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领

水界线；１９８５年８月６日和１１月５日法国与图瓦卢群岛以换文形式签订协议，规定在达成

一项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式海洋划界协定的缔结之前，对法属瓦利斯和福图纳群岛与图瓦卢

群岛之间的海洋划界作出了一项临时性安排。协议指出：“在能最终确定海洋边界的海图

完善之前，两国对以等距离线作为参考划界线予以承认。”③

法国在划界实践中采用等距离方法，并不等于支持“等距离”单独成为一项划界原则。

由于划界的主客观情况差异颇大，法国的许多立场并不是绝对的。例如，考虑到国家海岸

长度差别：在１９７４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的比斯开湾领海划界协定中，由于法国在比斯开湾

的海岸线成凹型，比西班牙海岸线长，因此协定采用了等距离线和协定线的混合划界方法。

然而，两国在地中海海域的划界问题上却没有达成一致，法国在该议题上否定适用等距离

中间线方法。④

在１９７７年“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中，法国对“等距离中间线”原则提出了挑战。法国认

为，由于其在加入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时，对该公约第６条提出了保留，因此等距离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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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　Ｄｏｂｅｌｌｅ，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ｆéｒｅｎｃｅà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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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　Ｄé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ｒｏｖｉｓｏｉｒｅ　Ｅｎｔｒｅ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Ｐａｙｓ，６Ａｏｔ　１９８５ｅｔ　５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１９８５，ｄａｎｓ　Ｒｅ－
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Ｔｒａｉｔé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ｖｏｌ．１５０６，Ｉ－２５９６４，１９８８，ｐ．３７－３８；Ｐｕｂｌｉéｐａｒ　ｌｅ　Ｄéｃｒｅｔ　Ｎｏ．８６－
１０５６ｄｕ　２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９８６，ＪＯＲＦ　Ｎｏ．２２４ｄｕ　２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９８６，ｓｕｒ　Ｌé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西班牙认为，等距离原则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海域，而法国认为西班牙克鲁斯角（Ｃａｐ　ｄｅ　Ｃｒｅｕｓ）的
特殊轮廓抬高了两国海域的中间线，法国的利益受到减损，因此反对适用等距离中间线原则。Ｓｅｅ　Ｄｉｄｉｅｒ
Ｏｒｔｏｌｌａｎｄ，Ｌａ　Ｄé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Ａｔｌａｓ　Ｇé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Ｅｓｐａｃ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ｎｅｒｇｉｅ，Ｐêｃｈｅ　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　１４（２ｎ　ｄ　ｅ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ｉｐ．２０１５）．



线原则不适用于本争端。法国提出应适用北海大陆架案中所援引的国际惯例，也就是在陆

地领土自然延伸原则基础上适用公平原则划定大陆架界线。然而，在最终的判决中，海峡

群岛部分采用了等距离线划界方法、大西洋海域采用了经过调整的等距离方法。“公平原

则”在本案中承担了辅助性角色，仲裁庭附带性地提及了该原则。①仲裁庭指出，在大多数情

况下，地理特征影响对大陆架边界的划定。《大陆架公约》第６条并没有把等距离原则和特

殊情况规定为两种不同的规则。在所规定的两种情形中都是一项单一的规则，即结合起来

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这个准则与国际惯例的准则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依据公平原

则来划定界线。②

在１９９２年“法国—加拿大单一海洋划界案”中，法国主张等距离原则却并未得到适用。

在本案中，两国一致认为划界应遵循公平性的原则或准则，考虑“有关情况”，以达到公平结

果。该根本准则的前提在于强调“公平”、反对任何方法具有必要性。然而，两国却并没有

在解决争议的原则或准则上达成一致：法国认为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第６条等距离／特殊

情况原则适用该案情况，而加拿大则强调应适用于该地区“特殊情况”规则，包括“不侵占原

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ｎｏｎ－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ｍｅｎｔ）以及考虑“海岸线长度避免不成比例的公平准则”。③

