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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
问题。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海上通道安全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保障》从剖析海上能源通道恐怖活动的特点入手，探讨海上能源通道
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的原因，分析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国际法律制度及其缺陷，最后指出为维
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中国应采取的法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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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国际法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教育部重点项目“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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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海上能源通道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及成因
　第一节 海上能源通道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
　　一、海上能源通道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
　　二、海上能源通道上的恐怖主义与海盗日益融合
　　三、海上能源通道的恐怖主义活动向港口和码头延伸
　　四、海上能派通道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性更大
　第二节 海上能源通道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的原因
　　一、恐怖主义组织向海上转移
　　二、海上能源运输航线过于集中
　　三、海上反恐能力的不足
第二章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基础
　第一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国际法基础
　　一、国际法主体不断增加，客体日益扩张
　　二、国际法内容更加丰富，国际法律框架正逐步建立
　　三、国际法约束力不断增强，国际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
　第二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原则基础
　　一、国家主权原则
　　二、国际合作原则
　　三、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原则在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方面的关系
　第三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组织基础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
　　二、专门性国际组织——国际海事组织
　　三、区域性国际组织——以东盟为例
　　四、非政府组织——以国际海事局为例
　第四节 海上能源通道的管辖权基础
　　一、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权
　　二、海上能源通道的油污污染的管辖权
第三章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国际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1988年SUA公约及其议定书
　　一、1988年SUA公约的订立背景
　　二、1988年SUA公约的主要内容
　　三、1988年SUA公约的意义
　　四、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SUA公约及其议定书的2005年议定书
　　一、修订1988年SUA公约的背景
　　二、SUA公约2005年议定书的主要内容
　　三、对SUA公约2005年议定书的评价
　　四、《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2005年议定书》
　第四节 SOLAS公约2002年、2006年修正案及ISPS规则
　　一、产生背景
　　二、SOLAS公约2002年海上保安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三、ISPS规则的主要内容
　　四、SOLAS公约2006年第五章修正案
　　五、对SOLAS公约2002年海上保安修正案、ISPS规则及SOLAS公约2006年第五章修正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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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
　　一、制定背景
　　二、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竹主要阿容
　　三、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的意义
　第六节 1958年《公海公约》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海盗罪行的定义
　　二、对海盗罪行的普遍管辖原则
　　三、两公约中关于海盗罪的规定对习惯国际法的新发展
　第七节 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
　　一、协定订立的背景
　　二、《亚洲协定》的主要内容
　　三、协定的意义
　第八节 其他相关的公约
　　一、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二、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三、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四、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五、一些区域性公约对恐怖主义罪行的规定
第四章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第一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国际公约本身的缺陷
　　二、国际公约之间缺乏协调统一
　　三、缺乏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专门性公约
　　四、缺乏统一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
　　五、国家领海管辖权的冲突
　第二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缺陷产生的原因
　　一、反恐与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特殊性
　　二、国际法的内在特性
　　三、国际合作的不足
　第三节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国际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修改并完善有关国际公约
　　二、制定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专门性公约
　　三、制定统一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
　　四、协调国家领海管辖权
　　五、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
　　六、健全国际海事合作机制
第五章 美国、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法律保障机制
　第一节 美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机制
　　一、美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二、美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制度
　　三、美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前景
　第二节 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机制
　　一、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现状
　　二、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机构
　　三、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国际战略
　第三节 美国、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的主要特点
　　一、均有专门的反恐和海上安全基本法案及其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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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主张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并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都没有专门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立法
第六章 中国的对策
　第一节 加强国际合作
　　一、深化与东盟国家间的合作、保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二、参加海事执法行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三、推动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共同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
　第二节 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中国能源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建立国家进口能源运输安全体系
　　三、探索和保障新的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
　　四、提高能源战略储备能力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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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类：打击海盗罪行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58年《公海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004年《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
海盗犯罪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恐怖主义罪行，但海盗罪行仍然是威胁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一种严重犯罪
，并且现代海盗越来越和恐怖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造成更复杂的情势，所以本书也一并予以介绍。
　　第三类：一般性的反恐公约。
主要包括联合国支持下制订的这些公约：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97年《制止恐怖主义
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5年《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
国际公约》。
　　第四类：区域性的反恐公约。
主要有：1971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行为的公约》、1977年《制止恐怖主义欧
洲公约》、2001年6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第五类：典型性的双边条约。
这主要是根据《反扩散安全倡议》（PSI）的原则。
在美国与主要的方便旗国间签订的双边登船协议。
　　由于能源的海上运输主要是直接通过油轮、液化气船、大型散装货轮进行，不涉及集装箱运输，
所以与集装箱运输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如《集装箱安全倡议》（CSI）、《海关一商界反恐计划》
（C-TPAT）、《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将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
　　另外，由于某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防扩散安全倡议》，尽管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其事
实上对国际社会有着实质的作用，所以也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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