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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于爱琴海的大陆架争端

,

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课题
,

也是当前世界上最

复杂的划界问题之一
。

①爱琴海的岛屿星罗棋布
,

达三千一百个
。

其中有不少希腊岛
,

离土

耳其海岸近在咫尺
。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地理条件下
,

如何划定希土两国在爱琴悔的大陆架疆

界 ? 在海上划界时
,

这些岛屿又是否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木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
。

一
、

这一争端的历史背景

爱琴海的领土地位是英
、

法
、

意
、

日
、

希
、

土
、

罗
、

南 (当时的塞尔维亚
、

克罗的亚
、

斯洛文尼亚 ) 等 国一九二三年 七月二十四 日签订的洛桑和约确定了的
。

根据该条约
,

东爱琴

海诸岛大都被割让给希腊
,

但有两个例外
:

(一 ) 多德卡尼斯群 岛 ( D
o d e c a

ne
s Is al n d “ )

被割与意大利
。

一九一一年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
,

意大利夺取了这些岛屿
。

(二 ) 伊姆罗兹

( Im br
o s

) 和特内多斯 ( T
e n e d os ) 两岛被割让给土耳其

,

因为它们位于达达尼尔海 峡 的

入 口
,

对海峡的安全被认为是必要的
.

根据洛桑和约第十二条
, “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三 日伦敦会议为实施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七

至二十 日伦敦条约第五条和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至十四日雅典条约第十五条而通过的并于一

九一四年二月十三日通知希腊政府的关于东地中海的岛屿
,

除伊姆罗兹
、

特内多斯
、

拉比特等

岛以外
,

特别是利姆诺斯 ( L
e m n o s

)
、

萨摩色雷斯 S(
。 m o t h r a c e

)
、

米提利尼 (M yt iel
-

n i )
、

开俄斯 (C h i o s
)

、

萨摩斯
、

尼卡里亚 ( N ik a r i a
) 等岛外

,

均归希腊主权的 决 议业

经予 以确认
,

但本条约有关置于意大利主权下并受第十五条列举岛屿的规定除外
。 ”

该条约第十五条则规定
: “

对现由意大利占领的斯坦帕里亚 ( St a n p al ai )
、

罗得 斯

( R h o d e s
)

、

卡尔基 ( c
a l k i )

、

斯卡潘托 ( S
e a r p a n t o

)
、

卡索斯 ( C
a s o s

)
、

皮斯柯皮

斯 ( p i s e o p i s )
、

米西罗斯 (M i s i r o s )
、

卡利姆诺斯 ( C
a l im n o s

)
、

勒罗斯 ( L
e r o S

)
、

帕特摩斯 ( p
a t m o s

)
、

利普索斯 ( L ip s o s
)

、

西密 ( S im i )
、

柯斯等岛及其附属 J\/ 岛以及

① 非莱克杜波洛斯
: 《地中海的争执

:

希土 两国对爱琴海海床相互 冲突的要求》

载《 国际法学家》
, 19 7 4年第 8 期

,

第们 1页
.



卡斯特洛里佐岛 (C a, t e l lor i z : 。 )
,

土耳其向意大利放弃其一 叨权利和所有权
。 ”

第二次世界 欠战后发生了变化的仅多德卡尼斯群岛
。

依照一九 四 七年在巴黎签订 的对意

和约第十四 条
, “

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连同全部主权割与希腊
。 ”

洛桑和约作出的领土
’

交排
,

整整五十年土耳其迄未煤求镶何变更
。

真到一九七三年土耳
其的态度才有了根木转变

。

这时土耳其开始埋怨它被爱琴海的现状闷得透不过气
。

在土耳其

看来
,

它被 限制在一条狭窄的海域
,

而希腊却企图将爱琴海变为
“

希腊湖
” ,

这 是 不 公 平

的
。

这样
,

希土两国关系中就笼罩着一层阴影
,

严重地威胁爱琴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二
、

对爱琴海的争夺

希土两国对爱琴海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

双方各执一词
,

互不相让
。

从一九七三年起
,

土耳其就对希腊在爱琴海的地位表示怀疑
。

它主张爱琴海的一半属于土耳其
,

包括邻接其海

岸线的各岛
口

与希腊所主张的
“

希腊岛
”

不 同
,

它把这些岛屿统统称之为
“

爱琴岛
” .