最后，仲裁庭拒绝了法国的观点。

除了确定海域划界的适用原则和方法，各国对于适用划界方法中的不同要素解释也是

包括法国在内的海域划界实践国面临的挑战之一。例如，在２０１２年，法国和瓦努阿图在海

上登临检查一艘中国籍渔船中产生争议。在该事件中，登临检查的海域还没有进行官方划

界，两国都认为该海域属于本国专属经济区。该问题产生的源头在新喀里多尼亚三省之一

的罗亚尔特群岛的基线认定上。④２００２年，法国颁布第２００２－８２７号法令，宣布确定测量新

喀里多尼亚领水宽度基线的海湾闭口线。⑤瓦努阿图虽未对该法令提出明确反对，但实践证

明，其并不认可法国的做法。实际上，基线是划定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起

算线，也是应用等距离中间线方法的基础。近年来，为推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法

国进一步落实了其本土及海外领土的海域基线划定工作。⑥然而，这些划定工作还没有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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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Ａ·柯尔森：《英、法大陆架争议的仲裁》，费宗祎摘译，《国外法学》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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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　ｅｔ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ｅｓ，ｐａｒａ．８，ｐ．２７５．

Ｊｅａｎ－ｔｉｅｎｎ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Ｊｏｌ　Ｇｕｅｒｒｉａ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ｈｅｉａｖａ，Ｌｅｓ　Ｚｏｎｅｓ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ｓ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ｅｓ：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ｅ　Ｖéｒｉｔé，ｉｎ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ｎ°４３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Ｆａｉｔ　ａｕ　Ｎｏｍ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Ｓé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ｅàｌ’Ｏｕｔｒｅ－ｍｅｒ　６５（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Ｄéｃｒｅｔ　Ｎ°２００２－８２７ｄｕ　３Ｍａｉ　２００２Ｄéｆｉｎｉｓｓａｎｔ　ｌｅｓ　Ｌｉｇｎｅｓ　ｄｅ　Ｂａｓｅ　Ｄｒｏｉｔｅｓ　ｅｔ　ｌｅｓ　Ｌｉｇｎｅｓ　ｄｅ
Ｆｅｒｍｅｔｕｒｅ　ｄｅｓ　Ｂａｉｅ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àｌａ　Ｄé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Ｌｉｇｎｅｓ　ｄｅ　ＢａｓｅàＰａｒｔｉｒ　Ｄｅｓｑｕｅｌｌｅｓ　ｅｓｔ　Ｍｅｓｕｒéｅ　ｌａ　Ｌａｒ－
ｇｅｕｒ　ｄｅｓ　Ｅａｕｘ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ｅ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ｅｓà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Ｃａｌéｄｏｎｉｅ．

２０１２年法国颁布第２０１２－１０６８号法令，确定法属波利尼西亚地区的法国领海宽度基线；２０１３
年第２０１３－１１７７号法令确定马约特省的法国领海宽度基线；２０１５年，法国相继颁布第２０１５－５５０号法

令确定克利伯顿岛的法国领海宽度基线、第２０１５－９５８号法令确定法国本土及科西嘉岛的法国领海宽度

基线、第２０１５－１５２８号法令确定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领海宽度基线。



完成，等距离中间线方法无法推进，海域划界问题悬而未决，这都给国家在其所认定管辖海

域行使管辖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二）法国海域划界实践中岛屿的地位及效力

《公约》第１２１条第２款规定：“除第３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有学者指出，无论是１９５８
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还是１９８２年《公约》，都没有直接处理岛屿制度问题，而是在领海

和大陆架制度内容中予以解决；同时，《公约》对于“岛屿”的定义措辞含糊不清，是各国妥协

的产物。①因此，岛屿不仅成为了群岛国或拥有远洋岛屿的大陆国维护和扩大海洋权益的重

要筹码，也是“近年来世界海洋政治领土和海域中的一个非常麻烦的特征”。②岛屿也是法国

解决海域划界、维护海洋权益的“阿基琉斯之踵”：受益于广阔的海外领土，法国可主张的海

域权益范围大大提高，③但法属海外领土大部分都由岛屿组成，法国的海域划界问题变得更

加复杂。

在１９７７年法英大陆架仲裁案中，英属锡利岛和法属韦桑岛在地理上存在不对称的情

况，锡利岛距离英国本土海岸的距离比韦桑岛距离法国本土海岸远两倍。但法国认为，两

岛对于英法海岸线总体走向的影响都构成“特殊情况”。④仲裁庭认为，如果对锡利岛和韦桑

岛的效力进行“完全考虑”或“完全不考虑”的极端处理，都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最终，仲

裁庭给予了锡利岛“半效力”，第一步在完全不考虑锡利岛的基础上划出两国海岸的等距离

线，第二步在完全考虑的基础上划出等距离线，划定这两条等距离线的中间线作为最终的

边界线。⑤

在１９９２年“法加海洋划界仲裁案”中，法国主张在海域西面和南面根据在法、加海岸的

五处基点开始划定一条等距离中间线，而加拿大则主张沿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的低潮线为

