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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视域下的图们江和日本海问题 

贾 宇 

 

[内容提要] 中国原本是日本海的沿岸国，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图们江出海口，但仍

保有图们江的通海航行权。图们江是一条多国河流，既是中朝之间的界河，下游也是朝俄界

河。中国享有在包括朝俄界河在内的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权利，中朝俄三国的划界不影响中国

的权利。中国是日本海的近岸国，也是大马哈鱼等溯河产卵种群的鱼源国，承担了鱼源国的

义务，为种群养护做出了贡献。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日本

海享有相应的权利及利益，特别是包括无害通过在内的航行权等方面的权利和作为鱼源国的

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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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的海洋政治地理特征明显。海洋形势、领土争端、国家关系等热点和难题，

与本地区百余年来复杂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追溯到近代的中国清王朝衰落、西

方列强掠夺、日本对外侵略殖民”①。日本海既是北太平洋的边缘海，也是《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闭海或半闭海”。图们江流经中朝俄三国，是注入日本海的

重要河流。这个独特的江海地理特征和政治背景，是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探讨图们江和日本海

问题的基础。 

图们江发源于中国的长白山东南部，干流总长 525 公里，绝大部分是中朝界河，长约

510 公里。图们江在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中俄边界“土”字界碑处的最下游约 15

 

① 胡继平：《东北亚变局中的两个重点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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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成为朝俄界河，最终流入日本海。 

日本海位于东经 127°20' 至 142°15' 和北纬 34°26' 至 51°41' ，是西北太平洋的半封闭

边缘海，呈东北西南走向，由库页岛、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西伯利亚东部所围绕。① 日本

海的面积约 100 万平方公里，东西最大宽度约为 855 公里（460 多海里），平均水深 1350 米，

自北向南有诸多海峡与鄂霍次克海、西北太平洋和东海相连，主要是：鞑靼海峡、宗谷海峡

（又称拉彼鲁兹海峡）、津轻海峡、关门海峡和朝鲜海峡（包括釜山海峡和对马海峡）。 

 

一、图们江问题的历史沿革 

 

1689 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界约》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

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线之南归属清国，线之北归属俄国。② 黑龙江、乌苏里江都是中

国内河，两河流域及滨海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是日本海沿岸国。 

（一）图们江出海口的丧失 

19 世纪中叶，当“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物”

时，“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③ 通过《爱珲城和约》④ 和《北

京续增条约》⑤，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余万平方公里和中国乌苏

里江以东、以南滨海地区图们江口到黑龙江口 4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还丧失了日本海

沿岸大片领土，使中国东北地区彻底丧失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1858 年 9 月，马克思在《英国和中国的条约》中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

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

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⑥ 恩格斯批判沙俄“占领了黑

 

① Oceanographic Atlas of the Bering Sea, Okhotsk Sea and Japan/East Sea, 

http://pacificinfo.ru/data/cdrom/2/HTML/e_4_00.htm[2019-11-11]. 

②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5

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2 年，第 822 页。 

④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78—

79 页。 

⑤ 同上书，第 137—141 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



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

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 “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兵

不血刃，掠夺了中国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② 

按照中俄《北京续增条约》的有关条款，“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

二十里”，“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

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勘界立碑时，俄方将“土”字界碑埋设于距离图们江 45 里的地

方，少立了“乌”字碑，致使俄方与朝鲜半岛隔江相连，从而封锁了中国通往日本海的通道。

勘界立碑使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之外雪上加霜。 

（二）图们江通海航行权的确定 

1886 年，中俄再次勘界时，清全权勘界大臣吴大澂多次对“土”字界碑的埋设位置问题

与俄方进行交涉，坚持“应照《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二十里，即在江边补立‘土’

字界牌，方可与《条约》相符”。几经交涉，“土”字碑得以向江口方向前移。“新立石质‘土’

字界牌至海口 13.5 俄里，即 27 华里。”③ 

在与俄方的交涉过程中，吴大澂还提出“图们江出海之口，应作中俄两国公共海口”。经

过反复辩驳，终在《珲春东界约》中规定，“由土字界牌至图们江口三十里与朝鲜连界之江

面海口，中国有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④，从而恢复了中国由图们江东出日本

海的权利。吴大澂认为：“虽不能作为中俄公共海口，而珲春本地商船、渔船可以自由出入，

不必向俄方领照，较为方便。”⑤  

此后，中国边民和船只行使出海权，经过“土”字碑自由出入日本海，捕鱼、运输、通商

贸易。作为中国唯一的日本海沿岸城市，20 世纪初，珲春开放设埠，运营大豆、木材等商

品。船只北抵海参崴，南达上海，并横穿日本海，向东往来于日本各港口。 

然而，来之不易的图们江出海航行权又遭苏日军事冲突的阻断。1938 年，日苏在张鼓

峰发生武装冲突，给饱受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⑥ 日本侵略军在防川附近的图们江

 

