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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gel  Chamber l ai n等曾撰文質疑公海或

國際空域執行PSI 行動之合法性。但第五

次PSI 會議於2003年12月16- 17日在美

國華府舉行。會中討論可以適用之國際與

內國法律規定，協助 PSI 參與國家執行陸

上、海上與空中攔截行動，使其適法性不

受質疑或挑戰。

　　我國曾在美國的要求與提供情報下在

高雄港登船臨檢扣押北韓「大山輪」所載

運被疑為可能用於製造WMD之化學貨品。

雖然北韓「大山輪」自願停靠我國港口，

因此受到港口國出口管制相關法規之約束，倘若

我國高雄港務局或海關經檢查確定北韓所載運物

質與 WMD 不相關，且該船貨主或船東的確按規定

申報，此將衍生出法律與政治責任問題。陳水扁

總統曾經表示我國支持美國的 PS I ，以及反恐措

施。我國應積極尋求直接參與 P S I 之可能與方

式。我國更應尋求與日本、新加坡與美國就遏阻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建立合作管道。但我國有

必要研究清楚與 PS I 相關之國際法律問題，俾以

避免在我國內水、領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

域，甚至在公海上執行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

散行動時出現與相關國際法律抵觸情形。

PSI 發展背景

　　一些所謂「流氓國家」( rogue s t at es )，舉如

伊朗、敘利亞與北韓製造核武，因而構成核武、

生物或化學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擴散，進而威脅

到國際社會之和平與安全其他威脅是美國提出PSI

之主要原因之一。 2002年10月，美國政府指控北

韓違反雙方於1994 年所簽訂雙邊凍結核子架構協

定。2002 年10 月 26 日，美國、日本、南韓政府

呼籲北韓停止核武計畫。 2003 年元月美國、日

本、南韓政府再度呼籲北韓停止核武計畫。北韓

不但不予理會，甚至宣布退出核武不擴散條約

( NPT) ，並在2002年12 月驅逐國際原子能源總署

檢查人員。2003 年 4 月，北韓宣稱已發展核武，

且將進一步發展核武。2003年5月23日，美國布

希總統與日本首相小泉在德州Cr awf or d 會晤，要

求北韓完全停止發展核武計畫，不然將採取嚴厲

因應措施對付北韓。除此外交你來我往的交鋒

外，2002年12月，一艘北韓貨輪 So San 運送

WMD相關物質至葉門，  於印度洋公海遭西班牙執

法人員登船攔檢，後來美國礙於國際法相關規

定，即使發現該船載有武器，仍予以放行，  駛往

目的地葉門。此事件係美國提出 PS I 之另一重要

原因。

　　美國小布希總統是在 2003年5月31日於波蘭

Kr akow宣布推動遏阻 WMD擴散安全倡議。此倡議

被視之為另一個「意願結盟」( Coal i t i on of  t he



16    海巡  第008期  2004

Wi l l i ng) ，主要目的在於對國家領土、領空與領

海涉嫌載運 WMD 相關物質之船、飛機、與車輛實

施先發制人的攔截( preempt i ve i nt erdi ct i on) 。

美國意圖將 PSI 之適用推向國際空域或公海。

　　PSI 之推動係遵循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於 1992

年元月31 日所發表有關遏阻WMD擴散之聲明。此

聲明指出，所有 WMD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

質之擴散構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因此，所

有聯合國會員國有必要採取具體行動以遏阻

WMD、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質之擴散。

PSI 之推動也依據G- 8 及歐盟所發佈有關遏

阻 WMD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質擴散

之聲明，其中強調各國應採取更一致與更

具體、更有效的措施去遏阻 WMD 、其運載

系統、以及相關物質之擴散。PSI  之推動

主要在於尋求利害關係國家共同採取合作

行動，於海上、空中及陸上遏阻 WMD 、其

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質之擴散。

　　2003年9月23日，小布希總統在聯大

發表演說，其中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反 WMD擴散之決議案。

PSI 會議與海上演習：

PSI 自2003年5 月31日提倡以來總共召

開了五次會議：1s t  PS I  Me e t i ng ,

Madr i d,  Spai n,  12 J une 2003 ；2nd

PSI  Meet i ng,  Br i s bane,  Aus t r al i a,

9- 10 J ul y 2003；3r d PSI  Meet i ng,

Par i s ,  Fr ance,  3- 4 Sept .  2003；4t h

PSI  Met i ng,  Lancast er  House,  London,

9- 10 Oct ober  2003；5t h PSI  Meet i ng,

Washi ngt on,  D. C. ,  USA,  16- 17 December  2003。

第五次 PS I 會議會中討論可以適用之國際與內國

法律規定，協助 PS I 參與國家執行陸上、海上與

空中攔截行動，使其適法性不受質疑或挑戰。

2003 年 9 月在法國巴黎所召開第三次 PSI 會議當

中，與會國通過了PSI「攔截原則」（Int erdi ct i on

Pr i nci pl es），詳細內容如下：

　1. 各國個別的或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有效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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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去攔阻 WMD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質運自

