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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对平衡沿海国和其他国家海洋权利、实现海洋的充分

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适当顾及义务的内涵模糊，其基本要求和履行形式并不明确。实践中，沿

海国基于污染防控对航行自由的限制程度不同，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实施军事活动是否违

反适当顾及义务存在争议，不同国家对适当顾及义务履行形式的规定也不一致。适当顾及义务的理

论共识和实践规律表明，遵守国际法和沿海国法律、不得危害沿海国和平与安全、尊重沿海国为行使

专属经济区权利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是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要求。专属经济区航

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可细化为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判断航行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事

先与沿海国沟通协商、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合法权益等步骤。

关键词　适当顾及义务　专属经济区　航行自由　沿海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问题的提出：适当顾及义务的实然

作用与应然作用存在落差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创设的特殊海洋区域，既不同于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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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于公海。〔１〕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权利，其他国家享有航行和飞越自

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由此可见，沿海国海洋

权利和其他国家海洋权利共存于专属经济区，因而存在权利冲突的可能。为了平衡沿海国和其他国

家的利益，避免专属经济区海洋权利产生冲突，《公约》规定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应当适当顾及彼此

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２〕适当顾及义务对协调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３〕如果说《公约》是在平衡不同国家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总

的“一揽子”协定，那么专属经济区制度就是在特定海域平衡不同国家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更具体的

“一揽子”规定。〔４〕这既契合专属经济区特殊的法律地位，也有助于实现海洋效用的最大化。

除了专属经济区制度外，适当顾及义务还广泛存在于《公约》的其他规定中。据学者统计，《公

约》涉及适当顾及义务的规定有１９处，散见于领海、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

区域等制度中。〔５〕但是，《公约》关于适当顾及义务的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各国对适当顾及义务的

具体要求、履行形式等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的争议也比比皆是。例如，因美国等国主张的专

属经济区航行自由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冲突导致的海洋争端屡见不鲜。〔６〕在北极日出号案

中，俄罗斯对北极日出号采取措施是否违反《公约》规定的适当顾及义务是争议焦点之一。〔７〕在

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案中，英国和毛里求斯的主要争议在于英国建立海洋保护区是否违反了适当顾

及毛里求斯海洋权利的义务。〔８〕概而言之，当事国对适当顾及义务的解读不同致使其“实然作

用”与“应然作用”存在较大的落差。

实践中，美国及其盟国不断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干涉台湾问题，并声称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符合《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原则。然而，根据台湾海峡的自然地理情况以及《公约》的相关规定可

知，台湾海峡由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组成，因而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

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中国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９〕但是，其他国家在台湾海峡

专属经济区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时，也应当履行《公约》规定的适当顾及义务。〔１０〕美国及其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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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ｏｂｉｎ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ＶａｕｇｈａｎＬｏｗｅ＆ ＡｍｙＳａｎｄｅｒ，犜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ｐ．３６６．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５条、第５７条的规定可知，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

一个区域……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二百海里。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第５８条。

参见张卫华：《专属经济区中的“适当顾及”义务》，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４８页；犇犲犲狆

犛犲犪犫犲犱犕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犕犪狉犻狀犲犆犪犫犾犲狊牶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犘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犗狆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狌犲犚犲犵犪狉犱”犪狀犱
“犚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犲犚犲犵犪狉犱”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狌狀犱犲狉犝犖犆犔犗犛，ＩＳ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Ｎｏ．２４（２９ ３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ｐ．５．

见前注〔３〕，张卫华文，第４８页。

参见张国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当顾及”研究》，载《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卷第２期，第５４—５５页。

根据学者对美国国防部财政年度的报告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自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９年，美国共对６１个国家

和１个地区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参见余敏友、冯洁菡：《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国际法批判》，载《边界与海洋

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０页。

Ｓｅ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ＡｒｃｔｉｃＳｕｎｒｉｓｅＣａｓｅ（１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５），ｐ．３８ ３９，ｐａｒａ．１６６ １６８．

Ｓｅ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Ｃｈａｇｏｓ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８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ｐ．１８２，１８７，ｐａｒａｓ．４５８，４７１．

参见《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载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

ｈｔｔｐ：／／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ｅｍｂ．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２０２２０６／ｔ２０２２０６１３＿１０７０２３８７．ｓｈｔｍｌ。

虽然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也应当履行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一方

面，美国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就是为了回避公约规定的义务。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

之前，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就具有普遍实践和法律确信属性，属于习惯国际法规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经过

长期实施，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习惯国际法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缔约国，但是也应当履行已经习惯国际法化的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



以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方式干涉台湾问题，显然是恶意滥用航行自由权利，侵害我国的合法权益，

与《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相悖。因此，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适当顾及义务是我国对

外国军舰恶意穿越台湾海峡进行法律反制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多集中于对适当顾及义务的抽象学理分析，着眼于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