与此同时
,

土耳其还制造 了一些舆论
.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日
,

土耳其国防部 长 桑萨 尔

说
: “

土耳其的未来在于爱琴海
。

土耳其不得不成为一个地中海国家
. ”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

日外交部长卡格拉杨吉尔也毫不讳言
: “

不论土耳其政府或公众都不认为爱琴海 只 属 于 希

腊
。

爱琴海的一半属于土耳共
,

另一半属于希腊
。

这是官方的一贯主张
. ”

一九七六年八月

二十四日
,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 ( S ul o y m a n D e m ir e
)l 则公开声称

: “

六百年来爱琴海就

是我们的
,

是在奥斯曼的手中
。 ”

然而
,

在希腊看来
,

安卡拉将爱琴海描绘为希土两国间可分割的区域或可属于其中之一

方是完全错误的
。

希腊宣称
,

没有人可 以分享他不抓有的东西
。

爱琴海不属于任何人
,

不论

希脂或土耳其
。

希腊还以
“

领海之外就是公海
”

的传统国际法来为自己辩解
.

它说
,

在公海

上航行是白由的
,

没有任何利用公海的国家会容忍使之成为属于希腊或土耳其或两者的闭海

区
.

果然如此
,

那就会招致来自各方的抗议或反应
.

既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

证明爱琴海的

自由地位仍然是不可侵犯的
。

因此
,

希腊认为
,

土耳其所谓希腊 已经或企图将爱 琴 海 变 为
“

希腊湖
”

是毫无根据的
。

不但如此
,

为了实现其主张
,

土耳其还提出了一系列论据如下
:

( l ) 希腊 不 应 将 自

己的权利扩展到横贯爱琴海
,

而土耳其却被挤在离其海岸线仅三海里的一条狭窄 的 海域
;

( 2 ) 希腊在爱琴海拥有近三千岛屿
,

而土耳其却只有两个
;

( 3 ) 既然爱琴海位于希土两

国的陆地领土之间
,

就应在它们之间平分
,

一半归希腊
,

一半归土耳其
;

( 4 ) 远离希腊大陆

而靠近土耳其海岸的诸岛应割让给土耳其
;

( 5 ) 由于各岛的总人门较之土耳其沿海区的总

人口要少得多
,

有着不可忽视的人口统计间题
。

对此
,

希腊指出
,

如果将这些理论适用于国际范围内
,

那就会导致不合理的局面
:

要求

拥有岛屿的国家同不拥有岛屿的国家平分秋色
,

拥有辽阔海域的国家就必须同拥有较小海域

或完全没有海域的国家共同分享
;

其岛屿靠近别国的国家就必须将岛屿让出
; 人口较其邻邦

多一些的国家就有权从这些邻邦夺取儿块土地 以减缓拥挤
.

希腊列举国际上的几个事例
,

说明土耳其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

英国海峡群岛 ( C h a n n e l

I s
al nd

s
) 离法国仅二十海里

,

而离英国却八十五海里
。

特别是英国泽西岛 ( J
e r s e y 1

.

) 离

瑟堡半岛 ( C h e r b o u r
幼 仅十四海里

。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位于以海峡 与瑞 典 相 隔 的 一 个

岛上
,

其最窄点在埃尔西诺尔 ( E 卜 i , : 。 f e

)
,

离瑞典仅三海里 宽
。

在 波 罗 的 海
,

丹 麦 的



波恩荷尔姆岛 ( B
o r ni lo lm )离瑞典二十二海里

,

离德国六十海里
,

而离丹麦的西兰 岛九十

五海里
,

日德兰半岛二百一十九海里
,

但它却是一个丹麦岛
。

瑞典和德国都从未对该岛提出

耍求
。

为了给自己的立场辩解
,

希腊还举出了更多的例证
。

法罗群岛 ( F ar oe I s
al

n ds ) 离苏

格兰二百四十海里
,

离冰岛三百海里
,

离丹麦六百五十海里
。

但它们属于丹麦
,

没有任何人因

为它们较靠近其海岸而对之提出要求
。

阿留申群岛 ( A l e u t i a n Is l a n d s
)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

和苏联堪察加半岛之间形成一个弧形
,

它们属于美国
,

即使这些岛屿的最西端位于离阿拉斯

加三百海里的地方
。

苏禄群岛中的许多孤立的小岛离婆罗洲仅三至五海里
,

但它们属于十倍

距离之外的菲律宾
。

圣皮埃尔岛 (St
.

Pi
e r r e

) 和密克隆岛 (M i q ue l o n) 位 于离纽 芬 兰 海

岸十二海里的地方
,

但它们是法国的
。

厉有这一 切
,

恰巧同土耳其的上述主张 反 其 道 而行

之
.

