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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干焱平、刘晓玮编著的《海洋权益与中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基金项目之一，也是普通
高校通识教育系列读本之一。
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章21世纪——海洋世纪、人类生命起源于海洋、人类发展与海洋、人类未来与海
洋、第二章海洋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海洋、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利用、中国与21世纪——海洋
世纪、第三章海洋权益概念的产生及发展、海洋权益的依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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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21世纪——海洋世纪
　人类生命起源于海洋
　人类发展与海洋
　人类未来与海洋
第二章　海洋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希望在海洋
　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利用
　中国与21世纪——海洋世纪
第三章　海洋权益概念的产生及发展
　海洋权益的依据
　海洋法的制定、现状和中国的态度
第四章　国家管辖海域的组成及划分与中国的海洋国土
　海洋法与中国的内海水及港口
　海洋法与中国的领海及毗连区
　海洋法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第五章　国际管辖海域的组成及划分与中国的权益
　公海及各国均有平等享有自由的原则与中国的权益
　国际海底及人类共同继承的财富的原则与中国的权益
第六章　海洋意识——海洋强国的灵魂
　蓝色的战略强国的战略
　仍在发展增强的海洋观
第七章　海洋意识与中国走向海洋强国
　中国海洋文明曲折之路
　中国人正走向海洋
附录一　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录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摘录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附录四　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
附录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附录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附录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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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0多年来，在广大港务监督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港务监督已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的
监督检查和管理手段，并有着丰富经验的独特的水上交通安全体系，这对保障港口的安全和生产的发
展，维护国家港口、海洋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国港务监督工作人员已发展到1万多人，并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公认和普遍重视。
　　（4）外国籍船舶进入我国港口的主要手续及有关注意事项　　①入境审批。
按国际海洋法一般原则，由于内海水（内水）置于一国绝对主权控制之下，而港口又是国家内水之内
水，一国内水是否允许外国籍船舶进入，由该国法律制度规定。
因此，外国籍船舶进入我国内水和港口，必须先申报港务监督机关批准。
　　目前我国内陆水域，除长江下游江苏省张家港以下地段外，其他地段对外国籍船舶需进入中国允
许的港口时，要在进入中国港口7天前，通过外籍船舶代理人（我国为“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向预
定到达港港务监督报请，申报书要写明港方所需要的一切情况。
与我国过去没有通航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申请进入我港口、内水的第一艘船舶，还必须经我国交通部
会同外交部批准。
批准一国船舶进入我国港口或内水，即意味着我国同该国正式建立了通航关系。
　　与我已建立通航关系的国家（或地区）来我国港口或内水，也要提前7天报告。
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同我已建立通航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
　　目前尚未同我建立通航关系的国家（或地区）有南非等。
　　②进港联合检查。
外国籍船舶批准进入我某一港口后，不能直接进港，还必须到我方指定的地点（一般为我内水外、领
海，甚至在公海），由我方港监、海关、防疫、边防部门登船进行联合检查。
　　客方船长应如实地全面介绍我方需要的来船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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