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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永續發展、環境影響評估、BBNJ、海洋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國

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 

 本研究旨在探討BBNJ協定下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並分析其在保護國家管轄外區域的海

洋生物多樣性和永續利用方面的作用和影響。 

  隨著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張和深化，國家管轄外區域的海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面臨

著日益嚴峻的挑戰。海洋污染、過度捕撈、氣候變化等因素對海洋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

對海洋生物資源和生態系統造成了威脅。因此，針對國家管轄外區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進

行全面的環境影響評估，成為了迫在眉睫的任務。 

  BBNJ協定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旨在確保各成員國在開展海洋活動時能夠充分考慮到

對環境的潛在影響，並採取相應的保護和管理措施。這些規範涵蓋了海洋遺傳資源的取得

和分享、區域管理措施、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和方法等方面，並為各成員國提供了具體的指

導和要求。 

  然而，在實際應用中，BBNJ協定下的環境影響評估仍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困難。首先，

國家管轄外區域的特殊性使得環境影響評估工作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其次，各成員國在

評估過程中存在的方法和標準不一致，導致評估結果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不足。此外，對於

環境影響評估結果的監督和執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對BBNJ協定下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探究

其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並提出相應的建議和對策。本研究將從法律、政策和實踐等多個層

面進行探討，旨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有效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策略，推動

BBNJ協定的有效實施，促進全球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和穩定發展。 

  總而言之，本研究將對BBNJ協定下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研究，以

期為保護國家管轄外區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和永續利用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為全球

海洋保護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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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背景 

一、 研究緣起 

  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西爾維亞·厄爾 (Sylvia Earle) 在 2009 年獲獎的TED演講中，呼籲採

取行動保護海洋，她簡單地說：「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沒有藍色，就沒有綠色」1 

  西元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認為，「永續發展」的意義在於：「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及後代子

孫滿足其自身需求」之發展途徑，此概念亦開啟全球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此後陸續有西元 

1992 年的「21 世紀議程」，西元 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等等。而全球永續發展至西元 2015 年時來到新的里程碑。2 

  西元 2015 年聯合國成立70週年之際，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表《翻轉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文件，

作為行動指引，著眼於人(People)、地球(Planet)、繁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夥伴關係

(Partnership)等重要聯繫，促使全球團結努力，期盼至西元2030年時能夠消除貧窮與饑餓，實

現尊嚴、公正、包容的和平社會、守護地球環境與人類共榮發展，以確保當代與後世都享有

安居樂業的生活。為聚焦各項努力，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括17項核心目標(Goals)及169項具體目標(Targets)，於西元 2017 年再建立232

項指標用來衡量實踐情形。3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協定

旨為「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法制化，將建立禁止捕魚的海洋保

護區，並確保公海上人類活動需接受環境影響評估，試圖扭轉過度捕撈等人類活動對脆弱海

洋生態造成的破壞。4 

  永續發展向為我國所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為追求我國積極邁向永續發展，並回應全球

 
1 S. Earle, How to protect the oceans (TED Prize winner!), 2009. 
2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https://ncsd.ndc.gov.tw/Fore/AboutSDG>（最後瀏覽日：2024年4月18日） 
3 同前註2，頁5 
4 自由時報-保護海洋生態 67國簽署公海條約，<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606152>（最後瀏覽

日：202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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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行動與國際接軌，同時兼顧在地化的發展需要，我國於西元 2016 年啟動研訂「臺

灣永續發展目標」作業。「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於西元 2016 年第

29次委員會議決議參考 SDGs 研訂「臺灣永續發展目標」。5本文主要欲探討之問題為環境影

響評估對永續發展之影響、目前我國法制下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有何漏洞仍須補足以及如何

回應全球永續發展行動。 

二、問題背景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區域(ABNJ)佔海洋面積的近2/3，屬於地球上之所有人，但不屬於任

何人：它是全球共有的。2018年，經過十多年的研究和兩年的籌備委員會會議，聯合國會員

國開始談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保護和永續利用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協定超出國家

管轄範圍（BBNJ條約）。該條約包括具有約束力和自願的措施，旨在更好地實施《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特別是透過各利益相關者更好的合作和協調來保護和養護廣闊的地理區域。2023

年6月19日，近200個國家協商一致通過了《BBNJ條約》。6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海洋區域(ABNJ)覆蓋了地球表面的近一半，並擁有很大一部分生物

多樣性。這些深而遙遠的水域曾經超出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但技術進步和對資源不斷增長的

需求正在推動勘探和開採的增加。污染和過度捕撈等人類活動的影響現在因氣候變遷而變得

更加嚴重，新的活動給海洋生態系統帶來了進一步的壓力。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中對於國家管轄範圍外的海洋區域 (ABNJ)如何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和規範各國之權利義務有所缺漏，使得 ABNJ治理制度有重大缺陷：保護與保

全海洋生態系的國際法律義務並未有效履行；相關國際與區域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有限；

並且沒有全球監督。認識到加強治理框架的必要性，國際社會召開了一次政府間會議，根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

範圍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樣性（BBNJ 協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文書可以使

分散的管理框架保持一致，並將各國聚集在一起「代表今世後代在 ABNJ 中充當海洋管理

者」7。 

 
5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https://ncsd.ndc.gov.tw/Fore/AboutSDG>（最後瀏覽日：2024年4月18日） 
6 The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https://bbnj-mgr.fas.harvard.edu/bbnj-treaty>（最後

瀏覽日：2024年4月18日） 
7 UN, 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ourth Session, New York, 23 March–3 April 2020). UN Doc A/CONF.232/2020/3. 18 Nov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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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NJ協議談判以2011年制定的「一攬子協議」為基礎，旨在「共同且作為一個整體」解

決ABNJ的保護和永續利用問題。該套件包括：  

海洋遺傳資源（MGR），包括惠益分享問題； 區域管理工具（ABMT）等措施，包括海洋

保護區（MPA）； 環境影響評估（EIA）；和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CBTT）。 

第二節 現況分析 

一、議題分析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問題與永續發展目標密不可分。有效管理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的海

洋生物多樣性（BBNJ）是確保海洋保護和永續利用的關鍵。然而，長期以來，管理 BBNJ的

法律框架一直缺失，導致該領域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分散且不協調。8BBNJ 協定提議解決《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 中有關 BBNJ 保護和永續利用的實施和治理差距（聯合國，

2012 年）。9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國際法律協定》（BBNJ協定）

已經啟動。最終協議強調各國有義務進行環境影響評估（EIA），為控制計畫活動的各國提

供更多自由裁量權。然而，BBNJ談判下的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國際環境法、習慣國際法和國

際組織的原則，都要求環境影響評估的國際化，並限制國家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權力

和活動（ABNJ） 。因此，建立國際化的環境影響評估體系，將國家主導的環境影響評估過

程置於全球監督或指導之下勢在必行。10 

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規範在國際法規中支離破碎且難以實踐，而在各國法制中存有規範

不足之問題，期盼以上有關於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國際法議題之討論，可起拋磚引玉之效。 

二、BBNJ協定中EIA之國際標準 

  在BBNJ協定成立之前，大多數條約規定由國家主導的環境影響評估（EIA）系統，導致

主權國家對於在國家管轄範圍外海域（ABNJ）實施環境影響評估（EIA）承擔主要責任。關

於環境影響評估（EIA）之篩選門檻，《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和《生物多樣性

 
2019, UNGA: New York. 
8 Implications of existing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 case study of Japan，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97X22000513>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9 Traceability Approaches for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Under the Proposed Ocean (BBNJ) Treaty，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ars.2021.661313/full>(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0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IA rules in the BBNJ Agreement: Impedimen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Author links open overlay panel ，Zhiwen Li, Bo Zha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97X24002434?casa_token=T2YH4zJQaLwAAAAA:65e1tu_

25hwDFA4TQowUuOTln4qXqJ3Qw-LVYDeAU_3mfNYw_oPUdoCmCkr4c1Z0hgZreBx4eq63>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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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CBD）僅提供了啟動的門檻，沒有進行解釋，賦予國家在履行EIA義務時相當大的

自由裁量權。關於EIA的進行，國家通常在ABNJ內進行自己的評估，涵蓋國際海床區的EIA

和南極的初步環境評估。國際海底管理局（ISA）和南極環境保護委員會（CEP）通常不會直

接干預國家的EIA進行。關於EIA的決策，國家負責決定計劃的活動是否可以進行。例外情況

包括《南極條約環境保護議定書》下的綜合環境評估（CEE）。它要求對環境有超過輕微或

短暫影響的活動，綜合環境評估應由環境保護委員會進行審查。區域內的EIA應由國際海底

管理局的法律技術委員會（LTC）進行。顯然，主權國家在ABNJ內保持對EIA篩選、實施和

決策的控制。強迫國家放棄其EIA權利在ABNJ內仍是一個極具挑戰的任務。儘管國際因素對

EIA系統有深遠影響，但大多數條約仍規定由國家主導的EIA過程。11 

  各國始終有責任依據國際環境影響評估規則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並編製報告。《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 (UNCLOS)第206條12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14條13明確規定主權國家

有義務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因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只能透過設立啟動門檻來間接影響環境影響評估的篩選。一些國家已經制定了較為