基点划定１２海里的拱形海域。⑥最终，在西部海域，仲裁庭在该群岛１２海里领海基础上，额
外增加了１２海里作为西面海域的专属经济区。⑦在南部边界，仲裁庭认为地理状况完全不

同，法属岛屿拥有朝南海域边界，这条海岸线没有受到任何加拿大侧面相邻或相向海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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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éｃｉｓｉｏｎ　ｄｕ　１０Ｊｕｉｎ　１９９２，ｐａｒａ．６９，ｐ．２９０．



阻碍，法国完全有权拥有向正南面投射的一片海域，因此，仲裁庭在南面划定给圣皮埃尔和

密克隆群岛一条长２００海里、宽１０海里的“走廊形”专属经济区。
最终划定给法国的海域面积比法国的原始主张多出１／５。有学者认为，该判决结果有

“超越诉求”（ｕｌｔｒａ　ｐｅｔｉｔａ）之嫌。①法加双方并不满意该裁决的解决方案，于法国来说，判决

损害了其海洋权益。该地区的渔业活动和海底资源是两国争议的核心，岛屿可主张效力的

认定对两国的经济利益有着直接影响。然而，在海域南侧划出的法国专属经济区就像是垂

直刺入圣皮埃尔滩（ｂａｎｃ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的“一根粗针”，这一小部分区域使法国根本无法

对该地区的海洋资源开展自主管 理。如 此，在 圣 皮 埃 尔 和 密 克 隆 群 岛 的 捕 鱼 活 动 将 依 赖

于、受限于加拿大的捕捞配额制度。在判决书的不同意见部分，仲裁庭法官哥特列伯（Ａｌｌａｎ
Ｅ．Ｇｏｔｌｉｅｂ）指出，裁决赋予法国的经济区与该海域相应的开发之间并不匹配，法庭适用的

划界方法并不符合公平原则，造成了不公平的划界结果。②

在１９８０年法国与委内瑞拉签订的划界协定中，由于考虑到委属阿韦斯岛大小远不及

法属安地列斯群岛，因此最终划定的委内瑞拉专属经济区比起按照等距离方法测算的面积

减少了１１％。有学者认为，该划界虽然表面上使用的经纬线，但其中却隐藏着等距离的影

子，等距离或作为确定经纬线位置的方法或作为达成平衡的基础。③

１９８４年，为了避免法国与意大利领水划界后包围住摩纳哥水域，法国割让了４８平方公

里的领海水域给摩纳哥。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法国与意大利签订的关于博尼法乔海峡的海

洋边界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者的经验。在该协定中，意大利同意在海峡最窄处不

用等距离线原则，并考虑海峡中花岗岩岛屿与拉维齐群岛的岛屿效力，以使法国能够在该

领水水域留有一条实际有效的航行走廊。与此相应，法国也同意给予科西嘉岛单独凸出部

分的托罗礁（Ｔｏｒｏ）半效力。④

１９８７年法国与多米尼加签署的划界协定同样考虑到了岛屿的影响。由于法属瓜德鲁

普北部拉代西拉德岛和玛丽－加兰特岛以及马提尼克南部海岸的拉卡拉维尔岛向海呈凸

出状，因此该海域划界未采用等距离方法，以避免造成对多米尼加不公平的结果。⑤最终，两
国参照法国与摩纳哥划界实践中的“走廊型”划 界 方 法，使 多 米 尼 加 海 域 可 扩 展 至２００海

里。⑥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日，法国与意大利签署划界协定，以推动科西嘉岛北、东、西三侧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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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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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ｅ　ｌ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ｔ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éｃｉｓｉｏｎ　ｄｕ　１０Ｊｕｉｎ　１９９２，ｐａｒａ．５１，ｐ．３３６．

高建军：《国际海洋划界论———有关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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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ｍｅ　６９（１ｓ　ｔ　ｅｄ．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划界。该协定考虑了介于科西嘉岛和 撒 丁 岛 之 间 的 托 斯 卡 纳 群 岛（Ｔｏｓｃａｎ）的 岛 屿 效 力。
然而，许多意大利渔民认为“部分撒丁岛北面海域和托斯卡纳群岛西面海域被误划成‘法国