①

三
、

岛屿在爱琴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

由于爱琴海诸岛在经济上对它的重要性
,

希腊 极端重视这些岛屿
。

全部三千一百岛屿中

的二千四百六十三个
,

是包括渔业
、

农业和艺术在内的希腊财富的主要源泉
。

这些岛屿的而

积 占希腊总面积 的五分之一
。

希腊海岸线的总长度是一万五千零二十点八公里
,

其中爱琴海

海岸线达一万零九百四十二点八公里
,

占希腊全部海岸线的百分之
一

七十二点八
。

各岛的人口

共一百五十万
,

是希腊九百万人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②

这些岛屿是否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是希土两国争执最 烈的间题之一
。

希腊在一九七四年

二月七日的照会 中
,

根据希腊的有关立法和 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的规定
,

埋怨土耳其将业 己属

于希腊的萨摩色雷斯
、

利姆诺斯
、

阿基奥斯 ( A g h i o s
)

、

欧斯特拉蒂奥斯 ( E us tr at i 。 “
)

、

累斯博斯 ( L e s b os )
、

开俄斯
、

普萨拉 ( Ps ar
a
)

、

安蒂普萨拉 (A
n t iPs a r

a) 等岛划为土耳

其直基线区域内的海床和底土
。

照会中写道
:

从土耳其绘制的地 图来看
.

“

希土两国间的大

陆架是以国家领土的大陆部分为基线来划定的
,

不顾岛屿的存在
。

希腊政府愿重申
,

根据一

九五八年大陆架公约第一条 ( 2 ) 款
,

岛屿应 以其他陆地领土的同样方法来划界
。

国际法毫

不含糊
,

岛屿如同海岸的任何其他部分
,

拥有完全的海底区域
。 ”

因此
,

希腊主张
.

对有关

岛屿的领土主权
。 “

依照国际法应延伸到它们的海床和底土及其大陆架
,

以便勘探和开发其

自然资源
。 ”

二月二十七 日
,

土耳其在复照中
,

极力否认这些岛屿拥有任何大陆架
,

主要是以国际法

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提出的自然延伸原则为依据
。

它声称
, “

参照这项原则
,

对 爱 琴 海 海

床的地貌研究
,

证明土耳其沿海岸以外确实存在着辽阔的浅海海底区域
,

构成安纳塔利亚半

岛及其大陆架的 白然延伸
,

而邻接土耳其海岸的希腊诸岛则不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 ”

在土耳其海船
“

桑达里号
”

开始勘探爱琴海海底后
,

希腊政府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给土

耳其的抗议照会中重申
,

根据一九五八年 日内瓦公约第二条 l 一 2 款和有关这一问题的一般

国际法原则
,

为勘探 和开发希腊各岛的大陆架而行使的主权权利是
“

专属的
” .

① 雅典 日报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 爱琴海的威肋

⑧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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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
、

匕日
,

希腊驻安卡拉大使馆在另一照会中
,

再次对土耳其政府这一

立场
, “

靠近土耳其海岸的希腊诸岛没有自己的大陆架
” ,

丧示反对
,

并指出
, “

将大陆架

公约的一切规定包括在毛们的国际法准则的概念 中
。 ”

土耳其的这一论调是值得怀疑的
。

由此可见
,

土耳其拒绝岛屿拥有大陆架
。

①希腊却坚持
,

爱琴海的希腊诸岛有权拥有自

己的大陆架
; 为了勘探和开发其自然资源

,

它可以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

在希腊看来
,

这

项规定即使对一九五八年日内瓦公约或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约的非缔约国也是有拘束力的
,

因为它们构成久 已存在的国际习惯法的编纂
。

希腊强调
,

希腊的大陆架是一个完整的实体
,

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
.

它认为
,

土耳其

的大陆架应终止在希腊诸岛开始的地方
.

希腊岛以西没有土耳其大陆架
.

日内瓦公约第六条

明文规定
, “

在无协定的情况下
,

除根据特殊情况另定疆界线
;
疆界线是一条其每一点与测

算各国领海宽度的基线的最近距离相等的中间线
. ”

这就是说
,

土耳其的大陆架最远只能到

达将土耳其海岸同希腊诸岛的海岸隔开的中间
;

线
。

希腊还指出
,

爱琴海海底的地质情况
,

并不象土耳其所宣称的
。

爱琴海大陆架并不象土

耳其所主张的是小亚细亚的水下延伸
,

而是希腊大陆和岛屿海岸的延伸
。

爱琴海海底的地质构

造表明
,

各岛的分布显示着它们是埃维厄岛 ( E
v v oi a

) 和阿索斯山 (M ou nt A ht os ) 半岛

的延伸
.

希腊声称
,

即使大陆架是土耳其海岸的地质延伸
,

这并不能为土耳其创造权利
,

因

为按照国际惯例和实践
,

每个岛屿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

②

这还不算
,

据报道
,

早在一九七四年
,

希腊就打算将围绕爱琴海诸岛的现有领海从六海

里延伸到十二海里
。

这不能不使土耳其感到疑虑
.