实践、深入到具体权利之间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等精细化研究较少。〔１１〕正如前文所述，在专属经

济区内，沿海国和其他国家行使海洋权利的同时，应当相互履行适当顾及对方权利的义务，本文主

要研究其他国家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的义务，并聚焦于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使航行自

由权利时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问题。深入研究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问题对

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公约》有效实施、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既符合国际斗争的法律化趋势，也是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的必然要求。〔１２〕

二、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适当顾及义务：

演化历程、价值定位及基本特征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形成源于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法律地位，也是基于平衡其

他国家航行权利和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的需要。落实权利平等理念、构建和谐海洋秩序、实现

海洋效用最大化是其价值追求。作为理念渊源，善意原则决定了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

务具有积极义务、行为义务、善意义务等基本特征。

（一）演化历程

早期的海洋被认为是公共空间，不能被排他性独占，应当由所有国家及其人民自由使用。〔１３〕

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化，排他性海洋主张开始出现，沿海国开始对沿岸一定范围内的海域主

张排他性权利。与此同时，相关条约也规定沿海国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在这些海域的利益。〔１４〕

１８８２年《北海渔业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规定，

沿海国渔民在沿岸３海里范围内的专属渔区享有排他性捕鱼权，其他国家的船舶享有航行自由的

权利。〔１５〕当排他性权利主张普遍化之后，其合理性也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领海制度因此产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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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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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检索，研究具体领域适当顾及义务的代表性文献如：张丽娜：《海洋科学研究中的适当顾及义

务》，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黄瑶、杨文澜：《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载

《学术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等等；研究具体权利之间适当顾及义务履行的代表性文献如：董世杰：《国际海底区域

采矿活动与铺设海底电缆之间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Ｋｒｏｏｎ，“犇狌犲

犚犲犵犪狉犱”犻狀狋犺犲犎犻犵犺犛犲犪狊牶狋犺犲犜犲狀狊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狌犫犿犪狉犻狀犲犆犪犫犾犲狊犪狀犱犇犲犲狆犛犲犪犫犲犱犕犻狀犻狀犵，２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５（２０１８）；等等。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

度、规则、法律之争，必须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参见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２０２／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７３６８１．ｈｔｍ。

参见［荷］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９、２９页。

ＳｅｅＳｈｏｔａｒｏ Ｈａｍａｍｏｔｏ，犜犺犲犌犲狀犲狊犻狊狅犳狋犺犲 “犇狌犲犚犲犵犪狉犱”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 犖犪狋犻狅狀狊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３４（１）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ａｗ７，１０（２０１９）．

Ｓｅ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Ⅱ．



认了沿海国对沿岸一定范围海域的排他性主权。〔１６〕根据１９５８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

约》的规定，海洋被“一分为二”，即被分为领海和公海。〔１７〕沿海国对领海享有主权，其他国家在沿

海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公海则属于国际公共空间，任何国家不得在公海主张主权。所有国

家在公海享有包括航行自由、捕鱼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公海上飞行自由在内的公海

自由。”〔１８〕由于不同类型的公海自由以及不同国家享有的公海自由可能存在冲突，《公海公约》进

一步规定：“所有国家行使这些自由以及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所承认的其他自由时，都应适当顾及其

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１９〕由此可见，公海适当顾及义务的产生源于相同海域不同国家海

洋权利的冲突，其也是所有当事国都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后，“领海和公海”二分法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利用海洋的现实需求，

排他性权利主张进一步向领海外扩张。许多国家提交了关于领海之外沿海国排他性权利的提

案。〔２０〕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沿海国排他性海洋权利向领海以外的海域拓展是主要

的讨论议题之一。经过会议讨论，沿海国在领海以外一定范围的海域享有排他性权利（主权权利

和特定管辖权）的主张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同时其也认可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

管道自由是其他国家在那些海域享有的权利。沿海国在领海之外新权利的提案首先主张沿海国

在领海之外享有新权利，然后也主张保护其他国家的权利。由此在相同海域存在不同国家的海洋

权利，为了避免其他国家与沿海国海洋权利的冲突，其他国家需要尊重沿海国的权利也是会议的

共识之一（代表性观点如表１所示）。关于“尊重”的方式，主要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模式。“消极”模

式认为，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沿海国行使权利。在１９７４年的第二期会议上，美国、加拿大、智利等国

以及非盟的提案采用了“消极”模式，规定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沿海国行使权利。〔２１〕“积极”模式则

认为，其他国家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在１９７５年的第三期会议上，埃

文森小组提交的单一案文采用了“积极”模式，规定其他国家行使《公约》规定的权利应当适当顾及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２２〕最终，“积极”模式成为会议的一致共识，埃文森小组提交

的单一案文规定成为《公约》第５８条第３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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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在１９３０年国际联盟召开国际法编纂会议时，领海及无害通过权概念已经非常清晰，被大多数国家广泛