海域’”，由此引发了舆论论战。①目前，只有法国批准了该协定。
（三）法国海域划界实践中的岛屿主权争议

法国海域划界实践面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海外领土的专属经济区主张和大陆架外

部界线的划定中，笔者认为，这是法国展露海洋野心、扩展海洋权益的必然结果。有学者指

出，尽管岛屿、尤其是主权归属存在争议的岛屿对海洋划界具有特殊的影响，然而，国际法

对于争议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是缺乏相应机制的。②因此，岛屿主权争议

也加大了法国海域划界问题的解决难度。目前，法国的岛屿主权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

区域：
第一，法国与毛里求斯对特罗姆林岛（Ｔｒｏｍｅｌｉｎ）的主权争议。特罗姆林岛位于法属留

尼旺省北部、毛里求斯东部，面积仅１平方千米，但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面积达２８万平方

千米。该岛渔业资源丰富，并具有海底矿物资源开发潜力。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法国就

宣布在该岛建立经济区。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１日，法国颁布第２００７－２２４号立法，第１４条规定

特罗姆林岛是法属南极洲和南极领地（ＴＡＡＦ）的一部分，也是宪法第７２条第３款规定下的

法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③ ２０１０年，两国签订共同开发协定，但目前还未获得法国国民议

会批准。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法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对特罗姆林岛和留尼汪岛专属经济区外

部界线的地理坐标点，并声明对该岛具有主权和主张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而毛里求斯也同

样重申“对特罗姆林岛及其海域享有全部和完整的主权”。④

第二，法国对克利伯顿岛（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受到了墨西哥的争

议。在１９３１年“克利伯顿岛仲裁案”中，法庭明确裁定该岛属于法国领土。１９５９年，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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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式承认法国对克利伯顿岛的主权。①１９７８年法国颁布第７８－１４７号法令宣布在克利

伯顿岛建立经济区，可主张经济区面积达４３．４万平方千米，但直到２００５年，法国才在该岛

海域开展经济活动。２００７年，法国与墨西哥签订渔业协定，给予墨西哥在该岛屿周围更大

的捕鱼活动空间。然而，法国外交部针对该协定使用“协商谈判”之措辞受到了广泛批判，
许多法国学者认为 此 举“损 害 了 法 国 对 该 岛 拥 有 主 权 的 公 信 力。”②２００８年，法 国 颁 布 第

２００８－７２４号宪法性法律，将宪法第７２条第３款补充加上了“克利伯顿岛”的字眼，明确该

岛属于法国主权领土。③然而，克利伯顿岛仍然是法墨之间的敏感问题，两国仍着眼于该岛

带来的渔业和海底资源利益，尤其是锰结核资源。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法国向联合国海洋法

部门分别提交对克利伯顿岛的专属经济区地理测量文件以及领海基线测量文件，墨西哥提

交抗议性照会，并指出“保留墨西哥在该地区的一切国际法权利。”④但两份照会均未提及岛

屿主权归属问题和具体的海域争议事项。
第三，法属南印度洋诸岛（ｌｅｓｐａｒｓｅｓ）的主权归属争议是殖民时期遗留问题在新时期

的表现形式。１９６０年４月１日，就在马达加斯加即将从法兰西共同体分离的前夕，法国颁

布法令规定“特罗姆林岛、光荣岛、新胡安岛、欧罗巴岛和印度礁属于法国海外省和海外领

土部管辖”，并将行政管理权交由法属留尼汪省。随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马达加斯加，
援引“依法占有原则”（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ｊｕｒｉｓ），对法属南印度洋其中四岛提出主权主张。１９７９
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认可了马政府主张的该原则，并促请法国政府与马政府就

岛屿归还事项进行协商，就争议达成一项公正解决。⑤但法国指出马政府对于该群岛的主张

是非法无效的。有法国学者认为：“划界政策原则……是根据现有国家过去的管辖边界来

确定边界，新的国家据此（界线）而独立。”⑥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５年，法国与马达加斯加分别对新

胡安岛划定专属经济区，两国主张海域产生重叠。２１世纪以来，该群岛海域海底矿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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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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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Ｌｏｉ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Ｎ°２００８－７２４ｄｕ　２３Ｊｕｉｌｌｅｔ　２００８ｄ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Ｖｅ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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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ｘ＿ｅ．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２Ｍａｒ．２０１７；Ｍｅｘｉｃｏ：Ｎｏｔｅ　Ｖｅｒｂａ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　１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ｅｃｒｅｅ　Ｎｏ．２０１５－５５０ｏｆ　１８Ｍａｙ　２０１５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ｅｐｔｓ／ｌｏ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ＰＤＦＦＩＬ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ｍｅｘ＿ｎｏｔｅ＿２０１６１１２２＿ｒｅ＿ｆｒａ．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２Ｍａｒ．２０１７．

