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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49 

海洋和海洋法 

 

  2004 年 10 月 20 日玻利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玻利维亚外交和宗教部发表关于1904年条约一百周年的声明(见

附件)。 

 2004 年 10 月 20 日是 1879 年太平洋战争后玻利维亚和智利签署条约一百周

年。 

 请将这封信和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于11月 16日举行的全体会

议上审议的议程项目 49 “海洋和海洋法”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埃内斯托·阿拉尼瓦尔·基罗加(签名) 

04-56391 (C)    221004    221004 
*045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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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20 日玻利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玻利维亚外交和宗教部发表关于 1904 年条约一百周年的声明 
 
 

 1884 年 4 月，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智利强使玻利维亚接受《特雷瓜条约》，

以便正式停止战事，智利据此单方兼并玻利维亚的沿海领土。智利部长，亚伯

拉罕·科宁的最后照会奠定了 1904 年 10 月 20 日的条约的基础，使玻方丧失

了 120 000 公里的土地，包括 400 公里沿海地区、四个港口及 7 个小海湾。在冲

突期间被占领的玻利维亚领土资源丰富，藏有海鸟粪肥、硝和铜，并自那时起成

为智利发展的支柱。 

 尽管智利承认玻利维亚自由过境制度和修建从阿里卡到拉巴斯的铁路，1904

年条约的签署使玻利维亚的政治和经济受到很大限制。该条约使玻利维亚成为内

陆国、限制其发展、妨碍其贸易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导致其出海口权为邻国

所操纵。 

 智利使玻利维亚被陆地包围已有 125 年。尽管过了这么多的岁月，重获太平

洋海岸是玻利维亚一直追求、永不放弃的目标。自冲突结束后，出海口问题列入

了玻智双方的外交议程，也是与秘鲁维持关系的一个环节，并逐渐列为与国际社

会其他国家交往的一面。 

 为解决玻出海口问题想方设法已被确认为美洲国家组织长期关注的事项，并

在1975年该组织常设委员会的声明及自1979年以来各项大会决议中得到明确反

映。 

 1904 年和平条约对玻利维亚已造成和继续造成重大损失。这项法律文书的签

署也使玻利维亚经济严重受损。估计出海口问题使玻宏观经济增长减少，百分比

占国产总值 0.7％。除经济损失外，还应计算经由智利港口和领土转运进出口货

的费用。此外，在海事方面的损失重大，玻利维亚的海岸被剥夺，由此丧失丰富

的渔产和自然海洋资源。 

 因此，十九世纪的战争至今依然使玻利维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很大影

响。 

 1904 年条约签署一百周年的回忆给玻利维带来严重困扰。这项法律文书不是

通过公正的平等谈判，而是以武力取得的必然结果。 

 玻利维亚寻求有用的出海口主权，这不是偶发或次要的倡议，而是始终不懈

的努力。国际社会须知玻利维亚和智利就出海口问题曾先后于 1895、1920、1926、

1950、1975 和 1987 年举行谈判。可惜的是，这些外交谈判周而复始，断断续续，

方案最终没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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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政府在多次双边会谈和多边谈判中口口声声表示条约，尤其是 1904 年

条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论调在讨论出海口问题时屡屡提出，但在讨论自由过境

和为玻利维亚外贸大开方便之门时却从不松口。按 1904 年条约的规定，来自和

运往玻利维亚的货物在智利领土和港口过境，从未象智利政府申明那样，通行无

阻。过境有诸多限制，且受到邻国政治动荡的影响，致使玻利维亚贸易因收费不

断增加和各劳工部门罢工和阻挠而遭受妨碍。智利政府私下假手于人管理安托法

加斯塔港和阿里加港的政策对让玻利维亚官员驻留智利港口的双边协定，由于人

的关系智利政府应负责任的特点以及玻利维亚的自由过境权均有坏处。 

 1904 年条约已存在一个世纪，阿里加港的特许权破坏自由过境制度，因为该

制度的管理权不是根据任何法理和法规赋予第三者。此外，由于阿里加港的专利

经营及垄断制度，不与货主，玻利维亚磋商，致使港口劳务费猛增，已开始成为

玻利维亚外贸的绊脚石和双方摩擦的新因素。 

 尽管玻利维亚屡次三番要求与智利政府继续进行公开、不排它的对话，但智

方并未就此通知适时积极表态。尽管如此，除短暂的政治事件外，秘鲁南部、智

利北部和玻利维亚西部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地缘政治，且经济相辅相成的现实

情况。不过，如玻智出海口之争最终难解，融合进程和中间人从中致力的调停斡

旋就不会实现。 

 玻利维亚的要求是以公正、道德和历史为依据。因此，美洲国家组织决议中

表达的南半球外交和谅解是这个南美洲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的因素。 

 玻智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是玻利维亚向国际社会表明它与世隔绝的不公正

处境的一个方式。 

 尽管如此，本着新千年应标志的融合精神，玻利维亚政府再次邀请智利政府

在 2000 年阿尔加维会议上经玻智双方批准的框架内重新举行谈判。 

 

2004 年 10 月 20 日，拉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