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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微塑料污染具有区别于传统塑料污染的独特属性，使得基于传统塑料污染构建的国际立法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适用困境，如当前国际立法缺乏体系性、在应对海洋微塑料污染时缺乏可操作性、部分缔约国

不遵守国际立法。面对这些困境，有必要对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进行单独立法、加强海洋微塑料污染防

治国际立法的可操作性、确保缔约国严格遵守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以期为应对海洋微塑料

污染提供有力的国际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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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has unique attributes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traditional plastic pollu-
t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plastic pollution subject 
to a certain degree of applicability dilemma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ic nature of current interna-
tional legislation, the lack of operationalization in dealing with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and 
the non-compliance of some contracting parties with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lemmas, it is necessary to enact separate legisl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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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lastic pollution, to strengthen the oper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and to ensure that States parties strictly comply with in-
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trong international law support for the response to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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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 5 mm 的塑料颗粒。近几年，微塑料广泛分布在海洋当中，由其引发的海洋微

塑料污染问题逐渐进入国际视野，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海洋微塑料污染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

会面临的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1]。而国际法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全球海洋微塑料

污染的问题，有必要分析既有的国际立法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2. 国际法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必要性 

法律来源于实践，法律又服务于实践。法律规范的产生必定以相应的实践问题为基础。深入认识国

际法在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方面的必要性应遵循“法律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即首先厘清海洋微塑料污

染的事实；其次分析国际法在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方面的必要性。 

2.1. 事实层面：海洋微塑料污染具有特殊性 

海洋微塑料是一种广泛分布、具有环境毒性和生物毒性的新型污染物[2]。相对于传统的海洋塑料污

染，海洋微塑料污染具有诸多特殊性：第一，从毒性的角度来看，海洋微塑料易附着在有机污染物和重

金属之上，这一特点使得海洋塑料污染物能“叠加”已有污染物的毒性，使其毒性放大。第二，从危害

链条长度的角度来看，有害物质致害的范围需要借助于食物链进行判断，传统的海洋塑料污染主要危害

大型的海洋生物，而这些大型海洋生物往往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故传统的海洋塑料污染的致害范围也主

要是大型海洋生物，并不会波及食物链中下端的生物。但海洋微塑料具有粒径小、吸附能力强、数量庞

大的特点，处于食物链中小端的生物也能够被其影响。此外，食物链具有累积效应，有毒物质将沿着食

物链不断积累[1]，这就意味着，从食物链中的初次消费者到终极消费者，海洋微塑料的毒性被不断放大。

当人类食用海洋中的生物时，人类的生命健康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第三，从危害范围的角度来看，

海洋微塑料污染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水体之中，且因海洋微塑料能够被众多海洋生物吸入，而海洋生物

往往具有随季节迁徙的习性，这使得海洋微塑料污染的流动性不断加强[3]。 
严峻的事实问题往往会呼唤法律规则的出现，海洋微塑料污染具有不同于以往污染的特点，这对各

国探究相应的治理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法律层面：海洋微塑料污染亟需国际法规制 

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利器[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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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际法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合作的国际法”这一概念，“合作的国际法”意味着国际法与国际合作

相伴而生，缺一不可[5]。具体而言，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国际法的目的，而追求共同利益离不开

国际合作，国际法又是规范国际合作的总章程。 
具体到海洋微塑料污染的防治问题上，面对海洋微塑料污染，仅靠一国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海

洋微塑料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涉及沿海各国的权利义务、世界上所有国家应承担的海洋治理义务等，这

些问题难免会发生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这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法律规则予以调整，以实现求同存

异之目的，促使世界各国为防治海洋微塑料污染这一共同利益而努力。 

3. 国际法在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时面临的困境 

海洋微塑料污染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而被新发现的问题，探究国际法在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方面

的不足，必须先厘清既有的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律规范。海洋微塑料是塑料的一个分支，故分

析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律规范应从传统的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律规范入手。海洋塑料污染防

治的国际法律规范可以分为硬法和软法，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主要的国际法律规范，笔者以表格的形式(见
表 1)将其予以呈现。 
 
Table 1. Major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表 1. 主要的防治海洋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律规范 

性质 国际法律的名称 主要内容 评价 

硬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
称为“海洋宪章”，以下

简称《公约》) 

《公约》第一条 1规定了“海洋环境的

污染”的定义，海洋微塑料污染能够纳

入其中；《公约》第十二部分规定了各

缔约国保护海洋的一般性义务。 

《公约》能够适用于防治海洋微

塑料污染，但《公约》的内容较

为原则。 

硬法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公约》 

附则五规定了防止船舶垃圾污染方面

的规则，并规定了“海洋垃圾”的概念 2，

海洋微塑料能够纳入其中。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能够适用于防治海洋微塑料污

染，但其适用范围有限，仅限于

船舶营运期间投放的海洋垃圾。 

硬法 
《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

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以下

简称“《伦敦公约》”) 

《伦敦公约》以事前预防的方式，对倾

倒废物及其他物质进行了规范。 

《伦敦公约》能够适用于防治海

洋微塑料污染，但该公约规定的

内容倾向于事前规制 

硬法 
《控制危险废物跨境转移

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
下简称“《巴塞尔公约》”) 

《巴塞尔公约》主要用于规制废弃物的

跨境转移，2019 年将塑料污染纳入其

中。 

《巴赛尔公约》能够适用于规制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跨境转移。 

软法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

污染全球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倡导各国政府积极应对海

洋垃圾污染。 

《行动计划》能够适用于海洋微

塑料污染的防治，但该文件不具

有强制力。 

软法 

《檀香山战略——海洋垃

圾预防和管理全球框架》

(以下简称“《檀香山战

略》”) 