在土耳其看来
,

如果扩大海洋管辖范围
,

就会将岛屿占主导地位的爱琴海有效地变为
`

希腊湖
” ,

爱琴海的三分之二便成为希腊的
,

而完全否认上耳其的任何近海大陆架
。

这样
,

就可能堵塞伊兹密尔港 口 和土耳其通往地中海的

海道
。

更严重的是
,

扩展爱琴海诸岛的领海
,

就会有效地否认沿安纳塔利亚海岸土耳其的任何

大陆架
。

正因为如此
,

土耳其竭力阻挠任何扩展
,

并正告希腊
,

这一行动是无效的
,

甚至会

导致两国间的战争
。

⑤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加拉加斯会议上
,

希腊代表不指名地提到
, “

有的国家
”

主

张
,

岛屿不应被许可扩展其领海为十二海里的统一宽度
,

并声称这种
“

做法
”

正在被
“

专断

地适用干
”

某些场合
.

④ 在这之前
,

土耳其曾在三十九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声明
,

在有的地区
“

几个国家邻接一个狭窄的海
,

并在旧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有关领海的
“

很微妙的均衡
, ,

例如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六海里领海
。

照土耳其的说法
,

这种海域的扩展
“

可能打乱现

有的均衡
,

损害别国的合法利益
,

不仅限于航行
” 。

⑤

显而易见
,

土耳其断然拒绝爱琴海的十二海里领海宽度
,

决不接受既成事实
。

希腊却坚

持有权将其领海宽度延伸到十二海里
,

认为这是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约明文规定了的
。

尽管如

此
,

据说希腊已取消将其领海延伸到十二海里的建议
,

但仍保留今后这样作的权利
。

① 西蒙斯
: 《 国际法上 岛屿的沿海地带 》 ,

l洲 9年海牙 版
,

第 147 负
.

⑧ 雅典 H 报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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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土茸其在爱琴海的勘探活动

与希腊向安全理事会申诉

前面己经讲过
,

希土两国对爱琴海的争夺是十分激热的
。

这场斗争的导火线究竟来自何

方 ? 看来这是同土耳其在爱琴海大陆架接二连三的勘探活动分不开的
二

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 日
,

土耳其政府公报刊登了一幅地图
,

表明土耳其政府在爱琴

海的一些希腊岛的向西区向土耳其石 油公司 (
r

r P A ” ) 颁发了二十七个石 油勘 探 执 照
。

同

时
,

土耳其单方面地着手划定爱琴海大陆架 自北至东的界线
,

并公布了一幅 主要包括希腊领

域的海图
。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
,

上耳其撅遣海船
“

桑达里号
”

开始对爱琴海海底进行勘探
,

直到六月六 日为止
.

七月十八 日
,

安卡拉政府又向土耳其石 油公司颁发了一个执照
,

勘探并

开发爱琴海 自南至东的一个区域
.

这就导致了希土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
。

一九七六年七一八月
,

土耳其石油勘探船
“

霍拉号
”

( H or a) 开始勘查上耳其 政 府 单

方面指定的海域
。

这就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

同年八月十 日
,

希腊分别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提出了申诉
,

以寻求政治上和

法律上的补救
.

希腊在给安理会主席的照会中
,

根根联合国宪章第三十
·

五条
,

要求安理会召

开紧急会议
,

其理由是
: “

土耳其不止 一次地严重侵犯希腊在爱琴海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

造

成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局势
。 ” ① 希腊在其后的几封信中说

,

上耳其曾在希腊认为

是它在爱琴海的大陆架上使用
“

西斯米克一号
”

船 (M T A si
s m ki 一 )I 进行

“

地震勘探
” .

八月十一 日:仁耳其在给安理会的信中却认为
,

在没有达成协议的大陆架划界的情况下
,

“

希腊所谓侵犯希腊的主权利权是毫无根据的
” 。

信中指出
, “

西斯米克一号
”

船是在大陆架

尚未划定的
、

事实上有争议的爱琴海的领海外进行地震学试验的
,

但遭到希腊海军和空军舰

艇和飞机的骚扰
.

因此
,

土耳其遣责希腊违反了一九二三年洛桑条约和一九四七年对意和约

有关这些岛屿非军事化的规定
。

土耳其要求安理会邀请希腊进行
“

有意义的谈判
” , “

审议

希腊粗暴地践踏根据条约所承担的关于东爱琴海各岛非军事化的国际义务
,

并采取措施终止

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 ②

八月二十五 日
,

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

呼吁希土两国竭力缓和该地区 的 紧 张 局

势
,

以利谈判
;
号召双方就它们之间的争议恢复直接谈判

,

从而
“

导致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

办法
” ,

促请双方继续考虑
“

适当的司法手段
,

特别是国际法院
,

有权对解决任何遗留下来

的法律争端作出贡献
。 ” ⑧

同年十一月十一 日
,

希土两国在伯尔尼签定了一项关于大陆架划界应遵守的秩序协定
.

