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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事法是近年来一个较为引人关注的领域，其范围包括传统海洋法、海商法、海事管理法等各个
领域，这些学科在当今时代彼此间联系日益密切，有逐渐融合的趋势。
《国际海事法新发展》共分9章，涉及9个领域，分别是海域争端解决、海运反恐、海运服务贸易、国
际航运竞争、海上货物运输法统一、海上责任保险、海运物流、船舶侵权法严格责任、海事审判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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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湘兰，1951年12月生，湖北枣阳市人，曾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70-1975年）、北京大
学法律系（1980-1982年）、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1994-1997年）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分别
于1986年、1991年、1996年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99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美国杜伦大学法学院福特（FORDFOUNDATION）访问学者（1987-1989年）、富布赖特
（FULBRIGHTFOUNDATION）高级访问学者（1992-1993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教
授（199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弗里曼（FREEMAN）高级研究教授（2005-2006年）。
曾先后于1988年5月至1989年2月及1992年3月至9月在美国McGlinchey，Stafford，Mintz，Cellini＆Lang律
师行从事法律研究工作。
曾分别于1988年12月和1989年6月获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颁发的国际荣誉公民证书和美国新奥尔良市圆
桌俱乐部主席颁发的终身荣誉会员证书。
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长江海商法协会副会长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海商法和海洋法的教学与研究，在海上保险法、船舶油污法、船舶融资法
和海洋权益保护法等方面具有创造性成果。
曾先屠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二十一世纪国际海事法新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船舶融
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并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海商法》
以及湖北省教学改革研究等项目。
已出版《海商法论》（合著）、《海商法》（国家精品课程）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三等
奖、《海上保险法》获武汉市第四次优秀著作二等奖，《国际贸易法理论与实务》（主编）获武汉市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十余部著作。
并分别在《法学论坛》、《法学杂志》、《现代法学》、《江西社会科学》、《武汉大学学报》、《
法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

　　
　　张辉，男。
1973年11月生，江苏徐洲人，武汉大学法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3年进入武汉大学法学院学习，2003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9月至2006年9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访问学习，获得法国大学第三阶段学习
文凭，现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中国长江海商法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海商法、国际法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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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
第二章 海上反恐与海运安全制度研究
第三章 海运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制
第四章 航运竞争法律制度新发展研究
第五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发展与统
第六章 海上责任保险法律问题研究与我国立法完善
第七章 海运物流法律问题研究
第八章 船舶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研究
第九章 海事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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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大陆架划界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之间的关系　　（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制
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早期，关于大陆架的范围以及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制度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根据自然延伸原则，
大陆架可一直延伸至大陆边的外缘，即可以延伸到200海里以外。
大陆架制度无论是在200海里界限内还是界限外，都是独立于专属经济区的制度。
该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是阿根廷、美国、印度等13个宽大陆架国家。
第二种主张由内陆国和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和日本提出，认为由于已经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
，因而应取消大陆架制度，或规定大陆架不应超过200海里。
第三种主张支持200海里内专属经济区制度的适用，不过仍同意大陆架制度在200海里界限外适用。
最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
成为宽大陆架国家和地理不利国家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
《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二者之间是独立的，分别规定在公约的第五部
分和第六部分。
并且，根据专属经济区制度第五部分第56条第3款的规定，“本条所载的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
照第六部分的规定行使”。
考察1982年《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权利基础、范围和法律制
度。
例如，从范围上讲，专属经济区的最大范围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而大陆架的最小范
围是200海里，最大不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2500公尺等深线外100海里
。
从权利来源角度，沿海国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是固有的，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
，而沿海国必须经过宣告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
从所涉资源角度，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涉及所有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而对
大陆架的主权权利，主要以非生物资源为主。
正如国际法院在缅因湾案中所指出的，“似乎只能说这两种制度的关系要么是分离的，要么是混乱的
，但不能是统一的”。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自1984年缅因湾划界案以来，为专属经济区（渔区）和大陆架划定一条单
一海洋边界的案例不断增多。
例如，2009年罗马尼亚一乌克兰黑海划界案中当事国双方就明确要求“国际法院确立一条单一海洋边
界来划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992年法国一加拿大海洋划界仲裁案
、1993年格陵兰一扬马延海洋划界案、1999年厄立特里亚一也门海洋划界仲裁案、2001年卡塔尔一巴
林海洋划界案、2002年喀麦隆一尼日利亚海洋划界案、2006年的巴巴多斯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划界案
、2007年的圭亚那一苏里南划界案、2007年的尼加拉瓜一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地区领土与海洋争端划
界案等，都使用了类似的表达。
从法律逻辑上讲，这种表达方式恰恰传递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不是同一个制度这种信息，否则如果
按照某些学者的主张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已经吸收了大陆架制度，那么200海里内的划界应当
只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因此这些划界案本身的存在就足以驳斥日方“中日之间不存在大陆架划
界，只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观点。
　　（二）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
由于这两个海域都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关，因此这两个海域的划界规则被放在一起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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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湘兰、张辉主编的《国际海事法新发展》是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二十一
世纪国际海事法新视野”最终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自2006年12月立项至2009年7月完成最终成果，课题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紧密合作，积极收集资料、与
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交流探讨、赴实务部门调研，紧跟国际学术前沿，潜心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
果，出版著作3部，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圆满完成了课题申报和立项时所确立的研究任务，获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最终研究报告基础上，本书对国际海事法的晚近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梳理。
全书共分9章，涉及9个领域，分别是海域争端解决、海运反恐、海运服务贸易、国际航运竞争、海上
货物运输法统一、海上责任保险、海运物流、船舶侵权法严格责任、海事审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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