接受。ＳｅｅＳｈｏｔａｒｏＨａｍａｍｏｔｏ，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１０．

参见１９５８年《领海和毗连区公约》第１条、《公海公约》第１条。

１９５８年《公海公约》第２条。

１９５８年《公海公约》第２条。

一种主张认为，在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定范围海域，沿海国可以主张排他性捕鱼权，即专属渔区。

另一种主张认为，沿海国的主权应当拓展到领海以外一定范围的海域。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主张领海应拓展

至沿岸２００海里。

ＳｅｅＵＳＡ，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ｉｎＵ．Ｎ．Ｄｏｃ．Ａ／

ＣＯＮＦ．６２／Ｃ．２／Ｌ．４７，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Ｖｏｌ．Ⅲ，

ｐ．２２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２）；Ｃａｎａｄａ，Ｃｈｉｌｅ，Ｉｃｅ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Ｍｅｘｉｃｏ，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ａｎｄＮｏｒｗａ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ｉｎＵ．Ｎ．Ｄｏｃ．Ａ／ＣＯＮＦ．６２／Ｌ．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Ｖｏｌ．Ⅲ，ｐ．８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７；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

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ｉｎＵ．Ｎ．Ｄｏｃ．Ａ／ＣＯＮＦ．６２／３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

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Ｖｏｌ．Ⅲ，ｐ．１９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１）．

［斐济］萨切雅·南丹、［以］沙卜泰·罗森：《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２卷），吕文正、毛彬

译，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０９—５１０页。



表１〔２３〕

时　间 文件／提案 立 场 和 观 点

１９７３年 ３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提案 禁止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行使其自由权利时，妨碍到沿海国的活动。

１９７３年
由１４个非洲国家组成的集

团的提案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自身权利可以限制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

等权利。

１９７３年 阿根廷的提案
特别涉及了沿海国在资源的勘探、养护和开发，污染和科学研究等事

项中行使自己权利的问题。

１９７３年 中国的提案 其他国家应当遵守沿海国相关法律规章。

１９７４年
由９个国家组成的集团的

提案
基于沿海国的权利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加以限制。

１９７４年 尼日利亚的提案 所有其他国家均有义务不得干涉沿海国行使其权利和职权的活动。

１９７４年
６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提案

所有其他国家不得妨碍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自身权利或履行

自身义务。

１９７５年 埃文森小组的草案

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

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按照与本公约的规定不相抵触的

方式行事。

１９７５年 七十七国集团的提案 各国应合理顾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

１９７６年 秘鲁提交的非正式修正案
船旗国要确保其船只避免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

胁使用或使用武力。

１９７７年 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

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

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

１９７８年 秘鲁的提案
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舰和军用飞机在没有沿海国同意的情况

下，避免操纵或使用武器。

　　经过多次谈判、磋商，专属经济区制度最终形成，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义务

得以明确，解决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与沿海国权利冲突的相关内容具体规定在《公约》第５８条

第３款中，即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使权利时，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２４〕至

此，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适当顾及义务正式形成。航行自由是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

经济区的权利，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则是这些国家应当履行的义务，其他国家需要适当

顾及的沿海国权利如图１所示。在专属经济区，适当顾及义务具有协调竞争性权利的作用。可以

说，《公约》第５６条第２款和第５８条第３款构成平衡权利冲突和协调不同利益的指导性准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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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２３〕

〔２４〕

〔２５〕

表１及其内容由作者根据《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２卷）的内容进行梳理和绘制。见前注

〔２２〕，萨切雅·南丹、沙卜泰·罗森书，第５０４—５１６页。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第３款。

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ｒｏｅｌｓｓｅｄ．，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犛犲犪牶犃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狔，Ｂｅｃｋ，

２０１７，ｐ．４３２．



图１〔２７〕

适当顾及义务不失为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核心

概念。〔２６〕

（二）价值定位

鉴于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性，《公约》制定者致

力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海域的充分利用。专

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主要源于权利

平等、和谐秩序以及效用最大等价值理念。

１．落实权利平等理念

《公约》既没有将专属经济区所在的海域规

定为沿海国的领海，也没有规定为公海，而是折

中将其规定为专属经济区。《公约》规定沿海国

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都享有一些合法的海

洋权利，而且这些海洋权利没有优先等级之分，是平等的。〔２８〕这些平等的海洋权利应当受到同等

的尊重，不能厚此薄彼。〔２９〕因此，《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应当相互适当顾及对方权利的

义务。适当顾及义务是沿海国和其他国家海洋权利平等的体现，基于适当顾及义务的措施则是落

实这种权利平等理念的重要举措。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有助于实现沿海国专属经

济区权利与其他国家航行自由权利的平等。

２．构建和谐海洋秩序

《公约》序言明确提到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３０〕

在专属经济区内，不同国家海洋权利和谐共存的前提是各国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适当顾