 
11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IA rules in the BBNJ Agreement: Impedimen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Zhiwen Li, Bo Zha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97X24002434?casa_token=T2YH4zJQaLwAAAAA:65e1tu_

25hwDFA4TQowUuOTln4qXqJ3Qw-LVYDeAU_3mfNYw_oPUdoCmCkr4c1Z0hgZreBx4eq63>(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2 Article 206.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effects of activities When States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planned activit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may cause substantial pollution of or significant and harmful change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y shall, as far as practicable, asses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uch activities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hall communicate reports of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s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article 205. 
13 Article 14. Impact Assessment and Minimizing Adverse Impacts 

1. Each Contracting Party,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s appropriate, shall: 

(a) Introduce appropriate procedures requir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its proposed projects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s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with a view to avoiding or minimizing such effects and, where 

appropriate, allow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uch procedures; 

(b) Introduc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its programmes and policies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e duly taken into account; 

(c) Promote, on the basis of reciprocity, notifica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on activit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which are likely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adversely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other States or ar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by encouraging the conclusion of bilateral, regional or multilateral 

arrangements, as appropriate; 

(d) In the case of imminent or grave danger or damage, originating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within the area under jurisdiction of other States or in ar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notify immediately 

the potentially affected States of such danger or damage, as well as initiate action to prevent or minimize such danger or 

damage; and 

(e) Promote n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emergency responses to activities or events, whether caused naturally or 

otherwise, which present a grave and imminent danger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supplement such national efforts and, where appropriate and agreed by the States 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to establish joint contingency plans. 

2.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hall examine, on the basis of studies to be carried out, the issue of liability and redress, 

including 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except where such liability is a purely 

internal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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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環評制度和程序，並透過國內法的持續實踐不斷完善規則。《南極條約》和 ISA 下的 

EIA 規則屬於例外。目前，南極地區和國際海底區域已形成完善的國際管理架構。然而，由

於涉及眾多國家的利益，為ABNJ設立獨立的EIA管理機構是不切實際的。因此，現有的國際

條約一般不採用環境影響評估的國際化。這對根據 BBNJ 協議制定國際化環境影響評估規則

提出了重大挑戰。14 

三、檢視我國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時，針對生活環境、自然環

境、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生態等不同層面可能受衝擊的程度與範圍，事前進行科學、

客觀、綜合性的調查、預測、分析與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且公開說明及審查（參照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4條）。 

  相對於早期偏重於污染控制及公害防治的環境管制方式，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是依循永續

發展理念中的預防原則，期能在環境被破壞之前，加以避免或減輕影響；並希望透過科學、

客觀的分析方式，在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間，求取一平衡點。15 

  環境影響評估的原始理念源自美國，而其制度化則肇始於 1969 年底通過制定、1970 年

元旦正式生效施行的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簡稱：

NEPA）》，該法被美國環境保護人士視作「環境大憲章（an Environmental Magna 

Carta ）」。16 

  我國自1974年開始，便考慮引進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到了1994年，終於正式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法。其中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流程，亦參考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制度，構成目前二階段

環評的架構。在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的部份，直接由開發單位提交「環境影響說明書」供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如認為不需要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則僅需於實際開發前

進行公開說明會即可。如果審查發現開發行為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就必須進入第二階

段環評。17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發展至今，由於現有的環境調查、分析方法有其極限，特別是

對於社會發展的相關部份顯然有不足、不夠詳盡之處，常常引起爭議，因此已開始希望透過

資訊公開、民眾參與等機制，在客觀的學術分析之外強化溝通及交流，在環境、社會、經濟3

 
14 同前註11，頁10 
15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column/eccpda/2004/ec04070601.htm＞（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10日） 
16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評析，<https://ah.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5920/6/57019106.pdf>（最後瀏覽日：

2024年7月10日） 
17 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column/eccpda/2004/ec04070601.htm>（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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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上，對政府政策、開發行為的環境影響，做更進一步符合永續發展原則的評估。18 

  我國雖然不是聯合國成員國，卻秉持主動積極精神持續參與。海洋委員會自110年就密切

關注BBNJ協定的締約進程，而BBNJ協定正式生效需待至少60個以上國家完成國內國會批

准，並存放聯合國秘書處方能正式生效，截至113年1月22日，雖有84國簽署加入BBNJ協定，

僅智利及帛琉完成國內國會批准同意，顯見各國對於履行協定仍有疑慮，故協定何時生效尚

難預料。19 

  雖然目前我國並未為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制定海洋專法，然而為保障我國權益，海委會已

先行針對協定生效後產生之實質影響及因應作為進行盤點。首先，就公海劃設保護區對我國

商業漁捕利益之影響，我國可透過參與國際重要漁業組織，如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結合友我國家共維遠洋漁捕產業之利益。再者，海委會已就日本、美國、英國

與歐盟之海洋環境影響評估法規進行研究，目前尚無區域組織或國家制定海洋環評專法，未

來將持續掌握先進海洋國家法規調適作法，作為我國國內立法與BBNJ協定對接(國內法化)之

參考。20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重點 

一、研究目的 

  在BBNJ協議中，環境影響評估（EIA）被視為實現海洋永續發展的一個核心工具。環境

影響評估旨在評估計劃或活動對環境的潛在影響，並提出減緩措施，以確保這些活動不會對

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的損害。然而，關於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有效地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特別是在公海此類的無主區域，仍存在許多挑戰和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BBNJ協

議下國家管轄區域以外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方式，並評估其對海洋永續發展的潛在貢獻。 

  在當前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變得越來越頻繁，涉及到漁

業、航運、海洋能源開發和深海採礦等諸多領域。這些活動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

益，但同時也對海洋生態系統構成了巨大壓力。過度捕撈導致魚類資源枯竭，海洋污染威脅

海洋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引發海洋酸化和珊瑚礁白化等問題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環

境影響評估作為一種事前預警和管理工具，對於避免和減少海洋環境損害，實現海洋資源的

 
18 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column/eccpda/2004/ec04070601.htm>（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15日） 
19海洋委員會

<https://www.oac.gov.tw/ch/home.jsp?id=63&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220003>

（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15日） 
20 海洋委員會

<https://www.oac.gov.tw/ch/home.jsp?id=63&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1220003> 

（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15日） 



11 
 

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話雖如此，然而環境影響評估的有效實施並非易事。首先，國家管轄區域以外的法律地

位和管理權限問題是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一大挑戰。ABNJ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管轄，而是

全球共有的財產，這導致在進行跨國活動時，缺乏統一的法律框架和監管機制。各國之間的

利益沖突和分歧使得環境影響評估的執行變得更加複雜。此外，ABNJ區域遼闊，環境條件多

變，進行全面和準確的環境影響評估需要大量的資源和技術支持，這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

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其次，目前全球對於國家管轄範圍區域以外的環境影響評估認識與實踐尚不統一。不同

國家和地區在環境保護意識、法律制度和技術水平方面存在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環境

影響評估的標準和方法不一致，難以形成有效的全球合作。例如，一些已開發國家已經建立

了較為完善的EIA制度，並且逐步實踐。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在這方面相對落後，缺乏相應

的法律規定和技術能力，導致在面對跨國活動時，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效果將大打折扣。 

  此外，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還面臨著現有技術和科學挑戰。海洋環境的複雜性和變動性

也使得環境影響的預測和評估變得困難。其中許多海洋生態過程和機制尚未被完全理解，科

學數據的缺乏也限制了EIA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公海深海區域，相關的科學研究和

數據更加稀少與缺乏，這一因素增加了實踐EIA的難度。 

  基於以上挑戰，本研究希望通過深入探討BBNJ協議中的EIA框架和實踐，找出其在全球

範圍內實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將從法律層面切入，分析EIA在不同國家和區域的實

踐經驗，試圖提出改進和優化的法律建議，使我國可以引以為鑑，發展出更加完善的EIA機

制，以便達成回應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研究重點 

  無限制的海洋活動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生物多樣性（BBNJ）有負面影響。隨著人類活

動不斷向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ABNJ）擴展，國際社會已就透過連貫的環境影響評估系統

評估海洋活動的必要性達成共識。由於缺乏明確的法律框架，在 ABNJ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面

臨許多挑戰。在《BBNJ 協議》之前，ABNJ 的環境影響評估規則分散在各種條約和法規

中。這提高了缺乏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能力的國家對海洋活動的最低要求。ABNJ 的活動涉及

多個國家、地區和利害關係人。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國家在進行環評公示方面可能面臨挑

戰。然而，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國際法律協定》

（BBNJ協定）的最終背景下，EIA的篩選、範圍界定、實施和決策的權利均受對計劃中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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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擁有管轄權或控制權的各方，為主權國家提供了過多的自由裁量權21。如此一來，環評實

施的成效差距將越來越大，國際社會也將失去對環評的監督權力。因此，有必要將BBNJ協議

下的EIA規則國際化，使EIA過程受到全球監督或指導。 

  環境影響評估被視為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工具。在 BBNJ 協議之前，ABNJ 的活