其他 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者，或運往其他

WMD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者。

　2. 採取簡便有效的程序以便迅速交換有關遏阻

WMD、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物質擴散活動之情報

資訊與協調工作。

　3. 在必要情形下，檢討並強化現行內國與國際

法之相關法規，俾以協助執行遏阻 WMD 、其運載

系統、以及相關物質擴散活動之工作。

　4. 在不違反內國法與國際法條件下，PSI  參與

國家採取以下特別行動：

　　a. 不運送或不協助運送來自WMD 國家或其他

非國家行為者或運至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

者有關 WMD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貨物；也不

允許屬其國家管轄之個人從事此種運送活動。

　　b . 自行決定，或經另一國基於正當理由提出

請求，在其內水、領海或任何其他國家領海範圍

之外海域，對懸掛其國家旗幟且有運送 WMD 、其

運載系統、以及相關貨物至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

家行為者，或運往 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

家行為者之船舶採取登船臨檢行動；倘

經證實載有上述貨物，可扣押該貨物。

　　c . 在適當的情形下，可慎重考慮允

許其他國家登船臨檢其所屬船舶，並

在確認該船舶載有 WMD、其運載系統、

以及相關貨物時可予以扣押。

　　d. 在其內水、領海、或鄰接區（倘

已劃定此海域）對被懷疑載有運自或運

往 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者之

WMD、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貨物可要

求該船停航並接受檢查；倘經證實載有上述貨

物，可扣押該貨物；對進出其港口、內水或領海

之船舶，倘若認定該船涉嫌運送 WMD 、其運載系

統、以及相關貨物，可要求登船臨檢；若經證實

載有上述貨物，可扣押該貨物。

　　e . 自行決定，或基於正當理由經其他國家提

出請求，在合理的範圍內可要求涉嫌運送 WMD 、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貨物至WMD 國家或其他非

國家行為者，或運往WMD 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

者之航空器在飛越其領空時要求該機降落並接受

檢查；若經證實該航空器載有上述貨物，可扣押

該貨物；倘航空器在飛越其領空之前，若有合理

之懷疑涉嫌運送 WMD 、其運載系統、以及相關貨

物，可以拒絕該航空器飛越其領空。

　　f . 倘若其港口、機場、或其他設施被WMD 國

家或其他非國家行為者用為運送 WMD 、其運載系

統、以及相關貨物之轉運點時，可對此船舶、航

空器或其他運送方式進行檢查，並在證實載有上

述貨物，可扣押該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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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13日，PSI 之第一次「太平洋保

護者」海上攔截演習在澳洲昆士蘭沿岸珊瑚海

( Cor al  Sea)  舉行。日本、澳洲與美國均派遣船

艦與直昇機參與演習。

　　2003 年10 月 9- 10 日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四

次PSI 會議中曾進行虛擬空中攔截演習( Ai r  I n-

t ercept i on Command Post  Exerci se ( CPX)。2004

年1月11- 17日PSI 第五次海上演習在阿拉渤海海

舉行。其他規劃中之 P S I 演習包括波蘭、義大

利、法國與德國將於2004 年上半年在地中海或相

關國領空或國際機場所舉行的演練。

東北亞國家對 PSI 之反應

　　日本與新加坡是亞洲二個支持並實際參與美

國所主導之PSI 的國家。日本積極參與《太平洋保

護者海上攔截演習》。日本在2001年12月在東中

國海緊追北韓間諜船並予以擊沈。日本在2003 年

6月已開始對停靠其港口 Ni i gat a 之北韓船隻Man

Gyong Bond- 92進行海關、疾病管制、安全等檢查

措施。日本在 2003年 6 月11日曾在Mai zuru 扣

押北韓貨輪Namsan 3 號；也在Hokkai do的Ot aru

港扣押北韓船 Daehungr as on- 2 號。

2003年10月7、8日，日本媒體報導日本首相小

泉純一郎在出席印尼Bal i 東協高峰會時將要求東

協會員國支持美國所主導之 PS I 。東協高峰會所

發佈之 Decl arat i on of  ASEAN Concord Bal i  I I

提到 " 努力確保東南亞地區仍是 WMD自由區。 "