ＵＮ．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ｄｏｐｔé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Ｓｐéｃｉａｌｅ，３４／９１．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ｌｅｓ　Ｇｌｏｒｉｅｕｓｅｓ，Ｊｕａｎ　ｄｅ　Ｎｏｖａ，Ｅｕｒｏｐａ　ｅｔ　Ｂａｓｓａｓ　ｄｅ　Ｉｎｄｉａ．９９ｅ　ｓéａｎｃｅ　ｐｌéｎｉèｒｅ，１２Ｄéｃ．１９７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ｆｒｅｎ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Ａ／ＲＥＳ／３４／９１＆Ｌａｎｇ＝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５Ｍａｒ．２０１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ａｌｌｉｅｒ，ｅｔ　ａｌ．，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５２０（８ｔ　ｈ　ｅｄ．Ｌ．Ｇ．Ｄ．Ｊ．２００９）．



可开采的可能性日渐明晰，两国对于南印度洋诸岛的主权争议变得更加焦灼。例如，２００８
年，在岛礁争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法国颁发了两项对新胡安岛经济区内石油资源进行勘

探的许可法令；２０１０年，法国颁布在南印度洋诸岛专属经济区内捕鱼活动规则的法令。①

第四，法国对马修岛和亨特岛（ｌ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ｔｌｅ　Ｈｕｎｔｅｒ）的主权争议不仅产生在国与

国之间，同时法国还要面对其主权内部迥异的声音。历史上的法国和英国对于两个无人岛

屿的归属问题长期没有定论。１９８０年，脱离英法共管后独立的瓦努阿图声称对两岛具有主

权，但该主张并未被法国认可。由于该岛无人居住，法国通过派特遣队驻扎该岛、修设天气

站等方式重申对该岛的主权。然而，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ＦＬＮＫＳ）签署并支持

２００９年《阿纳托姆宣言》的举动，与法国主权立场产生了截然对立。②２０１０年，瓦努阿图向

联合国秘书处提交法律文件，其中第２条指出“瓦努阿图拥有包括马修岛和亨特岛在内的

岛屿主权”，并于同年７月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确定瓦努阿图正常基线和群岛基线的地理

坐标清单。法国对该行为提出反对，并强调“该岛自始至终都是新喀里多尼亚的完整一部

分，是法国领土”。③法国指出：首先，瓦努阿图未对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９日法国和斐济群岛签署

并提交联合国秘书处的有关划定其专属经济区的协定提出反对———该协定也确定了马修

岛和亨特岛的海域界线；其次，２００２年５月３日，法国颁布确定新喀里多尼亚领水宽度基线

的海湾闭口线的法令，并提交联合国秘书处，该法令第２条尤其指出了马修岛和亨特岛的

基线划定，瓦努阿图也未对此提出反对。因此，瓦努阿图对该岛的主权主张毫无法律效力。

四、法国海域划界实践的影响动因

（一）政治动因

在法国实践中，有不少因为缺乏政治意愿而迟迟无法解决的海域划界问题。无法达成

政治合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领土主权争议、缺乏专业技术手段、国家政治动荡、有

关国家海外领土国际法地位变化等。例如，考虑到对方技术能力缺乏，无法为海域划界提

供有效的技术保障，在与汤加、图瓦卢等一些太平洋小国的海域划界中，法国都采取了严格

等距离（ｓｔｒｉｃｔ　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方法，而没有针对“特殊情况”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如此一来，
无论是否在实质上达到“公平的划界结果”，这种做法都 可 以 推 进 原 本 缓 慢 的 划 界 谈 判 进

程、落实法国管辖海域、对法国海洋权益的维护利远大于弊。又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法
国就开始与苏里南共和国进行划界谈判，由于后者否定了基于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的划界共

