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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该原则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在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提出、确

立及其内容进行阐释，重点解释了其所包含的国际共同管理等具体内容。根据目前的实践情况可以看出，

在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时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如相关法条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以此为基础从

国际法的视角入手提出了该原则的发展路径，并结合中国实践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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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learly stipulates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proposition, establishment and content of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inheritance of human beings, and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interna-
tional joint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inheritance of human beings, such as the unclear 
pro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is princi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e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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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海底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权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先进的

技术以及雄厚资金的支持，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中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避免少数海洋大国对

海洋资源的瓜分，发展中国家提议应当建立相应的国际海底管理制度，使其真正为全人类所共有。中国

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传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新发展，并促进了该原则的落实，为该原

则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2.1.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提出与确立 

1967 年，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正式提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联大最终通过第 2340
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区域”应适用何种国际法原则？国际社会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博弈，主要分为两种派别。发达国

家拥有先进的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主张利用其优势优先开发资源，先占先得；发展中国家没有足

够资金用于海洋资源开发，同时深海资源勘探与开发需要最新海洋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这

种能力，因此这些国家主张建立一个机构代替全人类开展活动，即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来保护全人类的共

同财产。在各国长期的博弈中主要有三种理论：1) 无主物理论，“区域”及其资源是无主物，可通过先

占取得所有权。2) 公有物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属于公有物，其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全人类，其利

益也应由全民共享，不应被某些国家独占。3) 公海自由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同公海一样，各国有

权行使公约许可范围内的自由权，资源可以先占取得[1]。 
1970 年 12 月 17 日，《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中规定：国家管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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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属于全人类，任何国家和个人不能以任何方式据为己有[2]。此项原则丰

富了国际海洋法的内容，成为一项新原则被世界各国普遍遵循。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又

再次重申了该原则在国际海底区域的适用。除此以外，平行开发制度的运用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设立，

拓展了该原则的内容，使其更加成熟完善，同时体现了和平与公正的基本理念。 

2.2.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基本内容 

2.2.1. 国际社会共同管理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全人类共享和受益的，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任意转让或索取。因此，

必须由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国际组织对该地区及其资源进行管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该区域的资源由所

有人平等分享，而不被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优势独占资源，牟取巨额利润。随着实践的发展，整个国际

社会都意识到合作的重要，各国致力于通过谈判建立国际共同管理规则，推动国际海底区域管理的国际

化发展。 

2.2.2. 坚持和平开发利用 
“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及利用应当和平的进行，禁止任何国家在该区域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以及

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因开发利用“区域”发生争端，也应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如谈判、仲裁等。当

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和平发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

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此，在“区域”进行资源勘探与开发的各个国家均有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2.2.3. 公平合理开发利用 
人类目前对深海的了解有限，勘探开发资源更涉及最前端的海洋科技，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技

术、资金限制无法参与其中，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在各国争相投身于深海资源的开发时只能

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因此，如何使其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使全人类共同受益，是国际社会应当共同解

决的问题。发达国家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为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秉持公平平等的理

念，公平分享收益。除此之外，在开发利用资源时，必须设立相应的规章制度与管理体制，保证“区域”

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开发，防止过度开采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世界各国都应当担负起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义务。 

3.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适用中的问题 

3.1. 相关法条规定有待明确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主要在深海及外空领域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一部影响力深远的

“海洋法典”，其中明文确定了该原则的法律地位，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而在外层空间领域，这

一原则尚未得到普遍认可。问题在于这几个条款仅仅概括性的提到了该原则，并不涉及该原则的具体适

用，比如主体、范围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3]。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管理国际海底区域的首要原则，

国际海底管理局目前承担着落实与执行该原则的主要任务，对于如何实施与适用该原则并没有行之有效

的经验以供参考，这个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另外，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在国际法上到底是政治原则还是法

律原则抑或规则，尚无定论，这也不利于该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3.2. 惠益分享规则有待细化 

“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为全人类的利益考虑，“区域”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适用原则以及

获取方式仍然缺少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存在相关规定，但是较为笼统，没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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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详细的具体规则，缺乏可执行性。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问题(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也是各国争论的核心焦点之一。惠益分享制度对

平衡各关系方利益发挥重大作用，力图维持深海采矿投资者与其余陆上采矿国均衡的利益关系。因此在

强调国际海底管理局作用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勘探、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活动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性活动，

更重要在于剩余利益的分配与转化，即惠益分享制度。目前，深海、极地等领域的惠益分享制度都存在

一定空白。各国应当遵守《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为其他缔约国提供便利，不得增加任何不合理的

限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合作的同时，推动构建新的管理体系，改变管理碎片化的现状。 

3.3. 发达国家的承认度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承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然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并不完全

承认这一原则。相反，这些国家采用国内立法的方式来保证本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资源的合法性。公

约规定的国际海底区域相关规定并不能约束非缔约国。如果海洋强国不受条约约束，将会使条约规定流

于表面，缔约方相较于非缔约方处于不公与劣势地位。以美国为例，1980 年《深海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

