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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会议 

理事会会议，第二部分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9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1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非洲集团就法律赔偿责任问题提交的建议 

1. 非洲集团支持国际海底管理局(海管局)将制定“区域”内海底采矿活动的法

律赔偿责任制度列为优先事项。在开始开发前，有必要对损害的补偿或其他补救

办法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界定，并落实相关程序。其目的应当是协助和平解决争

端，并确保任何受损方均可获得公平、迅速、符合成本效益的补偿。 

2. 非洲集团曾在海管局以往的会议上提出，“区域”内海底采矿活动可能会对

沿海国家造成不良跨界影响。这一问题关系到制定清晰、公平的赔偿责任规则，

凸显了制定这类规则的重要性。 

3. 非洲集团欢迎秘书处承诺在 2019 年 7 月之前提供职责汇总表，说明海管局

与担保国之间以及海管局与船旗国之间的相互关系(ISBA/25/C/CRP.1，第 19段)。

非洲集团请求在这些汇总表中纳入赔偿责任。 

4. 非洲集团对海管局秘书处、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英联邦秘书处共同召集的

“区域”内活动所致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法律工作组所做的工作和印发的出版

物表示肯定和感谢。 

5. 非洲集团念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特别是第一三九、二三五和

三Ｏ四条以及附件三第四和二十二条)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 2011 年

咨询意见，谨向海管局提交下列建议，供海管局在审议“区域”内海底采矿活动

的法律赔偿责任制度时审议： 

 (a) 海管局应在国际一级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采

矿活动所致损害赔偿问题的规则和机制。如果赔偿责任规则交由各担保国自行制

定，就有可能出现处理不一致、“挑选担保国”和阻碍诉诸司法的情况。尽管如此，

非洲集团认识到，各国制度和法庭程序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所涉事项确实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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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国内法律和程序处理的情况下，海管局应设法向各国提供指导和支持，以便

促进在国家一级制定有效和统一的规则。 

 (b) 海管局应可酌情决定邀请担保国详细说明其法律制度中有哪些追索手

段可为受其担保的承包者的活动所可能造成的损害提供迅速和适当的补偿或其

他补救。有了这些详细资料，海管局在设计自己的规则时就能考虑到国内制度已

经涵盖的内容。 

 (c) 海管局应在申请阶段就“有效控制”问题详细审查承包者和担保国之间

的关系，确保担保国切实有能力实施有效监管，包括实施补偿措施。这种详细审

查可包括审议承包者的资产和管理层在何处，或担保国持有什么样的财政担保或

保证。 

 (d) 海管局的规章应认识到承包者是活动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一方，也是最有

能力防止损害发生的一方，从而规定由从事海底采矿活动的一方(承包者)承担赔

偿责任，以便为受损方索赔程序提供便利。 

 (e) 海管局的规章应包含严格的承包者赔偿责任标准。一旦造成损害，基于

因果关系的标准相对于基于过错的标准而言，将有助于确保可以提供补救。该标

准还可以激励努力减少风险，这在损害可能无法逆转的情况下十分重要。 

 (f) 海管局的制度应包含各种机制，避免让承包者承受不公平的负担，并解

决承包者可能无力偿还的问题。这些措施——“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已在设想其中一些措施——可能包括：实行强制保险、设置赔偿责任上限、对不

受承包者掌控的极端事件予以豁免，以及使承包者能够向可能参与造成损害的分

包商或其他行为者提出索赔。 

 (g) 海管局的规则应明确规定可以索赔的损失类型以及评估和量化损害的

方法。非洲集团建议，可追索的损害赔偿应包括：恢复原状的费用、利润损失、

为防止进一步损害而采取的合理措施的费用和代替实际恢复原状的偿付费用。该

制度还应纳入对纯生态损失和“区域”资源所受损害的补偿措施。 

 (h) 规章草案中提到的环境补偿基金应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该基金的目的

应是填补赔偿责任缺口，包括填补海洋法法庭 2011 年咨询意见查明的不足，以

及任何发生了损害但承包者无力全额支付所确定的损害赔偿的情况。基金细则应

明确规定，由承包者负责向基金缴款，而该款项与应支付给海管局的其他费用和

款项无关。还应制定细则，规定基金资金的持有和管理方式以及付款条件。 

6. 为避免产生疑问，上述制度，凡涉及承包者的，建议与担保国的尽职义务并

行不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