根据该协定
,

双方保留各自有关大陆架划界的立场
;
关于爱琴海大陆架

,

双方应避免可能危

及谈判的任何积极性或行动
,

以及倾向于不相信对方的任何行动
;
对有关这一间题的国际实

践和国际规则应进行研究
,

从而归纳出在两国大陆架划界中可采用的某些原则和实践标准
;

为此成立一个由两国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
:

经双方协商后
,

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应采取逐

联合国文件
,

S / P V
·

19 4 9
,

第 6 负
.

联合国文宁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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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

12 一7 5
、

, 2 1了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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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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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解决办法
;

最后
,

谈判应严格保密
,

其内容不对外透露
。

①

五
、

希扮向国际铸碑起诉

一九七六年八 月十日
,

希腊单方面向国际法院对土耳其提起诉讼
。

希腊认为
,

根据一九

八二年在 日内瓦签订的和平解决争端议定书和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希土两国总理会谈后

在布鲁塞尔发表的联 合公报
,

国际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

爱琴海大陆架涉及的一个根本问

题是
,

根据现代国际法
,

岛屿是否可以拥有大偷架 ? ②

希腊在向国际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
,

请求法院宣判
,

东爱琴海的希腊诸岛
“

作为希腊领

土的一部分
,

按照可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

有权拥有属于它们的那部分大陆架
。 ” ③希

腊指出
,

上耳其在这些岛屿领海外的陆架区
,

向国家石油公司颁发勘探执照
,

是对这些岛屿

的大陆架的侵犯
.

④ 但是
,

土耳其却拒绝接受靠遏其海岸的希腊诸岛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

在

它看来
, “

目前希腊在其领海外的爱琴海中并不具有划定了的主权权利
。 ”

⑤

在给国际法院的第二份意见书中
,

希腊请求国际法院宣布
, “

按照法院所确定的可适用

于爱琴海上述区域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

属于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中各部分大

陆架之间的分界线的走向是什么
。 ” ⑥ 但它也确认

, “

争端只限于邻接各岛屿的大陆架
,

而

不是有关爱琴海或其海底的任何其他部分
。 ”

希腊还请求国际法院宣判
,

希腊享有在大陆架

中勘探
、

开发和研究的专属权
,

未经希腊伺意
,

土耳其无权采取任何行动
; 二仁耳其的活动构

成对希腊主权权利的侵犯
,

土耳其不应继续其活动
。

⑦其主要依据是一九五八年大陆架公约

第一条 ( 2 ) 款
,

根据这项规定
,

大陆架是指
“

邻近岛屿海岸的类似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

土
” 。

但土耳其却认为
,

有些岛屿
“

不拥有大陆架
” ,

因为
“

这些岛屿只构成土耳其自以为

是大陆架 L的高地或隆起
,

或很久前这些岛屿在地质上就属于亚洲大陆
。 ” ⑧

然而
,

在爱琴海大陆架一案中
,

希腊代理人奥康奈尔 ( 0
’

C o n
ne 11) 对 上耳其的主张

“

邻

近其海岸的希腊岛只是土耳其大陆架为的隆起
”

进行了反驳
。

他辩称
,

如果土耳其用这种辩

解否认这些岛屿的任何大陆架
,

为什么土耳其不以同等理由同样否认这些希腊岛屿不拥有领

海呢 ? 他说
,

国际法给予这些岛屿以领海
,

上耳其在同意多德卡尼斯群岛周围的
“

共同领海

边界
”

时曾承认这一点
.

⑨
。

与此 同时
,

希腊还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护措施
: “

( l )除相互同意外
,

在法院对本案

作出最后判决之前
,

不在土耳其颁发这种执照或许可证或邻接各岛的大陆架区域从事一切勘

探活动或任何科学研究
;

( 2 ) 不采取可能危及其和平关系的进一步军事措施或行动
。 ” L

希腊认为它的请求是正当的
。

首先
,

关于保护希腊所主张的勘探和开发的主权权利
,

以

及有关土耳其不采取可能有损于执行任何司法判决的一切措施的权利
,

是由于
“

土耳其颁发

国际法院
:

邱吉尔
·

诺尔德奎斯特
·

莱
: 《 海洋法的新趋向 》 ,

19 7 3年版
,

第 V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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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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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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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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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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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执照和进行勘探矫动
,

必须有助于期待法院的判决
,

而侵害沿海国了解其大陆架的专属

权
,

就构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 ”

其次
,

关于保护希腊所主张的有关土耳其不采取可能加剧或

扩尤现有争议的任何行动的义务的权利
,

是由于
“

如果这种活动继续下去
,

就会加剧争议并

有损于两国间友好关系的维持
。 ” ①

然而
,

土耳其却认为
,

所要求的临时措施是不必要的
,

不应 子以指示
。

照土 耳 其 的 说

法
,

上耳其的#J] 探活动
“

不能被认为是涉及任何有损于希腊对争议区存在任何权利
; 即使承

认上耳其的勘探对希腊的权利造成损害
,

没有理山认为这种损害不能予以补偿或能影响法院

可能作出的任何判决的执行
。 ” ②

希腊请求临时保护措施
,

不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四
一

}
一

条和国际法院规则第六十六条
,

而且以一九二八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第三十三条为依据
。

但是
,

土耳其则指出
,

一

九二八年总 议定书在希土两国间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条约
;