動受到不同部門、全球和區域文書的監管22，並且很少有規則和具體義務規範涉及對 ABNJ 

影響的跨界評估23。在BBNJ談判中，籌備委員會表示，需要進一步討論EIA程序的國際化程

度24。隨後，起草了各種規定，使環評的實施、決策、監測和審查國際化25。然而，環境影響

評估的國際化並未被廣泛支持。 BBNJ協議的正式文本否定了環評決策的國際化，只允許科

學技術機構（STB）的指導以及透過公示、諮詢和審查過程進行監督。因此，《BBNJ 協

議》下的國際化最好被理解為一個由國家主導、接受全球指導或監督的環境影響評估過程。 

  本研究的最終目標是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對海洋永續發展的貢獻。海洋永續發展不僅僅是

對當代需求的滿足，更是對未來世代的承諾。因此，EIA作為一種前瞻性和預防性的管理工

具，其有效實施對於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希望通過本研究的努力，能夠為政策制定者和

實踐者提供有價值的科學依據和實踐建議，推動全球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第四節 預期目標 

  環境影響評估與永續發展之關係密不可分，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是依循永續發展理念中的

預防原則，期能在環境被破壞之前，加以避免或減輕影響；並希望透過科學、客觀的分析方

式，在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間，求取平衡點。這一制度的實施，有助於確保在進行各項開

 
21 IISD 

Summary of the resumed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20 February – 4 March 2023 

Earth Negot. Bull., Vol. 25 (No) (2023), p. 250 
22 Maulida, Luciana S. (2022). BBNJ Agreement: Mapping the Roles of the Relevant Actors and Their Issues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ss. Available at SSRN 4128101. 
23 M. Doelle, G. Sander 

Next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the emerging high seas regime? An 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negotiations 

Int. J. Mar. Coast. Law, 35 (3) (2020), pp. 498-532 
24 United Nations (2017). A/AC.287/2017/PC.4/2,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6977. 
25 United Nations (2019). A/CONF.232/2022/5, Further 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note by the President.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8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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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或建設計畫時，能夠充分考量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從而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以保護自然

資源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環境影響評估的核心在於將環境保護意識融入決策過程中，使之成為政策制定與執行的

重要一環。為追求我國積極邁向永續發展、共創人類未來福祉之目標，依我國目前法制下關

於海洋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規範尚不夠全面。現行制度雖然涵蓋了一些基本的環境保護要

求，但在面對日益複雜的海洋開發活動時，仍顯不足。海洋環境具有其獨特性和變動性，一

旦遭受破壞，恢復難度極大，且可能對全球生態系統和人類生活造成難以想像之深遠影響。

因此，強化海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確保其規範的全面性和嚴謹性，是實現海洋資源可持續

利用的重要保障。 

  期望本研究透過 BBNJ 協定下關於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和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做為我國

之借鏡，我國面對相應問題時得加以參考，同時為全球永續發展之目標盡一份心力。BBNJ

協定致力於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國際海域生物多樣性，其中涉及的環境影響評估規範為全球海

洋環保提供了重要參考。通過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和做法，我國可以完善自身的環評制度，提

升應對海洋環境挑戰的能力。 

  此外，學習外國的立法例，如歐盟、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在海洋環評方面的成功經驗，

可以為我國提供有益的啟示。這些國家在海洋環評制度的設計和實施上，有著豐富的實踐經

驗和科學方法，其立法框架和執行機制的有效性已經過實踐檢驗，值得我國在政策制定過程

中參考和借鑒。 

  綜上所述，加強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建設，特別是針對海洋環境的評估，是我國實現永續

發展目標的重要一步。通過借鑒國際協定和外國立法例，完善我國環評法規體系，不僅能夠

提升我國環境保護水平，還能在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為保護地球家園、

促進人類共同福祉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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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過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運用「文獻回顧法」和「比較分析法」兩種方法，以全面探討和分析環境

影響評估在國際法規範下和國內法中的應用與發展。 

  在文獻回顧階段，本文探討了國內外關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各種規範和文獻。這一階段的重

點包括分析當前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詳細探究各國在國際法規範下關於環境影響評估

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本文系統性地整理和分析了大量資料，檢視了目前可能涉及的國際條約、

國際組織的規範，以及國際社會正在研議的各種條約。特別是針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26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

（BBNJ）中的相關規範，深入探討這些條約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具體要求和目前實施情況。

透過這一過程，本研究計畫力圖描繪出一個較為完整的國際法架構，以全面理解國際社會對環

境影響評估的期望和要求。 

  在探究國際法規範的同時，本文也對我國在海洋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相關規範進行了細緻

的研究。通過檢視我國現行的法律規範，本文分析了其在應對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實施狀況和

不足之處，並提出了可能的改進建議，使我國之相關規範更加全面，以便落實海洋永續發展之

目標。 

  第二階段，本文運用了比較分析法，對其他國家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法制進行了詳細的

比較研究。這一階段學生收集了與海洋保護區相關的其他國家的國內法例和學者見解，重點分

析了美國、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法律制度和實踐。本文希望能

歸納這些國家法制的異同和優劣，特別關注它們在立法和實施過程中有哪些期望與現實的差異，

並從中汲取了可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通過比較分析的方式，希望能夠為我國在制定和完善環境影響評估法規時提供實質有益的

參考。期待透過本計畫之分析，有助於提升我國在落實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的影響力，也能促使

我國更加積極和有效地參與國際海洋環境保護工作。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通過文獻回顧法和比較分析法兩種方法，旨在完整理解和應對環境

影響評估在國際法和國內法中的挑戰。希望通過這些研究成果，能夠為我國在未來面對海洋資

源永續發展相關問題時提供法律背景上的支援，並推動國際社會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合作和

法規制定。 

 
26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c. 10, 1982, 1833 U.N.T.S.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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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 

  研究過程將按照本計畫的脈絡分為三大階段，以系統性和綜合性的方式來探討海洋環境影

響評估在國際法中的規範和實踐。 

首先，第一階段將針對目前國際法下關於環境影響評估的規範進行詳細釐清，特別聚焦於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27和《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中各國在相關海域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在這一階段，我

們將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06條28進行深入研究，該條款要求締約國在有可能對海洋環境

造成重大影響的活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此外，針對《BBNJ協定》，我們將探討其最新的發

展和相關條款如何補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29的不足，特別是針對公海和深海

底區域的環境保護措施。 

隨後的第二階段則將重點放在ABNJ（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國家管轄外區域）

的環境影響評估議題。這一階段的研究將涉及目前尚未包含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30和《BBNJ協定》中的規範，並對國際法體系中的空白進行補充分析。本文將探

討現有規範的局限性，以及在這些未涵蓋領域中如何推動新的國際法規的制定，以促進國際海

洋法的更趨向有序化。此階段的研究將包括對其他相關國際法律文書的分析，如《生物多樣性

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31和《倫敦傾倒公約》（London Convention）

32，以評估這些規範如何影響和輔助ABNJ（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國家管轄外區

域）的環境影響評估。 

最後，第三部分將集中於各國的法制，旨在對比和分析不同國家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這

一階段的研究將不僅僅釐清我國目前的規範，還將納入其他國家的法制和前部分整理的國際規

範，旨在全面呈現海洋環境影響評估的全貌。具體而言，將研究美國、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

 
2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c. 10, 1982, 1833 U.N.T.S. 397. 
28 UNCLOS 206 When States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planned activit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may cause substantial pollution of or significant and harmful change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y shall, as 

far as practicable, asses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uch activities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hall communicate reports 

of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s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article 205. 
29 同前註27，頁15 
30 同前註27，頁15 
31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5 June 1992, 31 I.L.M. 818. 
32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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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家的相關法制，這些國家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有較為先進和完善的體系。本文將比較這些

法制的異同，特別關注各國在立法和實踐中的創新和挑戰，以期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通過這三階段的綜合研究，希望能夠為我國未來在面對海洋資源永續發展相關問題提供法

律意見上的支援。本文將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促使我國在國際海洋法框架內更加積極和有

效地參與海洋環境保護，並確保我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法律地位和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此外，本

研究也將對國際社會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的合作和法規制定提供參考，促進全球海洋環境的保

護和可持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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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文獻回顧 

  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之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現行全球性和區域性國際規範面臨規

範適用於處理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之瓶頸，儘管全球性規範有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簡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1992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簡稱 CBD）、1979 年《保

護野生動物遷徙性物種公約》（1979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簡稱《CMS公約》），以及國際海事組織架構下之公約和文件等等，但其仍各自有

所需要面對之瓶頸與挑戰，包含傳統公約未考慮「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公約機制本身和

船旗國專屬管轄之執行效率不彰；課予國家義務之規範不夠具體明確；未能全面性針對所有污

染源或所有物種進行立法，或僅能發展軟法性質文件規範「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相關之新

議題。33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中對於國家管轄範圍外的海洋區域 (ABNJ)如何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和規範各國之權利義務有所缺漏，使得ABNJ治理制度有重大缺陷：保護與保全

海洋生態系的國際法律義務並未有效履行；相關國際與區域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有限；並且

沒有全球監督。認識到加強治理框架的必要性，國際社會召開了一次政府間會議，根據《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

的海洋生物多樣性（BBNJ協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該文書可以使分散的管

理框架保持一致，並將各國聚集在一起「代表今世後代在 ABNJ 中充當海洋管理者」34。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區域 ABNJ（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佔海洋面積的近2/3，

屬於地球上之所有人，但不屬於任何人：它是全球共有的。2018年，經過十多年的研究和兩年

的籌備委員會會議，聯合國會員國開始談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35關於保護和

永續利用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協定超出國家管轄範圍（BBNJ條約）。該條約包括具有約束

 
33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刊》

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10。  
34 UN, 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ourth Session, New York, 23 March–3 April 2020). UN Doc A/CONF.232/2020/3. 18 November 2019. 

