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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海冰消融对北极渔业法律框架有复杂影响。海冰减少导致资源重新分布，边界规划困

难，生态系统受到威胁。这需要重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提出建议加强国际协作机制、深入研究生态系

统管理、推动科学研究与信息共享、加强区域性合作、强调多边主义。这为解决北极渔业法律问题提供

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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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look at how the melting of sea ice has a complex impact on the le-
gal framework of Arctic fisheries. Reduced sea ice leads to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difficulties 
in boundary planning and threats to ecosystems. This requires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in-
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
tive mechanisms,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ecosystem management, promote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mphasize multilateralism.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legal problems of Arctic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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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之一，近年来，其独特的气候和环境特征引发了广泛关注。北极

地区的气候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温暖化导致的海冰消融。由于气温上升，

北极地区的海冰面积和厚度都在不断减少。卫星观测显示，北极海冰在过去几十年内经历了急剧的缩减，

夏季的海冰面积更是创下了历史新低。这一趋势迅速加速，引发了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的担忧。 
北极渔业一直依赖于海冰覆盖的稳定环境，但海冰的急剧消融正在改变这一传统格局。气温升高导

致的海冰减少，使得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具有开发的潜力[1]，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渔业活动。这种趋势

可能会对北极地区的渔业产业带来潜在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海冰的减少可能导致北极海域中渔业资

源的分布发生变化。某些鱼类和海洋生物可能迁徙到新的水域，而原本依赖海冰的生物可能受到威胁。

这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产生潜在影响。海冰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水域对渔业

开放，提供了新的渔业机会。然而，这也带来了管理和监测方面的挑战。新的渔业活动可能导致资源过

度开发、不当捕捞和渔业冲突的增加，需要更强有力的法规和管理措施来确保可持续的渔业发展。 
本论文的目的是深入研究北极气候变化和海冰消融对渔业法律框架的实质性影响。我们将探讨现行

法规是否足以应对这一快速变化的环境，以及如何制定适应性更强、可持续性更高的法律措施，以保护

北极地区的渔业资源和维护相关地区的利益。 

2. 北极渔业法律体系的原则 

2.1. 渔业管理法规中的持续和资源保护原则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沿，其独特的环境和资源使得渔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了确

保北极地区的渔业得以可持续发展并保护环境，国际、国家和地区层面都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框架。这些

框架不仅体现了国际合作的精神，还强调了对北极渔业的可持续性和资源保护原则。 
在国际层面，最为重要的法律基石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了海洋领域的国际法规，包括了对北极地区的渔业活动的管理[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调了各国在

渔业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那些共享渔业资源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些国家应

该通过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渔业组织协商、合作并共同管理资源；规定了对渔业资源的合理和谨慎利用的

原则，确保渔业活动不会导致资源过度开发或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体现了对北极渔业可持续性的高度关

注；强调了对本地区的尊重和保护。在渔业管理中，应当考虑到本地区的传统权益，并在决策过程中给

予这些地区一定的参与权。 
此外，北极地区的渔业还受到其他国际协定和组织的影响，如《北极渔业捕捞协定》(NAFO)，这个

协定针对北极渔业提出了更具体的管理措施。 
各北极国家也制定了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法规，以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并适应本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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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各国通常通过渔业许可和配额制度来管理渔业活动[3]，以确保渔业资源得以合理开发。这包括

对捕捞量和捕捞区域的限制。北极国家的渔业法律通常要求基于科学研究和数据来做出决策。这确保了

渔业管理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为了确保法规的执行，各国在北极地区建立了监测和执法机制。这包括

对渔船活动的追踪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一些北极国家要求进行渔业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估，以评估捕捞

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在北极地区，一些地区性组织也对渔业活动进行管理和协调。例如，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通过

其渔业工作组(PAME)在渔业可持续性和资源保护方面提供协调和合作的平台。这有助于各国就跨境渔业

问题进行合作，并共同制定地区层面的管理措渔业法规要求渔业活动必须在资源可持续的前提下进行。

这包括确保捕捞量在生态系统承受范围内，以及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资源评估和管理。 
北极地区的渔业法律框架是多层次、多方参与的体系，体现了对可持续性和资源保护的共同关注。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一法律框架需要不断调整和加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需求。通

过国际合作、科学决策、地区参与和有效执法，北极地区的渔业法律框架将继续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前行，确保这片独特环境下的渔业资源得以合理开发和保护。 

2.2.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之争 

在国际法领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和公海自由原则的争议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4]。这两

个原则涉及到对全球共享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涉及到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和合作。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指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应该在各国之间进行合

理而平衡的利用。这一原则强调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互相依存性，要求各国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考虑

到其他国家的权益，追求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原则的核心理念是，地球上的资源和环境是全人类的遗产，