即使是有效的
、

可 适用的
,

起诉书

中提交法院的问题属于对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希胎加入书的保留 ( 乙 ) 的条件
。

这项保留

排除了总议定书所规定的
“

有关依照国际法仅属于国家国内管辖事项的争端
,

特别是有关希

腊领土地位的争端
,

包括有关对其港 口和交通线的主权权利的争端
”

的程序
。

因此
,

它有权

将包括在起诉书的问题排除在总议定书之外
。

③

在本案中
,

国际法院还着重审议了土耳其颁发许可证并进行地震勘探是否导致对希腊所

主张的权利的无可弥补的损害
。

法院断言
,

这些活动
“

不能创造新的权利或剥夺其他国家在法

律上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
。 ” ④ 在法院看来

,

如果
“

能够 以适当方法予以补偿
” ,

损害便不是

不可弥补的
;
本案中没有不可弥补的损害的威胁

,

因而没有必要和理 由适用规约第四十一条
。

十分明显
,

国际法院采 纳了土耳其的意见
。

⑤ 土耳其辩称
,

如果发生这两种情况之一
,

就

表明需要临时保护
: “

或对一方造成的损害是无可 弥补的
,

这就意味着不能赔偿一笔款项予

以补救
,
或由于要求对它采取临时措施的国家所从事的行动

,

使法院最后判决的执 行 不 可

能
。 ” ⑥

根据这一标准
,

国际法院宣称
, “

所谓土耳其浸犯希腊所主张的取得有关大陆架区域的

自然资源情报的专属权
,

如果成立的话
,

是能够 以适当方式得到补偿的
。 ”

因此
,

法院得出

结论
,

在根据规约第四十一条可能需要行使其权力指示临时保全措施之前
,

法院未能发现在

所谓侵犯希腊的权利中对争论的权利这种无可弥补的损害的危险
。

⑦

来 自尼 日利亚的法官埃利亚斯 ( E l i a s
) 对此提出异议

。

他指出
,

国际法院的多数 意 见

是
, “

一旦由土耳其勘探和开发而引起的任何损失能够 以现金或实物予以补偿
,

希腊不能说

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

依我看来是不正确的
。

这就意味着有偿付能力的国家根据这一原则

可 以对另一国做错事而不受惩罚
,

因为它不把伤害本身对被触犯的国家的民族敏感性就可造

成无可 弥补的损害当回事
。

行动本身的是与非似乎无关宏旨
。

这是当代国际法不应赞许的一

项原则
,

在 当今的国家间关系中可 能不再是正确的
。 ” ⑧

① 国际法院
: 《 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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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认为
,

希腊的申诉是过早的
,

为维护希腊所主张的权利要求采取临时保护措施是

不必要的
.

因此
,

土耳其拒绝参加诉讼
,

不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

建议驳回希腊所提出的

临时保护请求
,

并要求法院从案例单中撤销此案
。

最后
,

口际法院以
一

{二票对一票栽定
,

于一 九
,

七九年九月
一

!一 日发布了一道命令
,

拒绝

希腊关于采 取临时保护措施的要求
。

十月 卜四 「!
,

国际法院又发布了一道命令
,

裁定首先应就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辩诉状
,

并

规定提交辩诉状的期限
。

①尽悄希腊根据这一命令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辩诉状
,

但土耳其一九

七八年四月二
一

{ 1)11 11 通知法院说
, `

已不打算就这一 问题指定诉讼代理人或提交辩诉状
。

同年

十二月十九 !
一

1
,

卜浅几法院以十二票刘
一

二票裁定
, `

它不具有接受希腊政府起诉的管辖权
。

六
、

对爱琴海大陆架划界的几点意见

如上所述
, 一

}
一

多年来希土两国间有关爱琴海的大陆架争端
,

安全理事会束手无策
,

国际

法院又无权竹辖
,

争议双方直接谈判
,

更是遥遥无期
。

长此以往
,

就会造成爱琴海的紧张局

势
,

这不能不使人们密切关注
。

但是
,

不论通过什么渠道
,

这一争端的解决都是同岛屿与大

陆架划 界原则分不开的
.

依照 《 海洋法公约 》 第八十三条 ( 1 ) 款
, “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
,

应

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
,

以便得到公 平 解 决
. ”

那 么

在爱琴海的大陆架划界中
,

希腊诸岛究竟起着什么作用? 又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求得
“

公平解

决
”

呢 ?