2019, UNGA: New York. 
35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c. 10, 1982, 1833 U.N.T.S.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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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自願的措施，旨在更好地實施《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36，特別是透過各利益

相關者更好的合作和協調來保護和養護廣闊的地理區域。2023年6月19日，近200個國家協商一

致通過了《BBNJ條約》。37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海洋區域(ABNJ)覆蓋了地球表面的近一半，並擁有很大一部分生物

多樣性。這些深而遙遠的水域曾經超出了人類活動的範圍，但技術進步和對資源不斷增長的需

求正在推動勘探和開採的增加。污染和過度捕撈等人類活動的影響現在因氣候變遷而變得更加

嚴重，新的活動給海洋生態系統帶來了進一步的壓力。 

  BBNJ協議談判以2011年制定的「一攬子協議」為基礎，旨在「共同且作為一個整體」解

決ABNJ（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的保護和永續利用問題。該套件包括：  

海洋遺傳資源（MGR），包括惠益分享問題； 區域管理工具（ABMT）等措施，包括海洋保

護區（MPA）；環境影響評估（EIA）；和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CBTT）。 

第二節 發現內容 

一、國際法下關於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 

  環境影響評估 (EIA) 通常被認為起源於 1969 年，當時美國透過《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將其做法立法（Ortolano 和 Shepherd，1995 年）。目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求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Yang，2019）。國際法院的裁決，尤其是國際法院(ICJ) 對烏拉圭河紙漿

廠案（阿根廷訴烏拉圭）的判決，確認了環境影響評估的行為是習慣國際法規定的一般義務（佩

恩， 2011；博伊爾， 2011）。環境影響評估也被認為是實施國際環境法義務和原則的過程，

包括防止環境損害的義務、預防原則和合作義務（Craik，2020）。38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通常被稱為「海洋憲法」，是 1973 年至 1982 年間舉

行的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產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在三百二十條條款

和附件中製定了管理所有海洋事務的規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解決了與專屬

經濟區、大陸架管轄權、航行和深海海底採礦等相關的問題。在談判期間，各國希望《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UNCLOS）文本能「面向未來」。然而，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顯著變化（包括氣

候變遷的影響）以及各利益相關者不斷變化的價值觀、利益和目標限制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36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c. 10, 1982, 1833 U.N.T.S. 397. 
37 The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ttps://bbnj-mgr.fas.harvard.edu/bbnj-treaty(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38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IA in a new marine biodiversity agreemen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 proposal 

for a tiered approach to review and decision-mak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95925521000044〉(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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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等關鍵議題方面的效力。39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對環境影響評估習慣地位的逐漸演變產生了

積極影響，因為各國有責任對擬議在海洋區域開展的活動進行這些評估。儘管《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UNCLOS）第 206 條從未具體提及「環境影響評估」一詞，但其實質內容為： 

「當各國有合理理由相信其管轄或控制下的計劃活動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實質性污染或

重大有害變化時，它們應盡可能評估此類活動對海洋環境的潛在影響並應按照第205 條規

定的方式通報此類評估結果的報告。 –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第 206 條。

40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期談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時，對環境影響評估學

科的應用和理解仍處於萌芽階段。因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中與環境影響評估

相關的條款非常籠統，其含糊之處使人們可以對其進行解釋。例如，第206條沒有明確海洋區

域影響評估的範圍和內容。第205條談到了要求各國發布評估和監測報告或提供給主管國際組

織，但沒有詳細說明何時、如何進行以及主管組織是誰。話雖如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第 205 條和第 206 條仍然是國際法下可執行的義務，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案件的

裁決就是例證（Tanaka，2018）。然而，憑藉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達成以來近

40年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經驗，以及國際法院和法庭關於該主題的廣泛判例，可以製定與《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的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的更詳細的程序和實質要求。在《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UNCLOS)下制定新的生物多樣性條約（即 BBNJ 協定）的政府間談判正在進行

中，實現這一目標的機會已經出現。41 

  由於其廣泛的範圍和普遍性特徵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情況，《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UNCLOS)依靠補充協議來澄清和製定關於其某些條款的更全面的規則（Treves，2013）。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的執行協定，即1994 年《關於執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39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Ocean Governance and the BBNJ Treaty〈https://bbnj-mgr.fas.harvard.edu/background-

information-ocean-

gevernance#:~:text=The%20overall%20objective%20of%20the%20BBNJ%20Treaty%20is,of%20UNCLOS%20and%2

0further%20international%20cooperation%20and%20coordination.〉 

(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40 UNCLOS 206 When States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planned activit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may cause substantial pollution of or significant and harmful change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y shall, as 

far as practicable, asses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such activities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hall communicate reports 

of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s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article 205. 
41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IA in a new marine biodiversity agreemen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 proposal 

for a tiered approach to review and decision-mak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95925521000044〉 

(last visited on 18 Ma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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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的協定》和《聯合國關於執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

魚類種群養護和管理條款的協定（UNFSA），已用於此目的。42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環境影響評估規定於第204-206條。第206條規定各國有

義務評估其管轄或控制下可能造成「實質污染」的活動的潛在影響或「海洋環境發生重大和有

害的變化」，並將評估報告傳達給主管國際組織，以便向所有國家提供。43但迄今為止這些條

款的實施有限，環境評估流程落後於公認的良好實踐。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不包含任何進行策略性環境評估（SEA）的義務或模式，也不包含如何解釋多種活動和壓力源

的累積影響的指南。因此，部門和區域機構之間的做法差異很大，無法評估累積影響或就新的

和正在出現的活動做出明智的決定。BBNJ 協議旨在加強這些義務，並為各國如何在 ABNJ 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提供進一步指導。44 

二、BBNJ協定會議進程 

  由於海洋生物多樣性所面對的威脅日趨嚴重，特別是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區，國際社

會越來越意識到制定新的國際法規範的急迫性，因此國家管轄範圍以外之海洋環境保護的議題

已經上升到了聯合國會議的層面進行討論。 

  在「聯合國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司」（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DOALOS）45的幫助下，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會審議聯合國秘書長所提出的「海洋和海洋法」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年度報告書，其中特別關注與海洋事務和海洋法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些審議，聯合國大會成為了全球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審議的權威機構，負責全球海洋的管

理。46《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前言第三段強調了各海洋區域問題之間的密切相關

性，呼籲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這使得國際社會更加依賴聯合國大會來實現海洋治理的基

本原則。47因此，聯合國大會在處理海洋法新議題和發展新規範方面發揮著核心角色，其通過

 
42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IA in a new marine biodiversity agreemen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 proposal 

for a tiered approach to review and decision-making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95925521000044〉 

(last visited on 19 May 2024). 
43 E. Drue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Study Number 01/13 IDDRI (2013) 
44 Rights of Nature: Perspectives for Global Ocean Stewardship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8597X20303365 〉 

(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45 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depts/los/biodiversity/prepcom.htm> (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46 聯合國，〈海洋與國際社會〉，載於：https://www.un.org/zh/law/sea/intercommunity.shtml 
47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前言第3段。Conscious that the problems of ocean space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need to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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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決議也成為了引領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指引。48 

  在BBNJ協定的制定之前，曾進行多輪談判和協商，以準備制定一項全球性協定來管理海

洋生物多樣性及資源的永續利用。在過去，1999 年成立之「聯合國海洋法非正式諮商程序」

（UN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CPOLOS）在 2004 年召開第五次

會議時，即同意設立「不限成員名額非正式特設研究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

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工作小組」（Ad Hoc Open-ended Informal Working Group to stud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簡稱「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BBNJ Working Group）， 

推動相關談判與立法。49 

  隨後，該進程透過根據聯合國第  69/292 號決議50設立的籌備委員會  ( Preparatory 

Committee )51 取得進展，工作小組於2006到2015年之間總共召開了九次會期，強調建立全球性

機制之必要性，最後並建議聯合國大會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之架構發展此一全

球性機制52。並最終在 2017 年 12 月通過聯合國第 72/249 號決議53時舉行政府間會議 (IGC)。  

（一）工作小組 

  2003年，聯合國海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員名額非正式協商進程（UNICPOLOS）強調了製定

旨在保護脆弱海洋生態系統（特別是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規範和機制的緊迫性。54 根據

大會 2004 年第 59/24 號決議設立的不限成員名額非正式特設工作小組，研究 BBNJ 的保護

 
48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刊》

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11-12。 
49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刊》

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12。 
50 UNGA Res. A/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9 June 2015. 
51 UN DOALOS, Preparatory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depts/los/biodiversity/prepcom.htm> (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52 UN,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49), Background, available at: (last visited on 21 May 

2024). 
53 UNGA,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January 2018, 72/249.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9 January 2018, UN Doc. A/Res/72/249. 
54 Report of the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26 June 2003, UN Doc. 