「東協十加一」高峰會(  ASEAN- J apan Summi t )  主

席聲明曾提及 「在舉如反恐、打擊海盜及跨邊界

問題上進行安全合作」（Engagi ng i n s ecur i t y

coope r at i on i n s uch ar eas  as  count e r -

t errori sm,  t he f i ght  agai nst  pi racy and cross-

border  i s sues "） 。2003年10月日12日法新社

報導日本與美國、中國、南韓、澳洲、新加坡、

泰國、及香港計畫進行合作以遏阻 WMD 之貿易。

此七個APEC 經濟體計畫在10 月27 日在日本東京

所召開的研討會中通過一項 WMD 有關貿易管制基

本協議。此協議將被視為美國所主導 PS I 之補充

措施。2003年10 月在泰國曼谷舉行之 APEC領袖

會議通過Bangkok Decl ar at i on on Par t ner shi p

f or  t he Fut ur e 。依據此宣言第二段( Enhanci ng

Human Secur i t y) ，亞太國家元首承諾採取必要行

動強化出口管制與遏阻 WMD 相關合法與適當措

施。

　　南韓政府傾向支持美國主導的 PS I 。儘管有

美國官員希望南韓也參與 PS I 之活動，但也有其

他 PS I 參與國認為居於南北韓情勢邀請南韓參加

PSI 可能過於敏感。南韓若參與PSI 的確將使六方

談判更加複雜。南韓政府內部對參與 PS I 有不同

聲音。澳洲、法國與其他 PS I 參與國期盼中國與

俄羅斯支持並參與 PS I 。中國認為規範核武擴散

之國際建制與條約已存在，且考慮到六方談判之

發展，傾向並不支持美國所主導的PSI ；中國也有

與北韓傳統政治、外交關係考量。但根據韓國媒

體報導，中國基於遏阻核武進一步擴散，擔憂其

他鄰近國家也走向發展核武之政策考慮，已漸漸

轉為不反對美國主導之 PS I 。中共所採立場值得

密切觀察。

　　北韓當然反對美國所主導的 PS I ，因為此計

畫主要針對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尤其是針對北

韓、伊朗、敘利亞等「流氓國家」。北韓認為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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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的封鎖策略、侵犯北韓主權，違反國際法

之行為。北韓認為 PS I 具挑釁性、是一種戰爭行

為 ( an ac t  o f  war ) 。我國支持美國所主導的

PSI ，但基於特殊政治外交處境，目前尚無法直接

參與PSI ，未來透過友邦支持，有可能參與 PSI 合

作計畫。2003年 8 月7 日，台灣高雄港務局扣押

北韓貨輪大山輪。大山輪所載貨品為一百五十八

桶化學品「五硫化二磷」，屬列管的戰略高科技貨

品，但貨主未依規定事先向國貿局申請過境許

可，國貿局因此通知高雄關稅局，依法執行扣

押。國外與中國大陸學者曾表示有外電報導該批

扣押貨品經查證並非列管的戰略高科技貨品，而

是化學肥料。倘若此報導屬實，法律與政治責任

問題可能產生。此事件後續發展有待進一步追蹤

查證。

結論

　　2003 年 12 月17 日，第五次PSI 會議在美國

華府舉行完畢。但會中對空中、陸地與海上攔截

計畫、策略或原則有關國際法問題並未達成決

議。但此會議決定在 2004年1月11- 17日在 2002

年12月北韓So San輪被攔檢之同一海域，亦即阿

拉伯海舉行第五次的海上攔截行動。PSI  之未來

發展與實踐對國際海洋法之發展將有相當大影

響，尤其是有關美國是否採取多邊途徑，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公海及或國際空

域採取攔截被嫌疑載有 WMD 相關物質之外國船舶

或航空器行動相關。事實上，在 2003年 10 月 21

日，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已舉辦了美國是否應加

入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公聽會。應邀

出席公聽會之政府官員與專家提出相當多理由支

持美國應加入該公約。沒有聽到反對加入的聲

音。主席 Lugar 似乎也採取支持加入之立場。因

此，美國在2004年成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締約國的可能性相當高。但美國在加入公約

之同時肯定會依據公約第 310 條作出排除有關海

域劃界、軍事活動所引發爭議、以及聯合國安理

會已著手處理此三種爭議不適用公約爭端解決程

序的聲明。此包括 PS I 與公海先制攔截相關行動

措施。訂於 2004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舉行的

Amer i can Soci et y of  I nt ernat i onal  Law年會將

邀請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Ant oni a Scal i a 以 "Map-

pi ng New Boundar i es :  Shi f t i ng Norms  i n I n-

t ernat i onal  Law" 為題作會議基調演說。此值得

注意。

　　未來一年，不論是貨櫃安全倡議( Cont ai ne r

Secur i t y I ni t i at i ve,  CSI ) 、遏阻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擴散安全倡議、反核五擴散建制（Non- pr o-

l i f er at i on Regi me ，尤其是出口管制問題) 、海

上安全問題 (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十一章之

修正與I SPS Code 之通過) 、海上反恐、南海石油

與天然氣資源共同開發、國際漁業保育與管理建

制中有關非法未申報未管制漁撈活動 ( I UU f i s h-

i ng act i vi t i es ) 之規範、海洋永續開發與生物多

樣性問題、美國可能加入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十週年的

修正檢討會議等都是值得關心的重要海洋法律、

海事安全、海域執法、及海洋保護與保全問題。

( 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