及其他国家权利的义务。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权利和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共存于专属经济区之内，

都是合法、平等的权利，当然也存在权利冲突的可能。如果《公约》只赋予沿海国和其他国家这些

海洋权利而不规定避免权利冲突的方法，权利冲突就可能引发海洋争端，进而破坏专属经济区内

的海洋秩序。适当顾及义务着眼于事先避免航行自由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的冲突，推动构建

和谐的海洋秩序。

３．实现海洋效用最大目标

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可以利用海洋资源，建造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等，其他国家可以航

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上述行为使专属经济区的利用多元化。〔３１〕但是，专属经济区多

元化利用的前提是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对专属经济区的不同利用方式互不干扰，即各主体各自有序

地依法使用专属经济区。若是其他国家只顾自己行使航行自由权利，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权利的

行使就可能被干扰，不能实现海洋效用的最大化；反之亦然。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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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ＳｅｅＲｏｌｆＥｉｎａｒＦｉｆｅ，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狅犳 “犇狌犲犚犲犵犪狉犱”犻狀狋犺犲犈狓犮犾狌狊犻狏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犣狅狀犲牶犜犺犲犻狉犆狅狀狋犲狓狋，

犘狌狉狆狅狊犲犪狀犱犛狋犪狋犲犘狉犪犮狋犻犮犲，３４（１）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ａｗ４３（２０１９）．

图１及其内容由作者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第５８条的规定进行梳理和绘制。

Ｓｅ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ＥｎｒｉｃａＬｅｘｉｅＣａｓｅ（２１Ｍａｙ２０２０），ｐ．２７４，ｐａｒａ．９７３．

参见柯海榕：《论“适当顾及”的国际法义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

３９—４０页。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载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ｙ／ＵＮＣＬＯＳ

１９８２＃５，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０日访问。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第５８条。



其他国家航行自由权利和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思路，旨在使对海洋的不同利

用行为得以共存，以实现海洋效用最大化。〔３２〕

（三）基本特征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要求航行国不能只关注自身的航行利益而忽视沿海国的

专属经济区利益，航行国应当善意行使权利。由此可见，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也是

善意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国际法中，善意原则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其既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也是一项国际法的一般原则，〔３３〕甚至被认为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３４〕在核试验案中，善

意原则被认为是支配国际法律义务创立和履行的基本原则之一。〔３５〕忽视善意原则会导致不能理

解国际法规则的确切含义。〔３６〕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需要与善意原则相结合才能被

切实履行。在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案中，仲裁庭认为：“毛里求斯的权利是重要的，基于善意原则和

《公约》规定，有权要求相应程度的顾及。”〔３７〕

因此，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特征包括：（１）“主动作为”的积极义务。积

极义务是指义务人有责任以给付某物或者做出某种行为的方式实现接受权权利主体的权利。〔３８〕

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义务纵横交错，《公约》制定者希冀这些纵横交错的权利义务能够和谐共存，

若是仅仅要求相关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则难以实现“和谐共存”的目标。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行

使航行自由权利应当主动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侵犯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２）“采取措施”的行为

义务。行为义务履行的判断标准在于其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合理措施，如果采取了，就意味着切实

履行了义务，无论期待的结果是否实现。〔３９〕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是一种行为义

务，〔４０〕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应当意识到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权利

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犯沿海国权利，只要采取了必要的合理措施就意味着切实履行了适

当顾及义务。〔４１〕（３）“不得滥用”的善意义务。在某种意义上，适当顾及义务也是国际礼让原则、

善意履行条约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内在要求。〔４２〕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权利不是绝对权利，

而是一种相对权利。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应当善意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不得滥用航行

自由权利，侵害沿海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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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Ｍ．维拉利：《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刘昕生译，载《国外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４期，第５７页。

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Ｃｈａｇｏｓ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８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ｐ．２０３，ｐａｒａ．５２１．

参见郑成良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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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ｉｎｉｏｎ，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ｐ．４１，ｐａｒａ．１１０．

Ｒ．Ｗｏｌｆｒｕｍ，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 犚犲狊狌犾狋犞犲狉狊狌狊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 犆狅狀犱狌犮狋牶犛狅犿犲 犜犺狅狌犵犺狋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

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ｉｎＭＨＡｒｓａｎｊａｎｉ，Ｊ．Ｃｏｇａｎ，Ｒ．Ｓｌｏａｎｅ＆Ｓ．Ｗｉｅｓｓｎｅｒｅｄｓ．，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Ｗ．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ｅｉｓｍａ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１０，ｐ．３６３．

参见董世杰：《国际海底区域采矿活动与铺设海底电缆之间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载《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２５页。

参见张丽娜：《海洋科学研究中的适当顾及义务》，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０５页。



三、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制度意涵与履行困境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旨在实现专属经济区内不同国家海洋权利和谐共存的目