版社，2012 年，第 820 页。 

① 同上书，第 822 页。 

②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114/3860.html[2020-04-14]。 

③ 参见张宗海、张临北：《吴大澂与〈中俄珲春东界约〉》，《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6 期。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455 页。 

⑤ 参见于逢春：《吴大澂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权再探讨》，《东北史地》2014 年第 6 期。  

⑥ 不论是按照清朝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按照苏联军方的地图，张鼓峰都是中国领土。 



上立桩封锁，人为堵塞图们江的出海通道。① 

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日本海沿岸的国土和图们江出海口，仁人志士争得的图们

江通海航行权昙花一现。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利用图们江航道进出日本海的正当活动被迫

完全中断，日本海可望不可即。 

 

二、图们江和日本海的国际法问题 

 

历史视野之外，图们江和日本海涉及诸多国际法问题。本节的讨论将聚焦图们江和日本

海在国际法上的性质。 

（一）作为国境河流的图们江 

河流的特征是流向海洋。② 与从河源到河口全部位于一国境内，完全受一国主权支配的

内河不同，那些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或跨境流动，从一个国家自然流向另一个

国家；或以河为界，两岸分属不同国家。“流经两国之间作为两国分界线”的界河③，从左右

岸“分隔两个不同的国家”④，“通过两个以上国家领土的河流，称为多国河流”⑤。多国河

流“流经不同的国家的领土”，上下游国家之间的“疆界线是横贯河流的”。⑥ 

1966 年，交通部颁布的《国境河流外国籍船舶管理办法》，将界河分为我国同邻国互为

边界的国境河流和我国同邻国相通的河流，将多国河流包括在界河之中。⑦ 1997 年，第 51

届联大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采用“水道”的概念，指“地面水和地下水

的系统，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构成一个整体单元，并且通常流入共同的终点”。⑧ 当

 

① 参见何强、崔艳芳：《张鼓峰事件对中苏边界影响摭论》，《兰台世界》2016 年第 8 期。 

② Blacks Law Dictionary, 2nd, https://dictionary.thelaw.com/river/[2020-04-14]. 

③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年，第 138 页。 

④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 第二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第 58 页。 

⑤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年，第 139 页。 

⑥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 第二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第 58 页。 

⑦ 《国境河流外国籍船舶管理办法》第 1 条，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66/112507196601.html[2020-04-11]。 

⑧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一部分第 2 条，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97/772/93/PDF/N9777293.pdf?OpenElement[2020-04-14]。 



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并不改变界河或多国河流的性质。 

图们江既是界河，又是多国河流。上游及绝大部分河段是中朝界河，左岸是中国，右岸

是朝鲜；下游仅只约 15 公里河段是朝俄界河，中国在上游，朝俄在下游。作为界河，中朝

在图们江如何划界？“界河如果是可通航的河流，除非条约或传统习惯另有约定，界线应沿

着主航道的中心线，亦即水流最深处”，“如果界河是不能通航的，则以河道中心线分界”。①

自然的原因可能导致河流改道，可能会对边界线有影响。但“一般中国与邻国的边界条约规

定，界河主航道中间线改变和河岸的改变，边界线不随之改变”②。如中缅、中尼、中蒙、中

苏边界条约都有同样的规定。 

有必要指出的是，图们江沿岸国虽有三国之多，但它并不是“国际河流”，不存在所谓国

际河流的“自由航行”。③ 

1991 年、1994 年和 2004 年，中苏、中俄签订国界东段、西段协议和东段补充协议。④ 协

议的签署一方面“从法律上肯定了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

占的地区大多是中国领土”；⑤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中方还是本着“实

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方针，“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从而给历史遗留下

来的中苏边界问题盖棺论定，⑥ 使延续了 40 余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俄）划界谈判终

于画上了句号。4300 公里长的中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包括涉及图

们江和日本海的区域。 

1998 年 11 月 3 日，中朝俄三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确定图们江三国国界水域分界线的协定》。“图们江上三国国界