A/58/95, para 98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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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持續利用問題，就機構協調、短期措施的必要性交換意見解決非法、無管制和不報告（IUU）

捕撈和破壞性捕撈行為、海洋遺傳資源（MGR）、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科學研究、海洋保護區

（MPA）和環境影響評估（EIA）等問題。55 

1.第一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2006 年2 月13 日至17 日，紐約）就機構協調、採取短期措施解

決非法、無管制和不報告（IUU）捕撈和破壞性捕撈問題交換了意見。共同主席的趨勢總

結以及有關 BBNJ 保護和永續利用的議題、疑問和想法的討論報告已轉交大會。 

2.第二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紐約）制定了聯合主席聯合聲

明草案，確定了供大會考慮轉回工作小組的問題，包括：更有效地實施和執行現有協議；

加強合作與協調；發展有效的海洋管理環境影響評估（EIA）工具；開發區域管理工具

（ABMT）；解決 MGR 保護和永續利用問題的實際措施；並持續和加強MSR。 

3.第三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2010 年 2 月 1 日至 5 日，紐約）以協商一致方式商定向大會

提出的建議，除其他外：納入秘書長關於海洋和關於為ABNJ計劃活動進行的環境影響評

估的海洋法資訊；認識到進一步製定對 ABNJ 計劃活動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科學和技術

指導的重要性，包括考慮累積影響評估；並呼籲各國透過主管國際組織努力製定一種共同

方法，根據現有標準確定和選擇可受益於保護的海洋區域，並在工作小組的任務範圍內取

得進展關於 ABNJ MGR 的討論。 

4.第四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紐約）在 2011 年報告中建

議聯合國大會「啟動一個進程」，其中除其他選項外，可包括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UNCLOS)制定一項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多邊協定。56該報

告確定了需要「共同並作為一個整體」緊急解決的四個實質領域57：海洋遺傳資源

（MGR），包括惠益分享問題；區域管理工具（ABMT）等措施，包括海洋保護區

 
55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7 November 2004, UN Doc. A/RES/59/24, para 73. 
56 Letter dated 30 June 2011 from the Co-Chairs of the Ad Hoc Open-ended Informal Working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Doc. A/66/119, Annex, Section I “Recommendations”, para 1(a) (hereinafter BBNJ WG 2011 

Report). 
57 This expression indicates the goal of pursuing the negotiating agenda as a package deal, that is, either there is 

agreement on all the elements or no agreemen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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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環境影響評估（EIA）；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58 

6.第六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六次會議（2013 年 8 月 19 日至 23 日，紐約）就在工作小組內建立籌備進

程達成共識建議，重點關注範圍，以履行里約+20 承諾。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一項國際文

書的參數和可行性，以期為大會在第六十九屆會議結束前就BBNJ 作出決定做好準備。 

7.第七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2014 年4 月1-4 日，紐約）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

國際文書的範圍、參數和可行性進行了互動式實質辯論，重點關注： 整體目標與起點；

國際文書的法律架構；與其他文書的關係；指導方針和原則； 「包」的每個元素；以及

實施的有利要素和手段。 

8.第八次會議： 

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2014 年6 月16 日至19 日，紐約）就《海洋法公約》下國際文書

的範圍、參數和可行性進行了更詳細的實質討論，並呼籲理事會- 主席根據“一攬子計劃”

起草向大會提出的建議要點草案，並概述工作組中出現的趨同的主要要素，供下次會議審

議。 

9.第九次會議： 

在工作小組第九次會議（2015 年1 月20 日至23 日，紐約）上，經過緊張的非正式談判，

代表們就工作小組第六十九屆會議作出決定的建議達成了共識。代表們也就談判進程達成

共識，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就 2017 年大會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草案文本的要點提出

建議，並由大會第七十二屆會議決定是否召開制定協議文本的政府間會議。這有效地結束

了工作組的任務。 

（二）籌備委員會 

  根據 2015 年提交的 BBNJ 工作小組最終報告，59聯合國大會決定「根據《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生物多樣性」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區」（ILBI）。60因此，聯合國大會成立了一個籌備委員會 

 
58 BBNJ WG 2011 Report, para 1(b). 
59 Letter dated 13 February 2015 from the Co-Chairs of the Ad Hoc Open-ended Informal Working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nex, Section I “Recommendations”, UN Doc. A/69/780, para 1(e) (hereinafter 

BBNJ WG Recommendations). 
60 UNGA Res. A/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9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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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COM)，就 ILBI 的要素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實質建議」。大會在第 69/292 號決議

61中決定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一項關於 BBNJ 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國際文書（ILBI）。為此，大會設立了一個籌備委員會（PrepCom）62，負責就《海

洋法公約》下的ILBI文本草案的要素向大會提出實質性建議，同時考慮到聯合主席關於工

作組工作的各種報告。該決議還表明，談判將解決 2011 年「一攬子計畫」中確定的主題。

籌備委員會於 2017 年7月提交了報告。相反，在許多關鍵議題上仍存在部分或全部觀點

分歧。根據籌備委員會的建議，聯合國大會於 2017 年 12 月 24 日啟動了政府間會議 

(IGC)。63 

第一屆會議 

  籌備委員會第一屆會議，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關於保護和可持續

利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BBNJ）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草案文本

的要點會議於2016年3月28日至4月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 

  委員會在全體會議和非正式工作小組會議上審議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的範圍

及其與其他文書的關係；指導方針和原則；海洋遺傳資源，包括惠益分享問題；以區域為基

礎的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護區；環境影響評估；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 

  代表們進行了坦誠的討論，詳細闡述了他們對2011年「一攬子計畫」相關各項內容的立

場。最後一天，他們商定了概述籌備委員會第二屆會議結構的程序路線圖，並同意在閉會期

間分發主席的會議總結和指示性問題清單，以促進籌備委員會第二屆會議的籌備工作。64 

第二屆會議 

  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PrepCom 2），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關於

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ILBI）文本草案的要點國

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BBNJ）於2016年8月26日至9月9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代表們舉

 
61 UNGA,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June 2015,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6 July 2015, UN Doc. A/Res/69/292. 
62 UN, Preparatory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ourth Session, New York, 10 to 

21 Jul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depts/los/biodiversity/prepcom_files/Final_List_of_Participants_BBNJ_IV_Apr_2018.pdf> (last 

visited on 20 May 2024). 
63 PREPCOM Report, Section III. 
64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irst session，New York, 4–17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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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體會議和非正式工作小組會議，審議：海洋遺傳資源，包括惠益分享問題；區域管理工

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護區；環境影響評估；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跨領域問題，例如 

ILBI 的範圍、其與其他文書的關係及其指導原則。65 

第三屆會議 

  籌備委員會（PrepCom）第三次會議，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關於

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具有國際法律約束力的文書（ILBI）文本草案的要

點超出國家管轄範圍（BBNJ）於2017 年3 月27 日星期一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在為期兩

週的會議期間，代表們在非正式工作小組和全體會議上舉行會議，審議：海洋遺傳資源，包

括惠益分享問題；區域管理工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護區；環境影響評估；能力建構和海洋

技術轉移；以及跨領域問題，例如ILBI的範圍、其與其他文書的關係及其製度安排。66 

  籌備委員會（PrepCom）第三次會議繼續就 ILBI 的可能要素就日益詳細的提案進行建

設性交流。籌備委員會第三屆會議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向前邁出的積極一步，各代表團要求

編寫更新的主席非文件結構和精簡提交材料，並起草實質性建議供籌備委員會第四屆會議於

2017 年7 月審議，預計將向籌備委員會提出建議大會是否召開政府間會議來完成ILBI的談

判。67 

第四屆會議 

  籌備委員會（PrepCom）第四次會議，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關於

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ILBI）文本草案的要

點超出國家管轄範圍（BBNJ）於2017 年7 月10 日至21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68 

  這是聯合國大會安排的最後一次會議，根據第 69/292 號決議69，預計將最終確定關於 

 
65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Second session，New York, 25 March–5 April 2019 
6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ird session，New York, 19–30 August 2019 

 
67 SUMMARY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27 MARCH – 7 APRIL 2017，Vol. 25 No. 129，Monday, 10 

April 2017(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68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ourth session， 
69 UNGA,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June 2015,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6 July 2015, UN Doc. A/Res/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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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BI 草案文本要素的實質建議，以便大會能夠在其會議結束之前做出決定。 是否召開政府

間會議（IGC）來制定協議文本，會議繼續審議：ILBI 的範圍及其與其他文書的關係；指導

方針和原則；海洋遺傳資源，包括惠益分享問題；區域管理工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護區；