应该得到共同的、负责任的管理。 
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相对立的是公海自由原则，这是国际法中一个经典的概念，主张对公海上

的自由与开放。根据这一原则，公海上的水域不属于任何国家，是全球共享的开放空间。国际法承认了

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飞越和海底资源的开发，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并有权

利对公海上的资源进行合理开发。 
这两个原则之间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全球共享资源的管理方式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主张全球

资源的有限性和互相依存性，强调需要进行合作与协商，以避免过度开发和损害环境。而公海自由原则

则更加强调对资源的自由开放，强调各国在公海上有平等的权利，可以自由开发资源。 
这种争议在海洋资源管理中尤为显著。海洋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水域内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得各国

对于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存在分歧。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求在资源的开发中考虑到全球环

境的可持续性，而公海自由原则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资源[5]。 
为了解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之间的争议，国际社会积极探索协调和共赢的途径。

这包括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定，旨在平衡各国在资源利用上的权益。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该公约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海洋边界、经济专属区、大陆架等概念[6]，旨在为各国提供明确的海

洋界限和资源开发的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了沿海国有关其经济专属区的资源管理权，同时

也确保了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这样的平衡性设计，使得各国在资源争夺中能够在公正、合法的框架

内进行协商与合作。 
此外，国际社会也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进行合作。例如，北极理事会就是一个

处理北极地区事务的多边机构，致力于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与协商，以确保北极地区的资源得到合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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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保护。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之争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在资源管理上所面临的

挑战。在全球资源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各国需要平衡自身国家利益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考量[7]。《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律框架的制定和实施为解决这一争议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多边主义和国际协

作则是实现协调与共赢的关键。未来，各国需要继续加强合作。 

3. 海冰消融对北极渔业的影响 

3.1. 生态系统变化 

3.1.1. 物种分布变化 
海冰是北极地区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为许多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繁殖场所。然而，随着海冰

的消融，许多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极地鱼类和底栖生物的分布范围发生了移动，

因为它们对冰边环境的依赖减弱。而一些其他物种则可能因为失去了特定的栖息地而面临压力，这可能

导致物种的数量减少和生态平衡的改变。 

3.1.2. 生物多样性减弱 
海冰的消融对北极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一方面，某些物种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而减

少数量。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水域变得更加可访问，一些外来物种可能会进入北极地区，引发生态系统

的动荡。这些变化对整个食物链产生影响，可能导致生态系统不稳定和生物多样性减弱。 

3.1.3. 渔业资源的供应不确定性 
海冰的消融对北极渔业资源的供应产生了不确定性。一些传统的渔业资源可能由于环境变化而减少，

而新的渔业资源可能会出现[8]。然而，这种变化通常难以预测，给渔业的管理和规划带来了挑战[9]。捕

捞者可能需要适应新的渔业环境，采用更灵活的捕捞策略以维持可持续渔业。 

3.2. 渔业模式的变化 

3.2.1. 渔业活动的增加 
随着海冰的消融，北极地区的一些水域变得更加容易访问，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渔业活动。这包括传

统渔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渔船前来捕捞。增加的渔业活动可能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竞争加剧和渔业冲突

的增加，因此需要更加严格和有效的管理措施。 

3.2.2. 渔业种类的变化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渔业种类可能发生转变。一些传统的渔业资源可能由于生态系统变化而减少，

而其他种类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可能会在新的水域中变得更加丰富。捕捞者可能需要调整捕捞目标和策

略，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3.2.3. 捕捞地点的转移 
海冰的消融也导致了捕捞地点的转移。传统上，一些捕捞活动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冰封的水域，但随

着这些水域的减少，捕捞活动可能会扩展到原本不易进入的区域。这可能引发新的渔业管理挑战，包括

跨境渔业管理和对新区域资源的评估。 

3.2.4. 渔业可持续性的挑战 
渔业模式的变化对渔业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新的捕捞地点和渔业种类的变化可能导致资源过度

开发，而缺乏足够的科学数据和管理措施可能使渔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渔业管理机构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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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灵活和及时的响应，以确保渔业的可持续性。 
海冰消融对北极渔业的影响不仅限于生态系统的变化，还涉及到渔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系统

的变化可能导致渔业资源的减少和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而渔业模式的变化则可能影响捕捞者的策略和资

源的管理。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渔业管理机构需要制定更加灵活、全面的管理措施，强调可持续性原则，

以确保北极渔业在变化的环境中仍能够实现合理开发和保护。同时，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北极地区面临的渔业挑战，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北极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 

4. 北极渔业法律框架存在的问题 

4.1. 边界规划及资源分配 

4.1.1. 海冰消融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随着北极海冰的融化，原本被冰覆盖的水域变得更加容易访问，这引发了沿海国家之间关于资源分