水域分界线是自中俄国界第 423 号界标点起垂直于图们江主流中心线、位于江两岸之间的直

 

该公约已于 2014 年第 35 个国家签署后正式生效。中国在联大表决时投了反对票，该公约对中国无效。 

① 周鲠生：《国际法》（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424 页。 

② 谈广鸣、孔令杰编：《跨界水资源国际法律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第 314 页。 

③ 如多瑙河、莱茵河等国际河流流经数国，可通公海。虽然流经各国的河段仍属各该国家的主权，但

向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自由航行。有专门的国际条约加以规制，由全体沿岸国成立委员会共同管理。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外交部网站，

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6659147.pdf[2020-04-1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外交部网站，

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6873978.pdf[2020-04-14]。 

⑤ 参见马蔚云：《张鼓峰事件与中苏边界》，载《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310—320 页。 

⑥ 参见姜长斌：《中俄划界为何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18/11018042269.shtml[2020-04-14]。 



线。该线是图们江上中朝共同国界水域的端线。”图们江上中朝俄国界交界点位于“三国国

界水域分界线与图们江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且“图们江发生任何变化，三国国界水域分

界线和三国国界交界点的位置不变，除非缔约三方达成其它协议”。① 

中朝俄三国划定图们江三国国界水域分界线，并不改变图们江作为界河和多国河流的性

质。我们只能在上述协定的基础上，研究图们江出海权的行使和中国在日本海的权益问题。 

（二）作为闭海或半闭海的日本海 

《公约》为“闭海或半闭海”规定了专门的制度。《公约》第 122 条将“闭海或半闭海”

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或全部或

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海盆或海域。” 

日本海应属《公约》第 122 条的“闭海或半闭海”。通过一系列海峡和水道，日本海连接

鄂霍次克海、东海、黄海及太平洋等海或洋。同时，环日本海的朝俄日韩，将日本海的一部

分海域划定为领海，并主张专属经济区。部分国家已划定相互之间的海域界限。 

“第一二三条包含了《公约》中处理闭海和半闭海沿岸国权利和义务的唯一具体规定。”②  

对于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公约》第 123 条规定了互相合作的义务，包括：协调海洋生物

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等。 

根据《公约》第 123 条的要求，“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

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着重为笔者所加）。这就意味着，互相合作是一种义务，主体是

沿岸国。 

历史上，中国本是日本海的沿岸国，是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地失海，不再拥有日本海的

海岸。历史因素不应断然割裂。图们江发源于中国，绝大部分河段流经中国，其整体性应予

充分考虑。否则，仅就为日本海的生物资源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而言，俄朝界河向下的十几

公里河段，与上游的绝大部分河段差别甚大。即便在日本海没有海岸，中国与其他非沿岸国

（包括其他闭海或半闭海的非沿岸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贡献、对该区域发展的促进、对

该海域生物资源养护等的作用等方面，也是有天壤之别的。 

即便不是日本海的沿岸国，中国亦可根据《公约》第 123 条的规定，作为“其他有关国

家”参加上述“合作”，但这需要“在适当情形下”由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邀请。当然，这些合

作既可直接进行，亦可通过相关区域组织为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确定图们江三国国界

水域分界线的协定》，外交部网站，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5998106.pdf[2020-04-14]。 

② 萨切雅·南丹等主编、中译本吕文正等主编：《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三卷），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 年，第 339 页。 



 

三、中国对图们江和日本海的权益 

 

图们江发源于中国，绝大部分河段是中朝的界河。中国曾经是日本海的沿岸国，现在离

日本海的海岸也只有区区十几公里。作为图们江的源头国、绝大部分河段的流经国家和日本

海的近岸国，根据国际法，中国对图们江和日本海有多方面的权益。 

（一）对图们江朝俄河段的权利 

1. 航行权 

历史条约赋予中国在图们江的通海航行权。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复

杂的原因致使中国未能及时恢复行使图们江的通海航行权。“1964 年，中国外交部向苏朝提

出我国船只沿图们江出海航行的问题，得到朝方的同意，苏方也表示过理解。”① 但中苏关

系的恶化，使这个问题的解决被迫停滞。 

1987 年 5 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恢复图们江出海权、解决图

们江出海口问题的建议。② 此后的几年间，苏朝都表示不反对中国船舶在图们江和江口地区

航行。1990 年 5 月，有关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的中国考察队，赴图们江下游河段及图们江

入海口进行考察。1991 年和 1993 年，还成功组织了两次图们江复航试航和出海科考。③半

个世纪后，中国重新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 

1991 年 5 月，中苏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

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④ 协定第九条规定，苏方“同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者）

