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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船舶排放压载水的单边立法及启示
作者:陈敬根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9年03月02日  点击:

    压载水是指远洋船舶离岸时携带的充当压载物的海水等，目的为了保持船舶航行的平衡性和稳定

性。由于处理技术和经济上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的压载水不能进行或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这无意中

为海洋生物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繁衍提供了便利。这些生物往往会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栉水

母事件”、“霍乱弧菌污染事件”等。而且海洋生物入侵具有不可逆性，其所引起的环境灾害会随着

时间的变迁而愈演愈烈。故此，国际海事组织（IMO）已宣布将压载水入侵生物传播与陆上排放、对海

洋生物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海洋栖息环境的改变并列为海洋面临的四大危害。为了应对船舶压载

水这种危害，IMO通过了《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管理与控制公约》，预计将2009年实施。与此同

时，为了能有效防治船舶压载水带来的危害，一些国家或地区已就压载水更换区域进行了单边立法。

长久以来，我国政府防治海洋污染的对象一直是显性的污染行为或事件，如陆源污染、船舶溢油事故

等，而对船舶压载水这种较为隐性的海洋污染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规制船舶排放压载水立法的分析，以促进我国相关机构树立紧迫意识、开展立法研究和制定技术规

范。 

规制船舶压载水的单边立法情况 

    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其他国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单边立法者多为船舶压载水排放量较多的国家。国际海洋运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欧洲

和日本是大型原油船舶主要注入压载水的地区；而排出压载水的区域则主要集中在中东、加勒比海和

非洲海域。大型集装箱运输船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其注入压载水的区域为亚洲和欧洲海域；接受大型

集装箱货轮压载水的区域为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所以上述国家一般都进行了单边立法。 

    第二，单边立法者多为深受船舶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严重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矿石、农

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其国际贸易绝大部分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压舱水多达几

十亿吨。这些数量巨大的压舱水带来了上百种的外来水生生物，对澳大利亚的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系

统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总计有172种有害海洋生物侵入到澳大利亚海域，在哈德孙河口发现了120种

外来物种，在切萨皮克湾也发现了97种外来物种。  

    第三，违反港口国关于船舶压载水更换的船舶将受到严重的惩罚。如美国1990年《外来有害水生

生物预防与控制法》和1993年最终规则对违反外来压舱水处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民事处罚，将处以不超

过25 000美元的罚款，而且连续违反的，每一天即构成一个独立的民事责任。对蓄意违反压舱水规定

的行为，将被处以C级重罪，处以12年以下的监禁，并对个人处以250 000美元、对单位处以500 000美

元的罚款。 

中国采取船舶压载水更换区域单边立法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与船舶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作斗争的需要。对某一事物或行为需不需要法律的调整，

首先要看该事物或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就船舶压载水的社会危害性来说，我国有必要迟早制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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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予以规制。一个地区受压载水污染严重程度与该地区海运货物数量息息相关。如澳大利亚、加拿

大均为散装货出口大国，到这些国家的散货船经常是长途空放前往装货，带去了大量的跨洋压载水。

而油轮的空载航次则把大量的跨洋压载水带到亚欧产油国。在我国水域内排放的压载水主要来自国内

港口、日本、韩国及南亚周边国家，水生物种类比较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并不是一个压载水

危害的重灾区。然而，压载水带来的生物污染一旦出现就几乎不可能被消除。由于海洋具有自净功

能，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油污或工业废物等对海洋的污染都是暂时的，而水生物污染却是长期的。 

    其次，我国地理条件易形成入侵之势。我国海岸线长32 000km，主权管辖海域面积473万km2，跨

越5个气候带，生态系统类型多。其中大陆海岸线北起中国同朝鲜之间的鸭绿江口，南至中国同越南之

间的北仑河口，全长18000km多，有对外开放港口134个，海岸带年平均气温从北至南在 8.5℃（丹

东）～25.5℃（三亚）之间变化，跨越温带、亚热带、热带3个气候带，其中大部分在亚热带，占

60%。我国海域的这种特点，为船舶压载水传播入侵生物提供了机遇，来自各大洋的大多数海洋生物都

能在我国沿岸找到合适的栖息地生存下来，不断蔓延扩散，并最终形成入侵之势。据调查，中国海洋

和海岸、滩涂有141种外来物种，这些种隶属于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4个界12个

门。其中通过船舶压载水引入的主要有洞刺角刺藻、新月园柱藻、方格直链藻等16种藻类，占所有外

来物种的11%。这些外来赤潮生物对生态适应性强、分布广，只要环境适宜，就可暴发赤潮，导致海洋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几乎彻底崩溃。1997年秋至1998年春我国东海海域及南海粤东海域爆发大面积