環境影響評估；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 

  儘管絕大多數國家和少數國家對於籌備委員會是否已盡一切努力達成共識以及是否可以

建議大會召開政府間委員會存在分歧，但在非正式、閉門會議之後，籌備委員會的成果最終

以協商一致方式獲得通過。結果包括ILBI案文草案的非排他性要素，該案文在大多數代表團

中達成了共識，列出了存在意見分歧的主要問題清單，並表明兩者並不反映共識；並建議聯

合國大會盡快就召開 IGC 做出決定。大多數代表團認為籌備委員會已經完成了其任務授

權，但也有少數代表團警告不要預先判斷大會關於召開政府間委員會會議的決定。70 

（三）政府間會議  

  聯合國從 2018 年開始，正式啟動國家管轄外區域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之有國際法拘束力文書（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ILBI）協商，其主要目的即是為了填補海洋法律與治理上的漏洞，且該BBNJ的

ILBI將成為UNCLOS下的第三個執行協定。其實，在正式啟動ILBI的協商前，聯合國已經召

開了四次的 BBNJ 籌備會議（Preparatory Committee）與八次的非正式諮詢程序的特設工作

小組會議。在該籌備會議中，各國將BBNJ 的關鍵協商問題，聚焦在海洋基因資源、以區域

為基礎之管理工具、環境影響評估、與能力建構等四大議題，並認為這四大共同應構成後續

談判的「包裹方案」（package deal）。71 

第一次政府間會議（IGC-1） 

  在 2018 年 9 月 4 日至 17 日舉行的 IGC 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在澄清一攬子要素

立場並為 ABMT 流程提出更詳細的選項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Rena Lee主席建議編寫一份

文件，以促進基於條文的談判，其中包含條約語言並反映一攬子計劃四個要素的備選方案，

同時考慮到IGC-1 期間的所有投入以及籌備委員會的報告，以及在 IGC-2 之前。然而，討論

輔助材料中並未涉及責任和義務，並附有解釋性說明，指出這一點和其他被省略的要素將在

隨後予以討論。然而，這裡假設，主席對討論援助的不負責任可能無意中導致了其作為一個

 
70 SUMMARY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10-21 JULY 2017，Vol. 25 No. 141，

Monday, 24 July 2017(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71 蔡季廷，〈論BBNJ與沿岸國海域管轄權之衝突與調和〉，《台灣國際法學刊》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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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問題的衰落。 

第二次政府間會議（IGC-2） 

  代表們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召開了 IGC 第二次會議。 他們根據 IGC 

主席的談判內容進行了審議，其中包含按照2011年一攬子計劃構建的選項。在關於總統援助的

討論中，代表們繼續就先前被確定為分歧領域的問題闡述各自的立場，並在一些領域達成共識，

例如：需要促進與其他框架和機構的一致性、互補性和協同作用；惠益分享作為保護和永續利

用的一部分；環境影響評估與其他工具相互支持。但如上所述，重要問題仍懸而未決。在閉幕

會議上，一些人呼籲 IGC 主席Rena Lee準備並分發一份包含條約文本的「無選擇」文件，並

修改會議形式，呼籲採用更非正式的安排以促進深入談判。 

  相關談判到2019年之後，因COVID-19情影響其進展甚鉅，談判開始轉為不同之方式進行，

透過以線上諮商之方式進行非正式談判。根據2021年11月公布的文件，受COVID-19疫情影響，

會議進行之方式轉為陸續針對四大議題分別召開線上討論座談，包含：（一）2020年9月16日

至23日和9月28日至10月2日舉辦關於環境影響評估議題有關之線上討論論壇，聚焦討論環境影

響評估活動之開啟、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國際化、相關目標，以及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議題。（二）

10月12日至16日和10月21日至27日舉辦有關海洋遺傳資源議題之線上討論論壇，聚焦討論獲取

和惠益分享的模式，以及傳統知識的角色。（三）11月11日至17日和11月24日至12月3日舉辦

有關以分區為基礎的管理工具議題之線上討論論壇，聚焦討論全球、區域、次區域和部門組織

之相關法律文件和框架彼此間之關係，有關之國際合作和協調，以及建立或劃設此等保護區之

程序。（四）2021年1月13日至19日至1月26日至2月2日舉辦有關能力建構與海洋技術移轉的線

上討論論壇，聚焦其採取之相關模式。2021年則以舉辦線上研討會的方式，則針對跨領域問題

（cross cutting issues）進行討論，涵蓋包含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機制（clearing-house mechanism）

和爭端解決。其中針對資訊交換機制，更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進行報告，

另亦討論相關議題，包含：《BBNJ協定》中資訊交換機制之功能為何，資訊交換機制應該如

何運作，乃至於如何管理。72 

第三次政府間會議（IGC-3） 

  直到政府間會議第三屆會議中，各方代表首次能夠在所謂「零號草案」（zero draft）的

基礎上進行有關文本內容談判。這份零號草案中的各項條款，是在新加坡的第三屆政府間會

議主席李娜（Rena Lee）的指導產生。該文件討論的內容涉及條約中的一般規定（general 

 
72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刊》

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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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以及諸多跨領域議題（cross-cutting issues），並統整了 2011 年確定的一攬子

計劃下的四個要素：第一是海洋遺傳資源（marine genetic resources，簡稱 MGR），包括關

於利益分享的問題與措施；第二是基於區域的管理工具（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簡稱

ABMT），包括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簡稱MPAs）；第三是環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EIA）；以及第四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讓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簡稱 CB & TT）。草案共有十二個部

分，從序言和一般條款（例如術語的使用）到制度安排和爭端解決。其中大部分專門討論前

述四大議題的內容。儘管比早期的「政府間會議主席的協助」文件短了十四頁，但零號草案

內容更為全面，使代表們可以預先設想各項條約的最終形式。各方代表多同意本次會議的討

論富有成效，並強調了在討論過程中展現的合作精神，爾後第四次政府間會議將根據本屆對

零號草案的討論與各方代表提出的文件，來擬訂下屆會議將討論的修正版草案。73 

第四次政府間會議（IGC-4） 

  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根據第74/543號和第75/570號決定，第四次政府間會議於2022年3

月7日至18日召開。在第四次政府間會議（IGC-4） 上，代表們在兩週內舉行了全體會議和

「非正式-非正式會議」，就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了基於文本的談判，例如：文書的範圍，包

括數字序列信息或衍生品的範圍將得到解決，以及魚類和漁業是否將在協議中佔有一席之

地；強製或自願的惠益分享措施是否以貨幣和/或非貨幣為基礎實施；以及指導未來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國際文書的總體原則，特別是人類共同遺產和公海自由。 

  政府間委員會秘書長、主管法律事務副秘書長兼聯合國法律顧問米格爾·德塞爾帕·蘇亞

雷斯強調了海洋面臨的日益嚴重的持續威脅，並提到了《氣候變遷中的海洋和冰凍圈特別報

告》（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和第二次世界海洋評估報告（SROCC）指出，這

兩份報告都呼籲加強各級治理的合作與協調。他提請大家注意即將召開的第二屆海洋大會和

第十五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BD COP-15），並指出後者將商定2020年後全球生物

多樣性框架，該框架將解決海洋議題和沿海生物多樣性等主題。他敦促各代表團注重靈活

性，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並指出今年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成立 40 週年。74 

 
73 蔡季廷，〈論BBNJ與沿岸國海域管轄權之衝突與調和〉，《台灣國際法學刊》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

月） 
74 Summary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7-18 March 2022〈https://enb.iisd.org/marine-biodiversity-beyond-national-

jurisdiction-bbnj-igc4-summary〉(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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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召開的的有關會後報告和觀察，包含官方正式會後報告，指出有部分共識達

成，但仍有尚待解決之議題，例如：關於能力建設與技術轉讓，以及合作和資料獲取之義務

性質仍待確認，乃至於透過何等提案可以克服此類規定屬於強制性或自願性之二元劃分，以

及技術轉讓之條件和有關清單等等75。有鑒於在實質上，第四次政府間會議談判就四大議題

和跨領域議題仍留有重要議題未能達成共識，而必須再藉由第五次政府間會議持續進行談

判。76 

第五屆政府間會議（IGC-5） 

  第五次政府間會議2023年2月20日至3月3日，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然而，由於大會第

77/248號決議，第五次政府間會議於2023年6月19日至20日舉行續會，繼續討論管轄範圍以外

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永續利用（A/CONF.232/2023/4）。 

  聯合國政府間會議（IGC-5）的第五次會議本身就是一次額外的會議，因為聯合國大會第

72/249號決議僅授權了四次會議。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會議推遲了兩年，IGC-4終於在2022

年3月召開，但與會代表未能達成協議，並請求召開第五次會議。隨著IGC-5的開始，代表們

再次未能就自進程開始以來困擾這一過程的主要爭議點達成共識。然而，許多人對於重新召

開IGC-5以進行第二輪會談表示樂觀，認為這可能會使他們達成最終目標。77 

  IGC-5 被許多人稱讚為“我們最接近達成共識的一次會議”，有人甚至表示“我們在本屆會

議上取得的進展比過去十年還要多”。許多人指出，在指導談判的2011年一攬子計劃的四個要

素的討論中取得了進展，即海洋遺傳資源（MGR），包括惠益分享問題、基於區域的管理工

具（ABMT），包括海洋保護區（MPA）、環境影響評估（EIA）以及能力建構與海洋技術

轉移（CB&TT）。代表們也在跨領域議題和機構安排方面取得了進展。78 

  關於 MGR 和惠益分享，代表們在 MGR 的應用條款和與 MGR 相關的活動（包括通

知）方面取得了進展。在建立取得和惠益分享（ABS）機制、貨幣惠益分享和智慧財產權方

面仍存在分歧。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計劃和擬議的活動和策略環境評估取得了重大進展。