可沿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图曼那亚河）通海往返航行”。  

尽管 1991 年苏联解体，但俄罗斯表示承认苏联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朝鲜的立场

虽有反复，但总体上是承认中国在图们江的出海航行权的。 

2. 鱼源国的权利 

溯河产卵种群源于某一国家的河湖之中，在海洋里度过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临近生命

 

① 李正、甘静等：《图们江国际通航的合作困局及其应对策略》，《世界地理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张春宇、梅秀庭：《中国恢复图们江通海权的战略利益与政策选择》，《国际经济合作》2017

年第 2 期。 

③ 同上。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外交部网站，

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6659147.pdf[2020-04-14]。 



的终点时，它们游回出生地繁衍后代。鱼源国有养护和管理的责任，应确保种群通过和出入

其境内的河流。① 

图们江的大马哈鱼属于溯河产卵洄游鱼类，具有“河里生海里长”的特性。按照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对《公约》的评注，《公约》第 66 条是关于“溯河产卵种群”的条目，第 1 款规定

“有溯河产卵种群源自其河流的国家对于这种种群应有主要利益和责任”。该款的措辞采用

没有任何限制的“国家”（States），而不是《公约》普遍使用的“沿海国”（coastal State）一

词，“为非沿海的鱼源国做出了规定”，表明“鱼源国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沿海国”。②  

是故，中国这个“有溯河产卵种群源自其河流”的鱼源国，“对于这种种群应有主要利益和

责任”。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就开展了大马哈鱼的增殖放流工作。2010 年以后，中国建

立了两个大马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加大繁育能力建设，持续开展增殖放流。③ 大

马哈鱼的鱼苗“在图们江入海口逗留 3个月左右，然后游入日本海, 并将进入北太平洋成长、

发育，4 至 6 年后又将经日本海回到图们江产卵繁殖”。④ 作为大马哈鱼的鱼源国，中国为

执行《公约》做出了贡献，履行了《公约》所规定的鱼源国的责任与义务。依据《公约》的

有关规定，中国也应享有捕捞这些鱼类种群的正当权利和利益。⑤ 

（二）中国在日本海的权利 

日本海周边国家有俄罗斯、朝鲜、日本和韩国。俄日韩均批准了《公约》，朝鲜签署了

《公约》，但尚未批准。 

1. 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 

（1）领海宽度。俄日韩三国均已颁布领海法，均实行 12 海里的领海宽度（特定海域除

外）。根据 1998 年《俄罗斯联邦内水、领海及毗连区联邦法》，俄罗斯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

里。⑥ 根据韩国 9162 号总统法令，韩国在朝鲜海峡的领海宽度为 3 海里。① 因受“无核三

 

① 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C. H. BECK 

Hart Nomos, 2017, p. 529。 

② 萨切雅·南丹等主编，中译本主编吕文正等：《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二卷），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年，第 614、617 页。 

③ 边境：《吉林省组织图们江 2017 年春季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吉林水利》2017 年第 5

期。 

④ 江淮：《图们江——大马哈鱼的故乡》，《世界知识》2011 年第 17 期。 

⑤ 参见《公约》第 66 条。 

⑥ Federal Act on the Internal Maritime Waters,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7 July 1998,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 

ATIES/PDFFILES/RUS_1998_Act_TS.pdf [2020-04-14]. 



原则”等制约②，日本在宗谷、津轻、对马和大隅等海峡实行 3 海里的领海宽度③，以避免他

国核动力船舶航经此海域时进入日本领海。 

（2）领海基线。俄日韩的领海基线都是混合基线。朝鲜并未公布领海法，也未正式公

布领海基线。综观朝鲜在国际会议上的立场和表态、处理美国军事船舶的举措、朝俄划界以

及对中国 1958 年领海声明的支持，可以判断朝鲜支持 12 海里的领海宽度，在日本海采用直

线基线法。④ 

（3）军舰的无害通过问题。与图们江和日本海相关的航行制度，除其他外，主要是军

舰的无害通过问题。 

俄日韩三国均承认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俄罗斯允许外国军舰在俄领海无害通过，

但禁止三艘以上外国军舰和来自同一国家的外国政府船舶在同一时间通过俄领海。外国核动

力船舶、军舰、其他政府船舶和运载核能或其他危险有毒物质或材料的船舶，在通过俄领海

时必须持有必备文书，遵守有关此类船舶特殊警戒措施的国际公约，在领海的特定航道行驶，

服从为其特别制定的航道分区安排。⑤ 

韩国承认外国船舶享有无害通过权。对于外国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通

过领海的管理兼采通知和批准制度。一般地，外国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在

通过韩国领海前至少三天（不包括公共假日）将有关事项通知外交部长，但用于国际航行的

海峡除外。如果外国船舶在韩国领海内拟从事韩国领海法特别列出的某些活动，需要提出申

请并获得授权、批准或同意。⑥ 

 