配的争端。现行的北极渔业法律框架未能充分应对这种变化，导致资源分配缺乏明确的规定。一些渔业

资源可能出现过度开发的情况，因为法律框架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4.1.2. 边界规划的模糊性 
北极地区的边界规划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海冰的减少，一些地区的可访问性增加，引发了

沿海国家对边界的争端。渔业活动通常集中在边界附近的水域，因此边界模糊性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开

发和渔业冲突。当前的法律框架未能提供足够清晰和有效的机制来解决这些争端，导致法律的执行和边

界的划定存在不确定性。 

4.1.3. 跨国渔业合作的不足 
海冰消融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北极渔业中来。然而，目前的法律框架对于跨国渔业合作的规

定相对不足[2]，导致一些国家可能会单方面进行资源开发，而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缺乏跨国合作的

机制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 

4.2. 生态系统保护 

4.2.1. 缺乏生态系统的动态管理机制 
海冰消融引起了北极地区生态系统的动荡和演变。然而，现行的渔业法律框架主要侧重于静态的资

源管理，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生态系统的演变。缺乏生态系统的动态管理机制可能导致对环境变化的迟

滞反应，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形成威胁。 

4.2.2. 生态平衡的破坏 
随着气候变化和海冰消融，北极地区的生态平衡受到威胁。一些物种的数量可能减少，而其他物种

可能增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现有法律框架未能提供足够的措施来保护生态平衡，缺乏明确

的法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生态系统危机。 

4.2.3. 缺乏应对新威胁的法规 
随着北极地区生态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威胁，如新的疾病、入侵物种等。现行法律框

架未能提供足够的法规来有效防范和应对这些新的生态威胁，这使得北极地区的生态系统更加容易受到

破坏。 

4.2.4. 缺乏强制性的环境影响评估 
随着渔业活动的增加，缺乏强制性的环境影响评估可能导致渔业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未能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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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导致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和其他环境问题。当前的法律框架对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和执行存在

不足，需要更加强化和明确的规定。 

5. 国际合作与未来方向 

5.1.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北极渔业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气候变化和海冰消融不分

国界，对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影响影响了整个北极地区。因此，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协调行动，以应

对这些共同面临的挑战。 
北极渔业资源的分配和沿海国家边界的划定是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国家间可能存在争端，而单一国

家难以独立解决这些争端。渔业活动对北极环境的影响具有跨国性质。一国的渔业活动可能会对邻近国

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超出国家自身的管理能力。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建立共同的

法律框架，规范资源的开发和分配，并解决边界争端，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确保环境影响的全面评估

和管理，保护北极环境的整体健康。 
当前，关于北极渔业的国际法规标准相对分散和不统一。各国的法规差异可能导致法律执行和资源

管理的不一致性。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努力制定更加一致和全面的国际法规标准，以确保渔业活动在全

区范围内得到合理管理。 

5.2. 可能的解决方案 

强调多边主义是解决北极渔业法律问题的有效途径。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例如共同研究项目、联合

执法等，有助于各国共同应对渔业资源管理中的挑战。这样的机制能够促使各国加强协作，实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北极地区的沿海国家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区域性协力机制，共同应对渔业法律问题。这包括

设立联合管理机构、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共享资源信息等。这样的协力机制有助于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

更紧密的合作，更灵活地应对渔业变化。国际合作的一部分是在科学研究和信息共享方面进行更深入的

合作。通过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和环境监测数据，各国可以更好地了了解北极生态系统的演变，预测资源

的变化趋势，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渔业管理政策。 
国家间协定是解决北极渔业法律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谈判和协商，各国可以达成共识，制定

包括资源分配、环境保护、边界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协定。这些协定可以为北极地区提供明确的法律框架，

促使各国更好地共同管理渔业资源。国际组织的参与是推动北极渔业法律问题解决的另一有效途径。例

如，联合国、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协调和监督作用，推动各国共同制定适用于整个北极地区

的法律框架[10]。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统一、合理和可持续的渔业管理体系。 
总之，国际合作是解决北极渔业法律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国家间协定、国际组织的参与、科

学合作与信息共享、多边主义和合作机制、以及区域性协力机制的有效结合，可以建立起更加完善、合

理和可持续的法律框架，确保北极渔业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6. 结语 

海冰的减少对北极生态系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生态平衡面临破坏。现有法

律框架未能有效应对这一变化，生态系统的保护亟需更加灵活和动态的管理机制。海冰消融导致北极渔

业资源的重新分布，而沿海国家之间的边界规划和资源分配问题变得尤为复杂。资源争夺、过度开发以

及边界模糊性都成为制约北极渔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针对北极渔业法律框架的复杂性，国际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家间协定、多边合作机制、科学

研究与信息共享等合作方式是推动北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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