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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08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日和 

7 月 7 日至 8月 8 日，日内瓦 
 
 

  共有自然资源：各国政府对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评论和

意见 
 
 

  补编 
 

  美利坚合众国 
 

1.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在为合理利用和保护构成人类越来越重要水源的地

下含水层提供指导方面，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跨界含水层的工作是一项重大进展。

对于努力应对同跨界含水层有关的压力的一些国家，目前缺乏指导，这种情况应

该得到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努力为利用和保护这些含水层制订一套灵活的工具，

这对这些国家可能是非常有益的帮助。在迄今的工作中，国际法委员会在涉及的

范围以及提议的义务这两者之间保持了合理的平衡。也就是说，草案涉及的范围

很广，包括影响或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的任何地方的活动，以便保护含水层体系，

但是草案注意不过分强调所提议的各方保护含水层的义务，以便不影响其他重要

的活动。简言之，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非常良好

的进展。 

2. 美国仍然强烈倾向采取内容具体的区域和当地安排而不是一项全面的框架

公约，认为前者是处理跨界地下水所受压力的最佳方式。 虽然在起草条款草案

时可能着眼于一项框架公约，但是美国支持改写这些条款，使之成为推荐性质的

非约束性原则，类似于越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处理方式。关于跨界含水层的总体情

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了解，并且具体含水层的状况和各国的做法差别极大。在

任何具体谈判中，可适当考虑许多因素，例如，相关含水层的水文学特点；目前

的利用情况和对今后利用情况的预测；气候条件和预测；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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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此，有关地下水的安排最好通过在区域和地方级别的行动加以处理，在

这两极采取行动时应考虑到影响每一具体情况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

此外，目前的条款草案超出了现行法律和惯例。这些条款草案含有一整套义务，

包括数据交换、监测、资源管理和技术合作的程序，这显然超出各国目前承担的

义务，因此并不适合作为现有习惯法的一种宣示，甚至也不适合作为习惯法的一

个合理的逐渐发展步骤。因此，改写这些条款，使之成为推荐性质的非约束性原

则，将符合案文大部分内容的一般性质；不过这需要修改文字，消除其中的强制

性语言和义务陈述。 

3. 美国虽然并不认为一项全面条约会获得充分的支持，但是承认许多国家表示

有意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如果国际法委员会不顾美国的保留意见，继续朝这个方

向努力，美国认为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a) 一项框架公约

与其他双边或区域安排的关系；(b) 非含水层缔约国的作用。  

4. 第一方面的问题涉及一项公约与影响跨界含水层的管理和保护的其他协定

之间的关系。若干其他协定已经缔结，例如美国与其邻国订立的边界水源管理协

定。委员会在进一步审议这些条款草案时，应确保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可以选择同

其他含水层国家缔结不同于框架公约的协定。含水层国家最有资格判断当地情

况，权衡与具体含水层有关的不同的考虑和需要，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共

同含水层；不应禁止含水层国家这样做。因此，委员会应注意不要通过看来会取

代现有双边或区域安排，或限制含水层国家订立此种协定的灵活性。   

5. 此外，虽然第 19 条鼓励含水层国家订立管理共同含水层的双边和区域协定

和安排，但是该条也禁止含水层国家在未经有关国家明示同意的情况下，就具体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订立会对一个或多个含水层国家利用该含水层或含水层体

系水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协定或安排。虽然该条评注指出，该项禁止的用意并

非是让其他含水层国家对缔约国拥有否决权，但是可以辩论的是，该条款明白文

字的效果是让非参与的含水层国家有能力阻止缔结一项协定，或以拒绝明示同意

的方式，强迫谈判国作出不合理的让步。 

6. 联合国认识到所有相关含水层国家参与一项影响特定跨界含水层的协定的

重要性。但是若规定有义务寻求不参加协定谈判但会受重大不利影响的含水层国

家的明示同意，可能会对参加谈判的含水层国家施加不必要和不合理的限制。除

其他义务外，缔约国无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都必须公平合理地利用跨界含水层

（第 4 条草案），避免对其他含水层国家造成重大伤害（第 6 条草案）。因此，仍

将缔结这样一项协定同其他含水层国家的明示同意挂钩，看来没有必要，因为上

述条款将限制为缔结协定而做出的努力，并且可能是不合理的，让其他国家对分

别进行的谈判拥有不适当的影响力。美国更愿意建议，应要求各国征求其他有关

含水层国家的意见，酌情邀请它们参加有关协定或安排。这样一项义务确保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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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国家都了解协定，并有合理的机会参与协定的拟订，同时不对有意缔结某

一项协定和安排的相关含水层国家增加过分沉重的限制。 

7. 第二方面的问题涉及不具有共同跨界含水层的缔约国。目前的条款草案设

想，非含水层国家将成为缔约国，并在可能影响含水层国家的活动方面承担义务。

一些条款对非含水层缔约国规定了义务，包括：关于补给区或排泄区所在国的第

10 条草案；关于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的国家活动的第 14 条草案；关于同发展中

国家开展技术合作的第 15 条草案；以及关于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的紧急情况的

第 16 条草案。这些条款承认，含水层非常容易由于含水层国家以外的污染和其

他损害而受到影响。但是有关合作、信息交换、生态系统保护、污染控制和管理

的条款却并不适用于非含水层国家。美国建议进一步考虑是否以某种方式将非含

水层国家纳入后一类条款。例如，第 11 条草案要求含水层缔约国酌情防止、减

少和控制可能对含水层缔约国造成重大损害的含水层或含水层体系污染。不过，

鉴于根据第 10 条，非含水层国家已经有义务同含水层国家一起保护含水层或含

水层体系，应当考虑扩大该项义务，将预防可能对非含水层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

污染也包括在内。 

8. 最后，如果委员会要制订一个框架公约，必须加上最后条款并确保整篇案文

使用适当术语。尤其是，目前的草案条款通篇使用“含水层国”或“国”。而在

一项公约中，应使用“含水层缔约方”或“缔约国”，以避免在公约所规定义务

的范围方面产生任何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