的。其他国家行使航行自由权利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的

合法权益。但是，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内容的模糊性导致其并非总能有效平衡航行

自由权利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

（一）制度意涵

虽然《公约》规定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使航行自由等权利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的

权利和义务，但是怎样才算适当顾及了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适当顾及义务的主观性较强，如果

不对其意涵进行一般性界定，就会给其他国家留下较大的解释空间，进而使“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

和义务”的规定形同虚设。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经过多方博弈和综合权衡，《公约》最

终采纳了积极模式的“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和义务”。由“适当顾及义务”的语言结构可知：首先，

它是一种义务，规定了强制性行为模式，其他国家必须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其次，义务

主体要意识到在相同的海域存在着与自身权利平行的其他权利，并采取措施避免侵犯这些平行权

利；最后，该义务还有更高的要求，这种“顾及”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合理的、有效的。在查戈斯海洋

保护区案中，仲裁庭对适当顾及义务的含义、要求、履行形式等做了进一步阐释：（１）适当顾及是

相关国家应当履行的强制义务；（２）适当顾及义务的一般含义是相关国家应当根据具体环境及所

涉的权利属性来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顾及”的程度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如所涉权利的属性、重

要性、预期损害的程度、被实施活动的属性和重要性、替代性路径的可适用性等；（３）当涉及重要的

权利时，权利主体可以要求相应的顾及程度；（４）在大多数案例中，适当顾及的评估至少涉及是否

与权利所属国协商；（５）适当顾及至少包含协商和平衡竞争性权利的实践……〔４３〕

根据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文义解释是条约解释的基本方法之一。〔４４〕就用语

的通常意义而言，“适当顾及”意指“给予适当的照顾或关心”。〔４５〕“顾及”意指关心、注意，对某事

或某人给予的关注、关心或考虑；也意指一个考虑或一个动机，在决定采取行动时应当考虑的事情

或者环境。〔４６〕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意指其他国家应当意识到航行可能与沿海国的

哪些权利产生冲突，对沿海国的这些权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积极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这些影

响。从保护沿海国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应当是必要的、合理的。一言以蔽之，专属经济区航

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制度意涵可概括为，其他国家应当积极主动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平衡航行

自由和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平衡竞争性海洋权利的实践是其核心要素。

（二）履行困境

适当顾及义务本身只是为义务主体设定了抽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切实履行还依赖于具体要

求、履行形式等重要内容的明确。然而，《公约》仅抽象地规定了适当顾及义务，并未进一步明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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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ｓ．５１８ ５２１，５２８ ５３４．

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第１款，载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ｎｏｄｅ／１８２１２９，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８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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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ｓｔｅｒ．ｃｏｍ／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ｉｔｈ％２０ｄｕｅ％２０ｒｅｇａｒｄ％２０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１０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Ｓｅ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Ｖｏｌ．Ⅱ （６ｔｈｅｄ．，２００７），ｐ．２５１１．



具体要求、履行形式等重要内容，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未就其具体要求、履行形式等达成一致共识。

因而适当顾及义务被认为是难懂的、〔４７〕不可预测的、〔４８〕模糊的。〔４９〕法律规则内容的明确性是实

现法的预测、指引、评价等规范作用的前提，适当顾及义务具体内容的不明确导致义务主体无法寻

求明确的规则依据，也无法使其通过切实履行该义务以避免潜在的法律责任。〔５０〕实践中，因当事

国对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理解不同导致的海洋争端屡见不鲜。概而言之，专属经

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困境主要包括：（１）当事国对适当顾及义务的内在要求理解不

一致；（２）不同国家国内立法对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形式规定不一致。〔５１〕此时该义务不仅没有避

免海洋权利冲突，而且还成为加剧海洋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

１．沿海国基于污染防控对航行自由的限制程度不同

事实上，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的主要法律依据就是《公约》规定的

“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５２〕首先，该权利的行使必须适当顾及沿海国和其他国家的权

利；其次，其他国家船舶的航行必须受到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污染控制权的限制；再者，航行

可能会受到专属经济区内已经存在的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影响；最后，船舶在毗连区内的航行

还受到沿海国在毗连区内的管辖权的限制。〔５３〕一般来说，《公约》的相关规定足以保证外国商船

不受损害地通过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但是，由于沿海国行使《公约》赋予的管辖权而导致的最重要

的例外就是对运输有毒、有害物质船舶的控制。《专属经济区航行和飞越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
〔５４〕明确规定沿海国可以依据国际法

对专属经济区内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船舶航行进行管制。〔５５〕尽管如此，各国基于污染控制对航

行自由的限制程度并不相同。有的沿海国，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沿海国禁止运输核废料的船舶进

入它们的专属经济区。〔５６〕２００２年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则立法禁止１５年以上船龄的油轮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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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提及的国际司法、仲裁案例中，当事国之间的主要法律争端之一是“是否切实履行适当顾及义