① Enforcement Decree of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Act, Presidential Decree No. 9162, 20 

September 1978, amend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3463, 7 September 1991,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5133, 31 July 1996, an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7803, 18 December 2002,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KOR_2002_Decree.pdf [2020-04-14]. 

② 参见陈友骏、王琨：《东北亚变局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拥核”论动因及前景分析》，《亚太安

全与海洋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③ Law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 Law No. 30 of 1977, as amended by Law No. 73 of 

1996,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JPN_1996_Law.pdf 

[2020-04-14].  

④ 参见杨金森、高之国编著：《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年，第 53 页。 

⑤ Federal Act on the Internal Maritime Waters,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7 July 1998,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 

ATIES/PDFFILES/RUS_1998_Act_TS.pdf [2020-04-14]. 

⑥ Enforcement Decree of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Act, Presidential Decree No. 9162, 20 

September 1978, amend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3463, 7 September 1991,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5133, 31 July 1996, an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7803, 18 December 2002,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KOR_2002_Decree.pdf [2019-11-11]. 



日本领海法中没有关于无害通过的条款。但实践中，日本承认外国军事船舶的无害通过

权。 

朝鲜没有颁布领海法，无从确定其对于外国军事船舶无害通过领海的立场。与众不同的

是，朝鲜在 1977 年发表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公告》中，设立了军事警戒区。在日本

海的军事警戒区是一个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 50 海里的梯形区域。在军事警戒区的水上、水

下和空中，禁止外国人、外国军用船舶、外国军用飞机进行一切活动。除渔船外的民用船舶

和飞机，只有在得到有关方面的事先商定或批准后，才能在军事警戒区内航行或飞越，但不

得进行具有军事目的的行动或侵犯经济利益的活动。① 

（4）海洋划界问题。朝俄在日本海完成了海域划界，包括领海划界、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划界。1990 年 9 月 3 日，苏朝签订了《关于苏朝国家边境制度的协议》（以下简称《朝

俄边境制度协议》），确定了朝俄两国的领海界限：起点为图们江入海口主航道的中间点，

长度为 12 海里。② 

1986 年 1 月 22 日，朝俄两国签署《有关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议》（以下简称《朝

俄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议》），划出两国在日本海的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界线由两段构

成：第一段从领海分界线的终点，沿俄罗斯波沃诺特尼角、朝鲜舞水端和韩国郁陵岛三地的

距离线向日本海延伸至一定点；第二段由该点至俄罗斯、韩国和日本海岸的等距点构成。 

1974 年 1 月 30 日，日韩两国签署《关于确定邻接两国的北部大陆架边界协定》（以下

简称《日韩北部大陆架划界协定》），划出了两国在朝鲜海峡的大陆架界限。③ 但两国在日

本海的大部分重叠海域仍未划界。 

由于在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日俄两国尚未签订

和平友好条约，在宗谷海峡及日本海的海域划界问题更未提上日程。 

韩俄之间海岸相向，在东西两侧隔有日本和朝鲜，两国之间应无海洋划界问题。 

除俄朝韩日的领海外，日本海属于有关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部分，根据《公约》

 

① 参见杨金森、高之国编著：《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年，第 53—54 页。 

②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concerning the Regime of the Soviet-Korean State Frontier, 3 

September 1990,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TREATIES/RUS-PRK1990SF.PDF [2020-04-14]. 

③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oundar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djacent to the Two Countries,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TREATIES/japkor1974north.pdf 

[2020-04-14]. 