在划分大陆架的疆界时
,

主要靠有关各国相互间的位置及其岛屿的位置
。

② 下面儿个前

提是通常加以考虑的
:

(一 ) 据初步统计
, “

在二十六个划分海底疆界的协定中
,

只有 两 个 没 采 用 等 距离

法
.

③ 当然
,

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划界是否应采用等距离法
,

则要根据大陆架的具体情况而定
.

(二 ) 为了求得公平解决
,

在划界中给予一个岛屿的效力以及岛屿的海岸线与划界国的

海岸线之间应有
“

合理程度的比例
” 。

一个构成国家领土重要之一部的
.

岛屿
,

在划定领海以

外的海域时应给予一些效力
.

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该岛作为基点
,

因为这祥处理在多数情况下

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划界
。

在北海大陆架一案中
,

国际法院认为
,

按照公平原则
,

划界应在属

于沿海国的大陆架区域和它的海岸线长度之间有
“

合理程度的比例
. ”

这种办法很容易适用

于岛屿的大陆架
。

许多岛屿的面积对所属国是无关重要的
,

为划界目的这些岛屿通常不应予

以考虑
。

(三 ) 即使在大陆架划界中不顾岛屿的存在
,

岛屿也拥有自己的领海
.

因此
,

领海是必须

给予岛屿的最低限度的海域
。

沿海国有权对岛屿的领海下面的海床和底土行使大陆架权利
。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将其大陆架延伸到属于另一国的岛屿的领海下面
。

(四 ) 如果沿岸国和岛屿邻接同一地质上的大陆架
,

不论岛屿是否属于该国
,

在划定法

律上的大陆架时是无关宏 旨的
.

④

①

②

⑤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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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将海岸相向的国家划为 ABC D四个地带
,

岛屿在划界中的效力见下图
。

一个位于所

乙乙 国国

DDD地带带

CCC地带 岛屿的领海海

CCC地带 岛屿的领海海

BBB地带带

AAA地带 领海海

甲甲 国国

属国领海内的岛屿 (A 地带 )
,

可 以用来作

为测算中间线的基点
,

主要 因为 它 邻 接 海

岸
,

它对该线的最终位置影响较小
。

B地带

的岛屿不应被用来作为基点
,

在其领海以外

海域的划界中不应给予重要效力
.

C 地带岛屿的特点是
,

由于它同所属国

和距遥远 以及岛屿的领海位置需要改变中间

线
,

该岛同它的所属国通常缺少地理上的紧

密联系
.

而且
,

以岛屿为基点显然会引起中

间线的重大变形
.

因此
,

位于 C地带的岛屿

只拥有领海
,

在划界中不能作为基点或在划

界中给予任何效力
.

位于 C地带的岛屿可能只属于一个划界国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都对地理上处于不利 地位

的国家作出让步
。

如果两国各有一个岛屿位于中间线或靠近此线
,

各该岛屿可给予领海和 以

这些中间线转移所代替的区域
。

在这种情况下大都相互抵销
。

①

如前所述
,

三千多个希腊岛屿遍布爱琴海
,

其中有几个离上耳其海岸仅几海里
。

为 了使希

土两国在爱琴海的大陆架划界争端得到公平解决
,

现根据上述模式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如下
:

(一 ) 北爱琴海
,

在北纬4 1
。

与北纬 3 9
.

3。 `

之间
。

如果该区是按等距离原则划定的
,

则萨

摩色雷斯
、

利姆诺斯
、

欧斯特拉蒂奥斯三岛将座落在侧面上 ( C地带 )
.

因此
,

这些 岛屿不

应用作基点
,

而只拥有领海
。

侧面线应予 以变更
,

以许可这些领海的存在
。

希土两国都要求

六海里领海宽度
。

(二 ) 爱琴海中部
,

在北纬 3 。
’

30
`

和北纬 38
’

之间
。

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划定该 区的疆

界
,

希腊四岛就会全部穿越中间线 (D地带 )
。

其中累斯博斯和开俄斯两个最大的 岛 屿
,

各

离土耳其大陆仅五海里
.

以该岛为基点就会剥夺土耳其在爱琴海中部的任何大陆架
,

这是同

土耳其在该区的海岸线长度不成比例的
。

博格斯就曾强调在大陆架划界中
“

岛屿对划界国的

有关面积
’ 。

② 因此
,

这些岛屿只拥有领海
,

而不应用作基点
。

在同一地区中
,

普萨拉和安

提普萨拉两个小得多的岛屿
,

离开俄斯岛约十二海里
。

这两个岛也只拥有领海
,

虽远离中间

线
,

但与开俄斯岛的领海却是近邻
。

(三 ) 南爱琴海
,

在北纬 38
’

和北纬 35
。

之间
,

包括基克拉 迪 ( K i kl a d e s
)

、

南 斯 波拉

提
、

北斯波拉提 ( S p o ar d e s
) 三群岛 ( B和 C地带 )

、

克里特岛及其附近各岛 ( B和 C地带 )

和邻接或靠近土耳其海岸的各岛一一萨摩斯 ( Sa m os )
、

伊卡里亚 ( I k
a r i a ) 和多德卡尼斯

( D地带 )
。

所有这些岛屿都应拥有领海
,

即使给予靠近土耳其海岸的各岛以领海将土耳其

从陆架区以外有效地隔开并极大地减少大陆架的面积
.