务”，进一步而言，是对适当顾及义务的具体要求、履行形式等内容存在不同的理解。

参见杨显滨：《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论》，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７５页；华敬炘：《海洋法学教

程》，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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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的一系列会议后拟就的。这些会议是由日本的“海洋政策研究基金”所资助的。《专属经济区航行和飞越

指南》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以“专属经济区２１专家组”名义在日本东京公布。虽然该指南在性质上是非拘束性的或者

说它是一套非拘束性的自愿性准则，但它建立在《公约》、国家实践和演进中的“软法”基础上，对于在专属经济区的

外国军事活动和情报搜集活动拟定了广泛的共识准则。参见邹立刚：《〈专属经济区航行与飞越指南〉述评》，载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７１页。就本文而言，该指南对明确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具

体要求及履行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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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质燃油通过它们的专属经济区，摩洛哥则规定这些船舶进入其专属经济区需要履行事先通知的

程序。〔５７〕

２．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实施军事活动是否违反适当顾及义务存在争议

与其他船舶类似，军舰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但也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

的权利。各国限制军舰航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是《公约》规定的“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

务”。然而，关于军舰实施军事活动是否违反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则存在较大的争

议。〔５８〕包括巴西、印度、泰国等国在内的九个发展中国家在批准《公约》时声明，在未经过沿海国

同意的情况下，《公约》不允许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演习。巴西的法律规定，专属经

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尤其是涉及使用武器的军事活动，必须经过巴西政府同意后方能实施。〔５９〕乌

拉圭立法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国家在乌拉圭专属经济区实施军事活动，特别是使用武器、爆

破或者为了非和平目的而使用的其他侵略性或者污染性方式，都应当经过乌拉圭政府的授

权。”〔６０〕相反，一些海洋强国，如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在批准《公约》时声明，在沿海国专属经济

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或者武器试验不需要事先通知沿海国或者经过沿海国同意。美国则一直坚持

外国有权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活动的观点。〔６１〕

３．不同国家国内立法对适当顾及义务履行形式的规定不一致

实践中，各国对“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履行适当

顾及沿海国权利的义务”都是认同的。一般而言，它们国内的专属经济区立法、建立专属经济区的

宣言等都明确承认其他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同时也会规定其需要履行适当

顾及义务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国内立法、宣言等对其他国家航行自由权利的限制可视为

该国对“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和义务”具体内容的理解。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适当顾及义务具体要

求的考查，劳尔夫·艾纳·法夫（ＲｏｌｆＥｉｎａｒＦｉｆｅ）大使认为，有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内立法规定的技

术性要求可以阐释适当顾及义务的具体要求。〔６２〕但是，对于履行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

义务的外在形式，不同国家国内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规定，其他国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的前提是遵守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

规。〔６３〕１９８３年，美国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总统宣言强调“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

等权利的前提是不损害美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６４〕１９８０年，印尼的专属经济区宣言规定：“其

他国家在印尼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等权利将按照新的国际海洋法原则加以承认。”〔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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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履行困境的纾解建议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应然作用的实现需要明晰其内在要求、细化履行形式。虽

然适当顾及义务的具体要求需要结合个案情况加以确定，但是国际司法机构可以在解决相关争端

中通过考察大量的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实践以及适当顾及义务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着力明确专

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要求。《公约》缔约方也可以通过制定专属经济区航行协

定的方式细化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法的模糊性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既是国际法适应发展变化的国际形

势的需要，也为国际法通过解释和适用方式得以发展留有余地，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战略性模

糊”。〔６６〕因此，无论是国际司法机构解释和适用适当顾及义务，抑或《公约》缔约方制定专属经济

区航行协定细化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形式，都要有意识地使适当顾及义务在确定性和模糊性之间

保持恰当的平衡。

（一）国际司法裁判应当着力明确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要求

国际司法裁判有助于进一步限定专属经济区适当顾及义务的含义和范围。〔６７〕虽然国际司法

裁判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国际法的非正式渊源，即为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助资料。但是，在现实的

法律实践中，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的判决经常被引用，国际法院自身就经常援引先前的判例，

有时候甚至是直接当作法律来使用。〔６８〕在今后的相关案件中，国际司法机构应当直面专属经济

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内在要求问题，凝聚其内在要求的最大共识。国际司法机构应当着力

明确适当顾及义务基本要求（最低限度要求），进而为明确个案具体要求留下空间。同时，为了避

免司法能动主义风险，国际司法机构解释适当顾及义务也需要符合一定的要求：（１）就争端解决

而言，解释适当顾及义务是必不可少的；（２）通过明确需要解释的具体问题，阐明和限制解释权限；

（３）解释的方法、依据等与国际法的规定一致。

在意大利诉印度的“艾瑞克·莱谢号”案中，仲裁庭认为：“适当顾及义务的目的和宗旨是确保平

衡沿海国海洋权利和其他海洋权利。适当顾及义务要求平衡竞争性权利，避免干涉其他国家行使权

利。”〔６９〕因而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彼此不干涉、不侵犯对方的权利是最基本的要求。适当顾及义务的积