识、以及８０年代的苏里南国家内部发生动乱，两国间的划界谈判陷入僵局。２０００年初，苏

里南先与另一个海域划界邻国圭亚那开展谈判，并达成划界协定。有学者认为，苏里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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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Ａｒｒêｔéｎ°２０１０－２０ｄｕ　２２Ｍａｒｓ　２０１０，Ｍｏｄｉｆｉａｎｔ　Ｌ’Ａｒｒêｔéｎ°２００８－１５４ｄｕ　１７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８，Ｐｒｅ－
ｓｃｒｉｖａｎｔ　ｌｅｓ　Ｒèｇｌｅｓ　Ｅｎｃａｄｒａｎｔ　Ｌ’Ｅｘｅｒｃｉｃｅ　ｄｅ　ｌａ　Ｐêｃｈｅ　ａｕｘ　Ｔｈｏｎｓ　ｅｔ　Ａｕｔｒｅ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　Ｐéｌａｇｉｑｕｅｓ　Ａｕｔｏｒｉｓé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Ｚｏｎｅｓ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ｓ　ｄｅｓｌｅｓｐａｒｓｅｓ（Ｇｌｏｒｉｅｕｓｅｓ，Ｊｕａｎ　ｄｅ　Ｎｏｖａ，Ｂａｓｓａｓ　ｄａ　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ｏｐａ，Ｔｒｏ　ｍｅｌｉｎ），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ｓ　ＴＡＡＦ，３１Ｍａｒｓ　２０１０，ｎ°４５，ｐｐ．１５－１６．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Ｆｉｓｈｅｒ，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４６（１ｓｔ　ｅｄ．ＡＮＵ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ＵＮ，ＤＯＡＬＯＳ／ＯＬＡ，ＢＬＦ／ｖｇ，Ｎｏ．６９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ｅｐｔｓ／ｌｏｓ／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ＰＤＦＦＩＬＥ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ｚｎ７８＿２０１０＿ｆｒａ＿ｆ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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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与圭亚那协商谈判，是为了与后者达成共同划界立场，①以在与法国的划界谈判中占

据主动地位。

１９８４年法国与摩纳哥的海域划界结果则更被广泛认为是妥协的产物：鉴于法国和摩纳

哥公国之间的优先外交关系，在与摩纳哥划定了领海边界之后，１９８４年２月，两国通过秘密

换文明确了摩纳哥领海以外海域的利用情况，并制定了摩纳哥领海以外的“走廊型”海域边

界线，该边界线一直到科西嘉岛与法国本土的等距离中间线为止。同时，协定第２条规定，
在该区域内，摩纳哥公国可行使主权权利。②

（二）经济动因

如果对专属经济区域进行有效的政策管理，那么区域内自然资源储量足可使得法国在

经济市场中处于核心位置。如果跳出划界问题的技术内容和法律框架，法国划界主要考虑

的是渔业和海底资源等经济利益争夺。这些要素既可以激化划界矛盾、也可以缓和划界争

议，是划界实践中的不稳定因素。
实际上，在上述影响法国海域划界的不利政治因素中，许多因素的源头都是经济问题。

法国的专属经济区总面积虽达到１１００万平方千米，但在太平洋地区占６２％、印度洋地区占

２４％。除法国的欧洲海域邻国外，法国绝大部分海域邻接国都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低下，而经济现状直接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海域划界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有关划界

争议并未全部解决，但法国更加注重通过务实的方式推动区域性共融，避免该问题成为区

域性合作的绊脚石。例如，２００７年，法属马约特省与科摩罗群岛创建高级别政府工作小组

以推动两地区的经济共同发展；而法国和毛里求斯签署的有关特罗姆林岛的经济、科技和

环境合作框架正等待议会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许多海外岛屿都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

经济权益是推动法国海域划界的动机之一，也是划界中产生争议的缘由之一。１９７８年，法

国便颁布一系列法令宣布建立克利伯顿岛、特罗姆林群岛、法属南印度洋诸岛（光荣岛、新

胡安岛、欧罗巴岛和印度礁）、法属南极洲和南极领地（ＴＡＡＦ）的专属经济区。１９８２年《公

约》第１２１条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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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时，《公约》各语言版本中

对于该条款的措辞具有一定灵活性，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实践中的解释和适用空间。有学者

指出，《公约》英文版本中采用“ｓｕｓｔａｉｎ”（维持）一词，将“经济活动的存在”作为一项条件；法

语版本中则采用“ｓｅ　ｐｒêｔｅｒ”（适合于）的中性措辞。也就是说，可既定认为岩礁上的经济生

活不会对岩礁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岩礁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削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面对国家间海域划定的新问题。③同时，国家实践也表明主要实践国无人岛屿拥有相似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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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国际社会也大多对这些国家实践持容忍态度。①总体来看，在确立国内

法的基础上，法国运用这些灵活特征和有利条件强化在有关岛屿主张权利的基础，并通过

划界活动巩固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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