赤潮，对水产养殖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仅广东省饶平县柘林湾养殖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超过6500万

元。1999年夏广东饶平、南澳海域再次爆发同种赤潮。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许多沿海国家都制定了有关压载水更换和排放的法律。如美国1990年通

过的《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预防与控制法》及1996年通过的《国家入侵物种法》；澳大利亚AQIS于1990

年发布的《压舱水管理指南》；日本2004年通过了《外来入侵物种法案》。因此，我国也应该借鉴先

进国家的经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国进行船舶压载水更换和排放立法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立法的关注点应放在船舶上 

    船舶因素是引起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的关键环节。第一，船舶吨位越来越大。船舶吨位越大，船

舶压载水量就越大。第二，船舶越来越多。海运已成为国际贸易运输的重要载体，目前国际贸易量的

90%以上是通过远洋船舶的运输而实现的。第三，船速越来越快。随着船舶速度的加快，必须会缩短船

舶航期，意味着压载水传播外来生物的速度加快。第四，船舱的封闭性越来越好。使生物得以在货舱

的“保护”下去跨越靠自身、靠自然因素所不可能逾越的屏障。事实证明，因船舶的作用，南北半球

一些著名的入侵物种已侵入对侧半球的海域。 

    2.处理好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等管辖关系 

    船舶因素在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因此，加强船舶压载水的检查就成为防治船

舶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的关键环节。 

    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对船舶压载水进行的检查，在法律地位中的区别为：一是检查的对象不

同。船旗国检查的对象是拥有本国国籍的船舶，而沿海国和港口国检查的对象是外国国藉的船舶，其

中沿海国是对其领海内的外国船舶进行检查，港口国是对位于其港口或岸外设施的外国船舶进行检

查。二是体现的主权归属不同。对某一受检船舶来说，船旗国和沿海国体现的本国主权，而港口国体

现的是他国主权。三是监督层次不同。港口国监督是专指世界各地的港口当局对抵港的外国籍船舶实

施的以确保船舶和人身安全、防止海洋污染为目的，以船员及船舶技术状况为对象的专门检查，实际

上也是港口国对船旗国、船级社、船东在执行国际公约，维护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方

面工作质量的检查与监督，具有一定纵向关系。因此，进行相关立法时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3.坚持对等原则 

    除港口国检查外，目前我国对上述船舶压载水的检查都设定了救济措施，可以按民事纠纷、行政

纠纷等在我国法律框架予以解决。而对于港口国检查来说，虽然该检查容易形成技术壁垒，阻碍贸易

和航运的发展，但因其属于他国主权行为，所以我国及相关当事者是不能对其行为提起类似国内诉讼

或仲裁，主要还是通过国际法责任、对等原则或外交途径解决。为了给中国船队创造公平的市场环



境，中国海事部门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除已经与日本、韩国达成PSC合作之外，中国海事

局在2005年、2006年分别与东盟八国、美国 USCG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对互派PSC检查官开展

交流学习，达成了共识。 

    4.加强与国际组织的紧密联系 

    目前，IMO和全球航运业共同关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简单而统一的国际合法手段来规范压舱水的

管理，各国及其地方管辖部门正执行各自的控制措施。这种单独的行事方式的危险在于各控制系统之

间可能出现差异，所以控制系统间的差异使得统一的困难加大，运输成本也相应增加。目前已按压舱

水管理要求实施的国家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新西兰、英国、美国及美国国

内的一些独立的州和港口。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以IMO指导方针为基础，但仍存在重要分歧，所有

国家还未运用标准的压舱水汇报形式。因此，我国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压载水公约的实施，争取实现全

球范围内有一个标准的压载水管理办法；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压载水管理标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贸

易技术壁垒，必要时采取对等原则，针对他国的压载水单边立法，我国也采取相应的单边反应。 

结  语 

    作为航运大国和IMO的Ａ类理事国，我国目前远洋船舶总吨位占世界总吨位的3.4％，是世界第二

大海洋运输国。虽然目前我国不是大型原油船舶、大型集装箱运输船主要排出压载水的区域，但随着

我国经贸继续发展，船舶压载水将会给我国近海域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然而，我国对船

舶压载水外来入侵物种研究起步较晚，法律规定缺乏针对性，根本不能满足我国防治船舶压载水外来

物种入侵的种管理需要。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上还存在着缺陷，只有构筑完善的法律防治体系，才能对

外来入侵物种进行源头预防、过程监测、末端控制。但法律并不是防治船舶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的唯

一手段。防治船舶压载水外来物种入侵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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