极义务、行为义务特征决定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还应当主动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侵犯对方的权利。善

意义务特征要求义务主体善意行使权利，不得恶意滥用权利。善意行使权利是切实履行适当顾及义

务的前提和基础，恶意滥用权利〔７０〕会侵犯其他国家的合法权利。综合考虑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

当顾及义务的演化历程、价值追求、基本特征以及相关的国家实践可知，其基本要求至少包括：

（１）航行行为具有合法性，包括符合沿海国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由于专属经济区属于沿海

国的管辖海域，沿海国为维护其在专属经济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有权制定关于专属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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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和规章，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法律和规章是理所当然的。〔７１〕美国国际法协会专属经济

区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８９）也认为过境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国家享有航行自由权利，但必须适当顾及

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遵守沿海国制定的、与《公约》和其他国际法一致的法律、法规。〔７２〕

同时，使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国家应当确保它们船舶的航行行为符合《公约》的规定。〔７３〕

（２）不得危害沿海国和平与安全。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使航行自由等权利，应当

避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７４〕１９７６年，秘鲁代表提交的一项非正式修正案建议船

旗国要确保其船只“避免”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７５〕

（３）尊重沿海国为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采取的管理措施。〔７６〕在１９７３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期间，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提案规定“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等

权利只能因沿海国行使专属经济区权利而受到限制”。〔７７〕在“北极日出号”案中，仲裁庭认为，沿海国

的适当顾及义务包括在专属经济区容忍不干涉其主权权利行使的其他国家公民的抗议行为。相反，

不侵犯沿海国主权权利也是其他国家履行适当顾及义务的要求。〔７８〕其他国家不得危害沿海国保护

和管理资源、环境的权利，〔７９〕不得干涉沿海国行使建造、使用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权利，〔８０〕沿海国

可以在专属经济区的特殊区域（主要渔场、海洋保护区等）对航行自由提出临时性要求。〔８１〕

（二）《公约》缔约方制定专属经济区航行协定细化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形式

实践表明，制定执行协定是细化《公约》内容、推动《公约》实施的有效路径。〔８２〕国际社会已经

努力尝试统一、规范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航行和飞越行为，《专属经济区航行和飞越指南》就

是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因此，《公约》缔约国可以通过制定专属经济区航行协定细化专属经济区航

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形式，同时也为明确个案中适当顾及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预留空间。

根据国际法国内化的原理可知，细化的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履行形式又会逐渐统

一、规范不同国家国内法的相关规定，进而减少国内法中履行形式规定的差异化。

相关国际司法裁判表明，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存在一些基本共识。首

先，从“是否顾及”和“顾及程度”两个维度来看，适当顾及义务可具体化为程序要求和实体要求，程

序要求是指当事国之间的沟通协商，实体要求是指平衡竞争性权利的实践。〔８３〕诸如适当顾及义

务等一些概念的主要特征是它们的“程序”属性。因为这些概念要求采取具体的措施去协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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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所以诉诸程序性方法是它们的应有之义。这意味着当事国存在合作的义务。〔８４〕其次，需

要适当顾及的沿海国权利既包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明确规定的权利，也包括国际法不禁止的、

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其他权利。〔８５〕在“北极日出号”案中，仲裁庭认为沿海国有权制止的行为

包括：（１）违反其制定的、与《公约》一致的国内法；（２）伤害到人以及损害设备、设施等危险情形；

（３）环境损害；（４）延迟或者中断必要的操作。因为这些都属于沿海国的合法权益。〔８６〕最后，所

涉权利的重要性对顾及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所涉权利越重要，相应的顾及程度要求越高。〔８７〕通常

情况下，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权利要比涉及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的权利更为重要，相应的，对涉

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权利的顾及程度要求较高，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需要采取更有效、更合理的措

施。因此，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可以细化为以下四个步骤：

１．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

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是切实履行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前提，这既是顾及

沿海国权利的表现，也是确保顾及达到“适当”程度的必要条件。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既要在

《公约》、其他国际法赋予沿海国的主权权利、管辖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的框架下进行，也要综合考虑

船舶类型、航线、目的地、沿海国国情等合理的相关因素。在善意行使航行自由权利时，船舶航行普遍

涉及沿海国环境利益，如果航线经过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利用区，航行还会涉及沿海国的资源利

益。因为《公约》对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权利的规定并非穷尽式列举，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还存在其他

的合法权益。专属经济区是距离沿海国领土较近的海域，加之军事技术的发展，来自专属经济区的国

家安全威胁可能性较大，因而沿海国还享有安全利益。这些“其他的合法权益”（如领土完整、政治独

立等权益）也属于航行国需要适当顾及的权利范畴。七十七国集团在１９７５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提