《檀香山战略》对于海洋垃圾的防治提

出了预防和减少海洋垃圾的目标和策

略[6]。 

《檀香山战略》对于防治海洋微

塑料污染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

仍有待于各国自觉遵守。 

软法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 

该文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主要

内容是：1) 鼓励相关主体制定海洋微塑

料的定义、检验标准和方法；2) 鼓励多

方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海洋微塑料

污染[7]。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能够适用

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的防治，但其

主要内容多为倡导性条款。 

 

 

1《公约》第一条规定：“海洋环境的污染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其中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

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

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 
2《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件五规定的海洋垃圾是指产生于通常认为的船舶营运期间而被连续、定时处理的各种废弃物，

包括来自食品、日用品和工作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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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主要的海洋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梳理后，可以发现，现行的国际立法在应对海洋微塑料污

染问题上存在以下的问题。 

3.1.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规制缺乏体系性 

法律体系是指一系列法律规范组成的内容完整、结构合理、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8]。除此之外，法

律体系当中应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即各具体法律规范应有共同的法律理念。在法律体系性的理论下检视

既有的能够规制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发现其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国际立法主要针对某一

特定行为或特定环节，如《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制船舶营运期间、《伦敦公约》注重事前规

制、《巴塞尔公约》着眼于跨境转移等，这将导致国际法律规范在某些领域存在空白，影响海洋微塑料

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的完整性。第二，缺乏协调各国际法律规范的原则性条款。原则性条款是法律体系

的价值体现，各具体法律规则均以其为核心，国际立法也不例外。而既有的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

立法缺乏明确的原则性统领，这将导致部分法律规范之间缺乏协调性，法律规范之间容易相互冲突，影

响法律的功能。 

3.2.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规制缺乏可操作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检验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是否能够有效

应对现有的环境问题，还应从其具体实施方面入手。第一，从硬法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硬法均没有明确

指出海洋微塑料污染的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传统的塑料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寻求思路

和路径。而海洋微塑料具有不同于传统塑料的特殊性，适用既有的国际法律规范难以会出现诸多不适用，

影响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效果。第二，从软法的角度来看，软法在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方面最为致命

的缺陷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应的规定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自愿履行。此外，软法也主要

是提供了倡导性的框架，并未有适用于海洋微塑料污染的针对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难以真正解决海洋微

塑料污染的防治问题。 

3.3. 部分缔约方未严格遵守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 

法律没有了责任制度，就像老虎没有了牙齿，缺乏了威慑力。在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遵

守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国际立法中的处罚力度小甚至没有处罚。国际立法中往往没有直接规定缔

约国违反约定的法律责任[9]。在实践中，一些缔约国并未站在国际环境治理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学的角

度为了谋求部分经济利益而放任海洋微塑料污染。面对缔约国的不当行为，既有的国际立法缺乏相应的

追责机制。第二，国际法是具有约束力的，理应得到各国的遵守，但在实践中，因国际上缺乏相应的监

督各国执行国际法的机构[10]，面对部分国家违反约定的行为，国际法显得力不从心。在海洋微塑料污染

的防治问题上，同样缺乏相应的监督机构，部分国家在履约方面具有较大随意性，造成海洋微塑料污染

防治的国际立法犹如“一纸空文”。 

4. 海洋微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的优化路径 

4.1. 对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进行单独立法 

对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进行单独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在以

往的海洋污染防治实践中，面对石油污染、温室气体污染、氟利昂污染等，国际上均出台了单独立法，

目的是更为快速、有效地应对此类问题。探究当时的立法背景，我们了解到石油污染、温室气体污染、

氟利昂污染等均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污染范围的广泛性、短期内难以消除等特性。当国际社会意识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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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时，这些污染已经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危害，为此，国际社会针对这类问题单独

立法，各国积极加入，这些污染对环境的破坏才慢慢地以改善。海洋微塑料污染与以上的污染特点极为

相似，需要国际社会重点关注，而针对海洋微塑料污染进行单独立法更容易使各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危

害，促成国际合作，最终有效解决海洋微塑料污染的问题。第二，从法律体系性的角度来看，单独立法

能够统一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协调相应的规则。相较于分散的国际立法，单独立法是

建立在国际共同利益之上的，可以在总体指导原则的背景下设计具体的适用规则，能够有效解决原先分

散立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弥补分散立法没有注意到的立法空白。 

4.2. 加强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国际立法的可操作性 

欲得善治，必依良法。确保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工作有效进行，必须有更为可操作的法律予以保

障。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海洋微塑料防治的国际法时，应做到能明确尽量明确，能具体尽量具体。具体

应做到：首先，明确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定义。定义是法律实施的前提，定义能够明确该立法所调整或规

制的对象，故明确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定义是准确判断海洋微塑料污染以及制定具体规则的基础。其次，

结合造成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全环节，包括污染源头、污染路径等，制定各个环节的治理和控制规则。有

效防治海洋微塑料污染必须紧抓该污染物的污染链条，确保防污效果最大化。国际立法具有引导和规范

具体行为的作用，故在制定相应国际规则时应以此为基础。 

4.3. 确保缔约国严格遵守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 

缺少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将严重影响法律的功能。因海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立法缺乏违约制裁

机制，使得部分缔约方随意违反国际规则，为此，有必要从三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根据缔约

方违反国际立法的程度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制裁措施与缔约国的违约行为有关，所以在规定制裁措施

时也应明确缔约国相应的治理责任和管辖范围。第二，规定由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庭承担国际法执法

机关。面对部分国家的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因缔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受到海洋微塑

料污染的国家，可以向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庭提起诉讼，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10]。第三，推行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各国加强国际合作。部分缔约国出现违约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意识到解决海

洋微塑料污染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为此，有必要推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升部

分国家对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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