但是
,

除克里特岛外
,

这些岛屿没有

一个在该区的划界中应予 以任何效力
.

大岛一向被认为是
“

应当给予完全效力的岛屿
” 。

③

克里特岛构成北纬 3 8
。

以南希腊海岸线的百分之五十和希腊在整个爱琴海的海岸线约百 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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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

这样
,

南爱琴海的大陆架面积应按照有利于希腊的比率 2
:

1 来划定
.

这样的划分

就把基克拉迪群岛的邻海和多德卡尼斯岛的领海同邻接土耳其的其他岛屿之间的陆架区分给

土耳其
,

而基克拉迪群岛和克里特岛之间的陆架区则分给希腊
。

(四 ) 爱琴海的整个大陆架疆界将以有利于希腊的比率约 2
:

l 来划定
。

这一比率大体
.

上是同邻接爱琴海的希腊和土耳其的海岸线长度成比例的
。

只
.

有这样
,

才能获 得
“

公 干 解

决
。 ”

在按照海岸线的一般方向测算吐
,

① 希胎大陆的海岸线长度约一百五十海里
,

而土耳其的

海岸线长度约一百四十海里
,

克里特岛的海岸线是
一 百六十海里

。

这样
,

该地区的陆架 区应

。 ` 1 5 0十 1 6 0 3 10 * , _

2
, , * , _ _ _ 。 , 、 , . t

*
。 ; 卜

“
、二, : 二 . , 。 ,’ ` . , _

` 一 , . , 、 .

* 。 一
: 二 r 二 卜 ,

.

, .

、 二 二 L 、 、 : 、 、 一,

为
l
竺今士扩岁 ~ 于笼约守

。

北纬 3扩 以雏希腊的海岸线约长三一八 十海里
,

而土耳其的海岸线约
1 4 9 1 4 0 ` 子

l
。 ”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
卜 ’ ” ”

` 子 ` 一 J ’

~
一 ` 丫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长二百二十海里
。

这样
,

同上述海岸线的比率加起来
,

整个爱琴海的海岸线为
3 10 十 3 8。

_ _ _

1 4 0 十 2 2 ()

粼约号
一 希 , 可。。 到的陆架区约为石劣熟

6。一

黑
一 6“ ,

·

②

从以
.

上所述可 以清楚地看出
,

希腊和土耳其有关爱琴海的大陆架争端
,

是当今世界 上长

期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大陆架划界间题之一几 其所以如此
,

不但由于这一争端涉及特殊的地

理位置
,

而且要追溯到历史的根源
, .

不 限于大陆的划界
,

而争端之一方还提 出领 土 归 属 问

题
。

就以划界来说
,

一方主张以中间线为界
,

要求平分爱琴海大陆架
,

另一方面 却 坚 持 每

个岛屿拥有自己的大陆架
,

爱琴海诸岛以西没有土耳其的大陆架
。

一方认为日内瓦大陆架公

约和海洋法公约对它不发生效力
,

另一方却强调这些条约的有关规定己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

部分
。

双方争论不休
,

各不相让
。

这就给整个爱琴海笼罩上一层阴影
,

使早已恶化的希土两

国关系更加紧张
,

严重地威胁着该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
。

希腊和土耳其良古就是近邻
,

又都是联合国会员国
,

理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

法准则
,

谋求这一争端的妥善解决
。

根据宪章第二条 (三 ) 款
, “

各会员国应以 和 平 方 法

解决国际争端
,

傅免危及国际和平
、

安全及正义
。 ”

宪章第三十三条还明文规定
: “

任何争

端之当事国
,

于争瑞琳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
,

应尽先以谈判
、

调查
、

调

停
、

和解
、

公断
、

司法解决… …求得解决
。 ”

当然
,

希土两国如能恢复直接谈判
,

从而导致相互

可 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

那再好不过了
。

然而
,

由于爱琴海大陆架争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要想通

过双方谈判以求得解决
,

难免旷 日持久
,

达不到预期效果
。

几

而土耳其又不愿将这一案件提请
“

国际法院
”

解决
,

已如上述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妨参照英法大陆架仲裁案的先例
,

按照宪

章第三十三条交付
“

仲裁
”

裁决
,

或提交按照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附件六即将成立的国际

海洋法法磨审理
.

总之
,

只有和于解决争端
,

才是切买可行的唯一康庄大道
,

这不 仅符合希

上两国的根本利益
,

而且对爱琴海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也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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