出的提案明确指出，各国应合理顾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８８〕军舰以及其他军用船舶的航行可能还涉

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８９〕所以，军舰和非军用船舶对沿海国权益的影响不同，因而需要适当顾及的

沿海国权利内容和程度也不相同。非军用船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主要涉及沿海国维护专属

经济区资源、环境利益的相关权利，而军舰在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还涉及沿海国的安全利益。

２．判断航行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

判断航行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不仅是“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的目的，而且还决定着后

续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种顾及措施。判断标准不是由航行国单方面决定的，而是要采用符合公众

一般认知的标准并且充分落实预防性要求，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作为判断标准。例如，在预防性

要求下，其他国家的军舰在专属经济区航行“必然”影响沿海国的安全利益，运载有毒、有害物质的

船舶的航行“必然”影响沿海国的环境利益，船舶航行经过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利用区域

“必然”影响沿海国的资源利益，与沿海国其他合法权益存在时空交集的专属经济区航行也应当被

认定为“必然”影响沿海国合法权益的情形，等等。如此方能实现适当顾及义务的目的和宗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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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国家提出过高的要求，而是在“意识”层面将其他国家适当顾及沿海国权

利和义务的关口前移，这也是适当顾及义务的积极义务、行为义务、善意义务等特征的应有之义。

３．事先与沿海国沟通协商

沿海国是专属经济区的直接利益攸关国，若专属经济区的资源、环境、安全等利益受损，沿海

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而航行国要结合航行的具体情况分析可能涉及的沿海国权益以及判断其

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若是不影响沿海国权益，航行国应当一秉善意地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以“航

行”作为唯一目的，不得在航行中实施损害沿海国权益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若航行“必然”影

响沿海国权益，为了切实履行适当顾及义务，航行国应当事先与沿海国进行沟通协商。〔９０〕查戈斯

海洋保护区案仲裁庭认为，适当顾及的评估至少涉及是否与权利所属国协商。〔９１〕这既由适当顾

及义务的程序属性所决定，也是适当顾及义务“在个案中明确具体要求”特征的应有之义。根据航

行的具体情况不同，沟通协商的内容可以包括：（１）运载有毒、有害物质船舶的航行区域、具体航

线、需要采取的海洋环境保护措施等；（２）经过专属经济区资源利用区域船舶的引航、指定航道以

及其他保障沿海国资源利用权利的安全措施等；（３）军舰的航行区域，如果一国军舰或飞机要在沿

海国专属经济区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则应当通过即时的航行警告告知沿海国军事训练的时

间、日期、地点；〔９２〕（４）保障沿海国其他合法权益的必要措施。

４．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合法权益

适当顾及义务是积极义务，是否顾及以及顾及的程度取决于航行国的“作为”，即所采取的具

体措施。与“是否顾及”相比，“顾及程度”的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需要综合考虑具体环境、

所涉权利的重要性、预期损害等因素加以确定。〔９３〕若是事先已经与沿海国沟通协商，就航行要求

达成共识，航行国根据“共识”采取的措施就符合顾及的“适当”标准。“孟加拉湾划界”案的仲裁庭

认为：“沿海国应当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由当事方采取他们认为是最佳的措施，诸如达

成进一步的协定或者建立合作安排。”〔９４〕同时，“共识”的航行要求也不宜过高，如果国际法对此有

明确的规定或者沿海国国内法规定了明确的要求，航行国应当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若是国际法

和国内法对此都未详细规定，采取的措施需满足“必要、合理、相称”的要求，即所采取的措施能够

保障沿海国权益，是保障沿海国权益必不可少的措施，采取的措施与航行利益成比例。〔９５〕对于军

舰的航行，除了采取充分合理的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的资源、环境权益之外，还应当履行和平使

用海洋的义务，不得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实施能够触发沿海国防御系统的挑衅行

为……〔９６〕正如有些国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表达的观点，“按照《公约》的规定，在专

属经济区内，任一沿海国将有权反对外国军舰进行可能危害生物资源或海洋环境，或者威胁到设

施、航行安全、科学研究的开展和沿海国其他相关利益的武装演习或演练。”〔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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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形成源于平衡其他国家和沿海国海洋权益的需要，意指

其他国家行使航行自由权利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权益。适当顾及义

务的理论共识和实践规律表明，遵守国际法和沿海国法律、不得危害沿海国和平与安全、尊重沿海

国为行使专属经济区权利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是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要求。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可细化为如下步骤：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判断

航行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事先与沿海国沟通协商、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合法权

益等。外国船舶在遵守国际法和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的自由，

同时须尊重我国依据国际法所采取的管理措施，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我国的专属经济区

权益。若航行影响我国的合法权益，外国船只应当事先与我国沟通协商，就需要采取的必要、合理

措施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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