 
75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

刊》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  
76 陳貞如，〈論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談判發展以及當前之挑戰〉，《台灣國際法學

刊》第十八卷 第二期（2022年4月） 
77 Summary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5-26 August 2022，Vol. 25 No. 240，Monday, 29 August 2022 
78 Summary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5-26 August 2022，Vol. 25 No. 240，Monday, 29 Augus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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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策、閾值以及基於區域與基於影響的方法方面仍然存在差異。代表們特別同意建立 

CB&TT 委員會，並承認 CB&TT 是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他們在資助方式上仍

存在分歧。79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政府間會議於2023年6月19日通過了《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關於保護和永續利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協定（ BBNJ協定） 

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BBNJ協定》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第三個執行協定。80第五

次政府間會議於2023年6月20日閉幕。 

三、BBNJ中關於環境影響評估之規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BBNJ協定旨

為「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法制化，將建立禁止捕魚的海洋保護

區，並確保公海上人類活動需接受環境影響評估，試圖扭轉過度捕撈等人類活動對脆弱海洋

生態造成的破壞。81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BBNJ

協定）中，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是一個重要的規範項目之

一。在 BBNJ 條約第1條第7項中，將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定義為： 識別和評估某項活動的潛在影響並為決策提供資訊的過程。 

  聯合國大會決議 A/RES/72/249，更確立了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之於永續發展之重要地位。環境影響評估是各國確定的四個實質要素之

一，是促進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他

三個實質要素是：海洋遺傳資源，包括公平和公正地分享惠益；區域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

護區；以及能力建設和海洋技術轉移。82 

 
79 Summary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5-26 August 2022，Vol. 25 No. 240，Monday, 29 August 2022 
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ttps://www.un.org/Depts/los/bbnj.htm〉(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81 自由時報-保護海洋生態 67國簽署公海條約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606152 

(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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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影響評估目標的具體摘要 

BBNJ 條約第 1 條 27項規定: 

建立進行和報告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的流程、閾值和

其他要求；確保評估和進行相關活動，以預防、減輕和管理重大不利影響，以保護和保

全海洋環境；支持考慮累積影響（即不同活動造成的綜合影響和增量影響，包括已知的

過去和現在以及合理可預見的活動，或隨著時間的推移重複類似活動，以及氣候變遷、

海洋酸化和相關影響的後果）影響）以及對國家管轄範圍內區域的影響；提供策略環境

評估；為 ABNJ 的活動建立一個連貫的環境影響評估架構；建構和加強締約方，特別是

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準備、進行和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和戰略環境評估的能力，以支持條約

的目標。  

2. 環境影響評估的篩選門檻和要求 

根據BBNJ協定第30條之規定，篩選的門檻是，當計劃中的活動可能對海洋環境產生輕微

或暫時的影響，或者活動的影響未知或知之甚少時。甄別的內容必須有足夠詳細的內

容，以便締約方評估其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計劃中的活動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重大污染

或重大和有害的變化。具體而言，必須包含以下資訊： 

描述計劃的活動，包括其目的、地點、持續時間和強度；和對潛在影響進行初步分析，

包括考慮累積影響，並酌情考慮計劃活動的替代方案。 

在確定計劃的活動是否達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門檻時，締約方必須考慮以下非詳盡因

素： 

活動的類型和技術以及進行活動的方式；活動的持續時間； 

活動地點；地點的特徵和生態系統（包括具有特殊生態或生物意義或脆弱性地區）；活

動的潛在影響，包括潛在的累積影響和對國家管轄範圍內地區的潛在影響；活動的影響

不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程度；其他相關的生態或生物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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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初步研究結果 

  馬爾他大使Arvid Pardo在1967 年 11 月 1 日聯合國大會第 32 屆會議曾說:「回顧過

去，人類，這個剛出現的地球的主宰者，現在正在回歸海洋深處。他對深淵的穿透可能標誌

著人類終結的開始，甚至是我們在地球上所知的生命終結的開始。這也可能是一個獨特的機

會，為各國人民的和平和日益繁榮的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83 

  面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災難性下降以及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來阻止這種下降84，各國正在

談判一項新的聯合國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區域生物多樣性條約（ABNJ）。 ABNJ 由公海

和水體以下的深海海底組成，佔世界海洋的近三分之二和全球海洋生物量的 90% 85，擁有地

球上最高的生物多樣性86。過去 50 年來，人類活動嚴重改變了 40% 的海洋面積，主要驅動

因素是生物體的直接利用，其次是陸地和海洋污染。2014年，科學家發現只有 3% 的海洋沒

有受到人類壓力的影響。科學家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呼籲緊急進行變革，以解決生物多樣性喪

失的根本原因，包括相互關聯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人口、體制和技術驅動因素。87 

  2003年，隨著聯合國海洋和海洋法非正式協商進程第四次會議的召開，國家管轄範圍以

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和威脅首次引起聯合國的關注。88有人提出了關於缺乏有效

的法律和體制機制來保護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脆弱海洋生態系統的問題。89對這些問題的

討論產生了一項建議，即成立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問題不限成員名額非正

 
83 “Retracing the past, man, the present dominator of the emerged earth, is now returning to the ocean depths. His 

penetration of the deep could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man, and indeed for life as we know it on this earth; it 

could also be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lay solid foundations for a peaceful and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future for all 

peoples.” – Ambassador Arvid Pardo, Malta, 32nd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1 November 1967 
84 E.S. Brondizio, J. Settele, S. Díaz, H.T. Ngo (Ed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Secretariat, Bonn, 

Germany (2019) 
85 N. Matz-Lück, J. Fuchs 

The impact of OSPAR o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effective regional cooperation or a 

network of paper parks? 

Mar. Pol., 49 (2014), pp. 155-166 
86 E. Ramirez-Llodra, et al. 

Deep, diverse and definitely different: unique attribut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system 

Bio geosciences, 7 (9) (2010), pp. 2851-2899 
87 Practical policy solutions for the final stage of BBNJ treaty negotiations 
88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Letter dated 9 June 2003 from the Co-Chairperson of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GAOR Doc. A/58/95 (Report of 4th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http://undocs.org/A/58/95>, (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89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Letter dated 9 June 2003 from the Co-Chairperson of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GAOR Doc. A/58/95 (Report of 4th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http://undocs.org/A/58/95>, (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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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設工作組（BBNJ 工作組），並得到UNGA A/58/95 的批准。90直到 2011 年，BBNJ 工

作小組才建議啟動一個過程來考慮「一攬子協議」的四個要素，其中包括： (i) 海洋遺傳資

源 (MGR)，包括惠益分享； (ii) 區域管理工具（ABMT），包括海洋保護區（MPA）； 

(iii)環境影響評估（EIA）； (iv) 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CBTT）。91該一攬子協議在 

2012 年裡約會議期間獲得了動力和政治支持，最終促成了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和召開。92籌備

委員會於 2016 年和 2017 年舉行了四次為期兩週的會議，會議結束時籌備委員會履行了其

職責並通過了籌備委員會報告。93 

2017年12月24日，聯合國大會決定召開政府間會議，以製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BBNJ保護

和永續利用國際文書會議文本。94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治理的出發點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規定的法律

架構。95《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採取實用方法，規定了各國對每個海域的權利

和義務。96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海洋 ABNJ 更容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這些活動以 1982 年《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制定時未曾設想的方式影響生物多樣性。《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UNCLOS）建立了一個框架，承認對海洋科學研究、環境保護、自然資源和200海裡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限制範圍內的某些活動行使管轄權（受限制）的主權權利。它還為

公海和 ABNJ 的「區域」建立了框架。隨後的協議涉及影響 ABNJ 的各種活動，例如漁業

（例如 1995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

 
90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Letter dated 9 June 2003 from the Co-Chairperson of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GAOR Doc. A/58/95 (Report of 4th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http://undocs.org/A/58/95>, (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91 the Co-Chairs of the Ad Hoc Open-ended Informal Working Gro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GAOR Doc. A/66/119 (BBNJ Working Group Recommendations), Annex, para. 1(b). 
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 

GAOR A/Res/69/292 (UNGA Res. 69/292), <https://documents-dds-

ny.un.org/doc/UNDOC/GEN/N15/187/55/PDF/N1518755.pdf?OpenElement>,(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93 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AC.287/2017/PC.4/2, dated 31 

July 2017) (PrepCom Report),<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AC.287/2017/PC.4/2>, (last 

visited on 20 April 2024). 
94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 GAOR 

A/Res/72/249 (UNGA Res. 72/249), < http://www.undocs.org/A/RES/72/249>. 
95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dopted 10 December 1982, 1833 UNTS 3, (entered into force 16 

November 1994) (UNCLOS). 
96 UNCLOS, Art 1(1) and Part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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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協議）和海底採礦（例如 1994 年關於執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的協

議））。然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對於ABNJ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仍存