的有关规定，有关国家应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① 

 

俄朝韩日四国海洋法制度 

 

 《公约》 领海制度 领海宽度 基线 军舰无害通过 划界 其他 

俄 批准 建立 12 海里 公布 
承认，但对船舶

数量等有要求 
领海、专属经

济区划界 

俄日未

划界 

朝 

签字， 

尚未批准 

推定建立 12 海里 不详 批准 
50 海里

安全区 

韩 批准 建立 

12 海里， 

部分海峡 3 海里 

公布 

事先通知、 

批准 
对马海峡划界 

（涉独岛/竹

岛海域除外） 

 

日 批准 建立 

12 海里， 

部分海峡 3 海里 

公布 承认 

 

2. 中国的权利 

从历史上看，图们江原本是中国的内河，中国原本是日本海沿岸国。沙俄通过侵略战争

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大片土地、海岸，导致中国被禁锢在图们江出海口内。

但是，历史条约确定了中国在图们江的通海航行权，国际法赋予中国、图们江下游的朝俄也

不反对中国在图们江的通海航行的权利。无论日本海沿岸国家国内法如何规定、相互之间划

界与否，都不影响中国行使在日本海的权利。 

（1）航行的权利。从国际法来看，中国有沿图们江通海航行、在日本海航行的权利，

这些权利并不取决于图们江流经的其他国家、日本海沿岸国的同意与否。就航行权而言，中

国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在图们江（包括图们江下游作为朝俄界河的河段）航行的权利；

沿图们江进入日本海的权利；在朝俄日韩领海航行的权利；在俄日韩领海的无害通过权；根

据朝鲜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朝鲜领海无害通过的权利；穿过海峡水道北上（如去往白令海、

北冰洋）、东进（如进入太平洋）、南下（如东海）航行的权利；在日本海有关国家的专属经

济区内自由航行的权利；在日本海的公海部分享有公海自由。 

此外，如果日本海还有国际海底区域（《公约》称之为“区域”）的话，中国同所有其他

国家一样，享有对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区域”的权利。中国行使这些权利，没有国际法

上的障碍。 

 

① 参见《公约》第 58 条。 



（2）养护和捕捞生物资源的权利。中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根据《公约》的有关规

定，作为鱼源国，对于该种群不但有主要利益，也有责任。包括制定“适当管理措施，以确

保这种种群的养护”（第 66 条第 2 款），与“有关国家协商后，确定源自其河流的种群的总可

捕量”（第 66 条第 2 款），可以在“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以外”进行捕捞。在就这种捕捞保持

协商、达成的协议中，鱼源国养护这些种群的“要求和需要”应被“适当顾及”（第 66 条第 3

款(a)）。这种规定“赋予了鱼源国管理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以外的溯河产卵种群的捕捞的主

要权利，但要求保持与相关国的协商”。① 

作为大马哈鱼的鱼源国，多年来，中国持续加大投入，采取了人工增殖放流鱼苗、保护

渔业水域等一系列措施，为养护种群资源做出了贡献，但对源自中国的溯河种群资源的利用

却是不够的，年产量不足四五十吨。② 

作为《公约》缔约国和日本海溯河产卵种群的鱼源国，中国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根据中

国对此区域资源养护的贡献程度和其他国家捕捞的源自中国河流的渔获量等情况，协商确定

中国的具体捕捞数量。 

 

四、余 论 

 

1992 年，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四国签署《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种群养护公约》

③，适用范围为北纬 33 度以北，自沿海国领海基线起至 200 海里外部界限以外的北太平洋海

域。1993 年，四国成立了“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委员会”，就在北太平洋的特定水域中混栖

的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的捕捞、养护和科学研究等进行合作。 

通过诸多的海峡和水道，日本海连通北太平洋。环日本海诸国尚未建立包括大马哈鱼在

内的溯河产卵种群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机制，而《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种群养护公约》禁止

在该公约缔约国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区域进行捕捞，并将管理权和执法权授予缔约国。但是，

“提供经费和放弃经济发展机会来创造有利条件养护和管理”这些“溯河性种群的鱼源国”，并

不仅仅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这种禁止捕捞的规定有失公平。 

中国是大马哈鱼等溯河性鱼类的重要鱼源国之一，为日本海及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资源

的发展、养护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已于 2003 年加入《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种

 

① 萨切雅·南丹等主编、中译本主编吕文正等：《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二卷），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年，第 617 页。 

② 参见江淮：《图们江——大马哈鱼的故乡 》，《世界知识》2011 年第 17 期。 

③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adromous Stock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https://npafc.org/convention/ [2020-04-14]. 



群养护公约》。①今时不同往日，或许我们应该再次思考是否加入、以何种身份加入该公约，

行使权利，参与合作。 

[责任编辑：常娜]  

 

 

① North Pacific Anadromous Fish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3. 

https://npafc.org/wp-content/uploads/Public-Documents/2003/AR2003.pdf [2020-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