规定，美国有权授予本国人民在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和开发的权利。此种国内立法与公约规定的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原则相悖，不利于国际共同管理的实现以及资源利益的共享。美国的海洋勘探技术以及海上力

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公约规定的基本制度及原则

也无法约束其行为，在执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方面没有发挥表率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则

的适用和未来发展。 

4.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未来发展构想 

4.1. 明确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规定 

4.1.1. 行使权利的主体 
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由全人类对其行使权利。个体无法实现这种权利，因此应当

由一个能代表全人类的机构即国际海底管理局代为行使。由国际海底管理局对勘探开发者的申请进行特

别批准，授予其专属开发权。在当前制度下，应当理清楚人类、缔约国、开发主体与国际海底管理局之

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人类”不仅指现在的人类，也指未来的人类，处理好这

些问题对未来资源的再分配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1.2. 共同行使权利 
对“共同”一词的解释是理解该原则的前提，与民法中的共有不同，任何人都不能将共同财产占为

己有或对其进行使用、处分及收益。公约中的“共同”应当做如下理解：各国对国家管辖以外的海床洋

底及其资源共同所有、共同管理；任何国家、国家集体或个人都不得对该区域及其资源行使主权或变相

占有、分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所有利益，共享收益[4]。 

4.1.3. 界定“继承财产”的含义 
“继承”意味着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原本存在，反映了财产的“共有”属性。《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原则的规定较为概括和笼统，在实践中各国对该原则的解释也不同，不利于原则的

实施。公约中“财产”被界定为仅指矿产资源，排除了生物资源。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财产”的范围，

将生物资源纳入其中，扩大原则的适用范围，更为周全的管理海洋资源，避免产生条约解释的分歧。 

4.2.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惠益分享制度 

惠益分享制度的设计一直是各国的核心分歧所在。目前，申请开发者与管理局的利益分配问题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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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管理局的主要问题之一。《公约》与《执行协定》曾对各方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缴费机制提出设想，

但是不够具体详细，并不具备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所谓的惠益分享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将收益公平、平

等的分配给各缔约国，因此不应该在体制建立的初期就明显偏向任何一方，建立基金机制可以为惠益分

享的发展路径提供便利，比如可以参考借鉴已有的捐赠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等模式[5]。生物遗传资源

流动性较强，各国对该类资源争相抢夺，而相关制度亟待完善，各国应当加强深度合作，任何国家不能

对不属于本国管辖范围内的资源主张权利。同时，管理局也应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给予

其资金与技术支持，便于方便快捷的分配资源。 

4.3. 落实相关立法和实践 

在立法上，应加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可操作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执行协定》中的

相关规定也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完善，以期更好地解决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问题。此外，管理局

自身的规章制度作为《公约》与《执行协定》的补充，也应发挥相应作用。另外，20 世纪末，一些占优

势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比利时等)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排除原则的适用。随着该原则逐渐成为主流，

德国、比利时等修改国内法承认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法律地位以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各国应

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共同承担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义务，坚持用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致力于共同应对海洋危机，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6]。 

5. 中国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新时代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提明了全球治理

新方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该理论不仅涉

及哲学与政治学思想，更蕴含了深厚的法学思想[7]。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等具有相通之处，同时对传统原则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与拓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具有

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5.1. 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公平开发利用“区域”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借鉴民法中共有物制度的产物，原则所体现的是共同开发利用资源，公平

合理的共享收益。该原则如何解释适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分配是各国争议的焦点之一，国际社会围

绕此项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中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与原则所反映的理念十分契合。深海蕴藏着大量的矿产油气资源、生物遗传资源、渔业资源，是各国密

切关注的对象，这导致海洋强国开展“蓝色圈地运动”争抢资源，有悖于公约所确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不利于公平合理的分配人类共同财产以及时际公平、代际公平的实现。中国作为深海资源开发

的主要参与方，积极参加深海事务管理以及相关规则的制定，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切实践行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8]。 

5.2. 坚持保护海洋生态，合理开发利用“区域” 

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矿产、油气等资源被大量开采，极大促进工农业发展

的同时也带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当前，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识。人类只有一处

家园，每个人面临着共同的风险、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与未来，全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风雨同舟。从这

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这一点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表现的尤为重要。《公

约》对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也设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必要原则与规章制度，各国必须考虑到其开

发利用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公约精神，符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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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为合理开发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持。各国也应牢记前车之鉴，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保护生态环

境，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5.3. 以对话解决争端，和平开发利用“区域” 

深海治理是各国战略合作的新疆域，目前配套的管理规定尚不健全，相关规章正在制定当中，中国

积极参与谈判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倾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

音，将各国置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制定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各国利益无法完全割

裂，因此必须合理顾及他国利益，预防发生争端。另一方面，利益分配产生分歧无可避免，应善于采用

谈判、仲裁等方式及时有效的解决。国际海底区域相关规则的制定必须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为核心，

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各国之间的分歧及争端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

与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推进国际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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