在重大差距，包括缺乏現代保育原則（如生態系統方法和預防原則）、保育工具（如戰略環

境評估和海洋空間保護）。 

  為了解決這些和其他差距，聯合國大會決定，ABNJ 海洋生物多樣性新實施協議的談判

應解決 2011 年商定的一攬子計劃中確定的要素（整體和整體）97。四個核心要素分別是：

（1）海洋遺傳（MGR），包括惠益分享問題； (2) 區域管理工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護區

（MPA）； （3）環境影響評估（EIA）； (4) 能力建構和海洋技術轉移。經過多年籌備，

包括2016-2017年四次籌備委員會會議98，聯合國已舉行了三屆政府間會議談判會議99。 

  作為保護和保全環境的方法，自然權利法正在世界各地興起。BBNJ協定序言草案文本表

達了各國「代表今世後代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充當海洋管理者」的願望100。 

  2023 年 6 月，各國政府同意簽署一項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

和永續利用的新條約 (BBNJ)。與通常為應對新發現的跨界環境問題而製定的大多數其他多邊

環境協定不同，BBNJ 協定作為具有廣泛目標的全球權威進入了已經擁擠的機構格局。這項

新法律文書面臨的挑戰是獨特的。它必須透過協調現有機構、框架和實體（IFB）同時尊重其

自主權來改變海洋治理架構。101 

 
97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6/231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24 December 2011. 66th  

Agenda item 76(a). UN Doc A/RES/66/231(2012) 
98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92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69th  

Agenda Item 74(a). UN doc A/RES/69/292(2015) 
9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49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72nd  

Agenda Item 77. UN doc A/RES/72/249(2017) 
100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18 November 2019) 

UN Doc. A/CONF.232/2020/3 
101 The likely impact of the BBNJ Agreement on the architecture of oce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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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被視為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工具。在 BBNJ 協議之前，ABNJ 的活

動受到不同部門、全球和區域文書的監管102，並且很少有規則和具體義務規範涉及對 ABNJ 

影響的跨境評估103。

 
102 Maulida, Luciana S. (2022). BBNJ Agreement: Mapping the Roles of the Relevant Actors and Their Issues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ss. Available at SSRN 4128101. 
103M. Doelle, G. Sander 

Next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the emerging high seas regime? An 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negotiations 

Int. J. Mar. Coast. Law, 35 (3) (2020), pp. 49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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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展望 

  BBNJ 協定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下的第三個執行協議，將提供一個重要的平台，

旨在改善對變化中的海洋的綜合管理，並促進各地區和各行業之間的合作，以維護海洋生態系統的

持續性。104105。為此，BBNJ 協定不僅將填補法律框架中的離散空白，還將提供一個論壇，以便採

取協調一致、知情的集體行動106107，以及聯合研究、能力發展以及數據、資訊108和技術的共享。109 

  影響評估是指識別目前或擬議活動可能產生的後果的過程110。環境影響評估（EIA）已被廣泛

認為是促進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的明智決策的重要工具。環境影響評估是一個既影響科學又影響法

律的問題，評估應基於環境數據和科學知識。在法律方面，許多國際條約和文書都規定了環境影響

評估的要求。特別是，這項義務已被確定為正在進行的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

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國際協定（BBNJ）談判的主題之一111。然而，大多數多邊條約只是規定了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的一般義務，所使用的術語相對抽象和模糊，導致實際應用中存在一些障礙。儘管

某些國際條約和文書載有更詳細的規定，但締約方數量有限，而且大多數其他文書本身缺乏法律約

束力112（第 205 段）。 

 
104 Gjerde, K. et al.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Options for Underpinning a Strong Global BBNJ Agreement through Regional and Sectoral Governance. 

< https://www.iddri.org/en/publications-and-events/report/options-underpinning-strong-global-bbnj-agreement-through-

regional>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05 Gjerde, K. & Wright, G. Towards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of the Global Ocean: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a New Agreemen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28 <https://www.iddri.org/en/publications-and-events/report/towards-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global-ocean >(2019).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06 Gjerde, K. M. & Yadav, S. S. Polycentricity and regional ocean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emerging UN 

Agreement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ront. Mar. 

Sci. 8,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21.704748 >(2021).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07 Harden-Davies, H. & Snelgrove, P. Science collaboration for capacity building: advanc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a treaty for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Fronti. Mar. Sci. 7, 1–14 (2020). 
108 Harden-Davies, H. et al. How can a new UN ocean treaty change the course of capacity building? Aquat. Conserv.: 

Mar. Freshwa. Ecosyst. 32, 907–912 (2022). 
109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The Second World Ocean Assessment: World Ocean Assessment II - Volume 

I & II. <https://doi.org/10.18356/9789216040062>(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10 Websit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https://www.iaia.org/index.php>(last visited on 24 

June 2024). 
111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6 July 2015; UN Doc. 

A/RES/69/292;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NY, USA, 2015. 
112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0, pp. 14–107.  

<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35/135-20100420-JUD-01-00-EN.pdf>(last visited on 24 June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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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環境糾紛的增加，國際法院（ICJ）目前面臨更多解決環境影響評估問題的機會，例如核試

驗案（1995 年）(the Nuclear Tests case，1995)113、加布奇科沃-大毛羅斯計畫案（1997 年） (the 

Gabçíkovo-Nagymaros Project case，1997)114、紙漿案米爾斯案（2007 年） (the Pulp Mills case，2007)115

和某些活動和道路建設案（2015 年）(Certain Activities and Construction of Road cases，2015)116。特

別是在「紙漿廠案」和「某些活動和道路建設案」中，法院對環境影響評估的具體要求進行了闡述。

此外，國際海洋法法庭海底爭端分庭在其關於各國對國際海底區域（「區域」）活動的責任的諮詢

意見中分析了這項義務。其他國際法庭也處理了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的問題117。在大多數情況下，

由於缺乏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條約義務，國際判例從習慣國際法的角度明確了環境影響評估的義務。

這些司法和仲裁實務將為相關國際條約的解釋和適用提供參考。此外，未來的立法過程可以將國際

法庭確定的習慣規則編入法典118。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規定，特別是第 206 條，沒有具體規定在海洋區域進行影

響評估的範圍和內容。除了第 205 條要求直接或透過向主管國際組織提供評估和監測報告並由主

管國際組織將其提供給各國之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對與環境影響評估國際化有關

的程序問題也基本上沒有提及。 BBNJ 協定是澄清和建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環境影

響評估條款（特別是在 ABNJ）的一種手段。其中 EIA 第四部分共 21 條，是 BBNJ 協定修訂案文

中最長的一段。在 IGC 第三屆會議期間，談判人員召開了兩次非正式工作小組會議和十次“非正式

-非正式會議”，對這一部分進行了長時間的審議。儘管各界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與 EIA 國際化相關

的各個方面，但這個問題仍然是 BBNJ 協定談判中存在分歧且尚未解決的方面。 

  由上述資料可見，目前因 BBNJ 協定尚未生效，環境影響評估（EIA）制度仍存在許多懸而未

決的問題。作為全球公共區域，國家管轄範圍外海域（ABNJ）需要一個合作、透明、負責且穩健的

環境影響評估架構。同時，也期望有一個高效、靈活且具成本效益的框架。BBNJ 協定下的 EIA 國

際化提案需要有效平衡這些利益。 

 
113 Nuclear Tests (Australia v. France) https://www.icj-cij.org/case/58, (last visited on 20 July 2024). 
114 Gabčí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Slovakia) https://www.icj-cij.org/case/92/judgments, (last visited on 24 

June 2024). 
115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https://icj-cij.org/case/135,  
116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 (last visited on 24 June 

2024). 
117 Award in the Arbitration Regarding the Indus Waters Kishenganga between Pakistan and India, 20 December 2013,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um XXXI, pp. 1–358. 

https://legal.un.org/riaa/cases/vol_XXXI/1-358.pdf, (last visited on 21 July 2024). 
118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1, p. 133.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5/005-19511218-JUD-01-00-EN.pdf (last visited on 22 Jul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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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BNJ 協定尚未生效的情況下，目前大多數 EIA 制度仍由各國主導。這意味著主權國家在實

施 EIA 時擁有主要的決策權和責任。然而，這種分散的管理方式導致了在 ABNJ 內進行活動時，環

境影響評估標準和程序的不一致性。因此，建立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變得尤為重要，以確保所有在

ABNJ 內進行的活動都能夠符合一定的環評標準。 

  BBNJ 協定旨在解決上述問題，並試圖提供一個統一且連貫的 EIA 框架。然而，推動這樣一個

國際化的 EIA 框架並非易事。各國之間的利益和立場差異巨大，尤其是在涉及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問

題上。因此，BBNJ 協定下的 EIA 制度需要在尊重各國主權的同時，找到一個平衡點，使其既能夠

有效保護海洋環境，又不至於過度干涉各國的內政。 

  未來隨著 BBNJ 協定的逐步實施，我們有理由相信 EIA 制度將逐漸邁向有序發展。這不僅有助

於保護 ABNJ 的環境，也將促進全球海洋資源永續發展之可能性，期望全球各國共同努力，為實現

這一目標貢獻力量，為後代子孫留下一個健康且可永續發展的海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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