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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    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依据法律地位的不同，海洋可划分为内水、领海、毗连区、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
国际海底区域、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本文从地域分布的视角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分为两类，即陆地资源与海洋资源。
海洋资源是指海洋空间所存在的一切资源，是海洋中各种类型资源的一种总的称呼，属于复合型的资
源系统，是一个集合概念。
海洋资源具有自然性、稀缺性或有限性、整体性、多用性或多宜性、区域性等特点。
海洋资源有多种分类方法。
    根据赋存的地理位置，海洋资源大体分为两类，即海域资源和海岛资源。
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赋存的自然资源都归于海域的范畴；海岸带与海洋滩涂资
源也大部分归属于海域资源；公海与国际海底区域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海域”，依据“公海自由
”理论，其资源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管辖，对该范围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问题，由《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是本文与国际海洋法交叉研究的部分，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所以，海洋资源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布于海域与海岛，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就是海域资源与海岛资源
的保护问题。
但从重要性讲，两者之中更侧重于对海域资源的研究。
海域不仅是各种自然资源的载体，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是一种与土地资源相对应的自然资源。
海岛与海洋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又各有其资源和生态特殊性。
海岛资源既不同于陆域资源，也不同于海域资源，兼有陆域资源、海域资源和海陆结合的双重特性。
    海洋资源保护非常必要。
一方面这是吸取陆地资源已经破坏严重、生态难以恢复的历史教训产生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制度体系，
更加重视海洋资源的保护问题。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调整在海洋资源保护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组合，是海洋资
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法律制度化。
与海洋资源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的理论包括物权理论、资源价值理论、生态安全理论、行政权理论等，
构建完善的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系统，必须借助这些理论学说与观点。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是由多项法律制度组成的系统，这些法律制度包括海洋资源权属法律制度
、海洋资源安全法律制度、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法律制度和海洋综合管理法律制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谭柏平，1966年生，湖南省耒阳市人。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法学学科部，兼任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环境法。
近年来，在《法学杂志》、《联合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第1章 海洋资源与海洋资源的法律保护　1.1 海洋资源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1.1.1 海洋　  1.1.2 海域　 
1.1.3 海岛　  1.1.4 海岸带与海洋滩涂　  1.1.5 国际海底区域　1.2 海洋资源的概念和特征　  1.2.1 海洋资
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类型　  1.2.2 海洋资源的定义及其特征　  1.2.3 海洋资源的分类　1.3 海洋资源是
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　  1.3.1 21世纪是海洋世纪　  1.3.2 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海洋经济的关系　1.4 海
洋资源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1.4.1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依靠海洋科技　  1.4.2 海洋科技发展
使新的海洋资源不断被发现　  1.4.3 海洋竞争是科技水平的竞争　  1.4.4 海洋科技推动海洋经济的快速
发展　  1.4.5 海洋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　1.5 海洋资源保护的必要性　  1.5.1 海洋资源开发过度，严重衰
退　  1.5.2 海洋资源综合利用不合理，水平低　  1.5.3 海洋环境污染加剧，海洋资源破坏严重　  1.5.4 
海洋资源权属不清，资源利用秩序混乱　  1.5.5 海洋资源安全形势严峻，国家海洋权益受到危害　 
1.5.6 公众海洋资源保护意识不强，海洋安全观念淡薄　  1.5.7 海洋资源综合管理水平不高，执法能力
不强　1.6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　  1.6.1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内涵　  1.6.2 海洋资源保
护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第2章 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研究　2.1 海洋资源权属的历史渊源与理论　  2.1.1 古
罗马法关于海洋资源权属的规定　  2.1.2 大陆法系国家对海洋资源权属的规定　  2.1.3 海洋自由论与闭
海论　  2.1.4 海洋上的“公有物悲剧”　2.2 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几个问题　  2.2.1 产权与权属制度　 
2.2.2 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内涵　  2.2.3 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之我见　  2.2.4 海域物权制度之我见　2.3 海洋
资源所有权制度分析　  2.3.1 国外关于海域所有制度的规定　  2.3.2 海域国家所有权的概念与性质　 
2.3.3 有关海洋资源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推论　  2.3.4 海域所有权的价值与海域使用金　2.4 海域使用
权制度分析　  2.4.1 海域使用权的内涵　  2.4.2 海域使用权的法律特征　  2.4.3 海域使用权的性质　 
2.4.4 海域使用审批制度　2.5 因海洋资源利用而产生的其他权属问题　  2.5.1 海岛使用权制度　  2.5.2 海
洋渔业权问题　  2.5.3 海洋矿业权问题　  2.5.4 海岸滩涂的权属问题　  2.5.5 填海造地的权属问题　 
2.5.6 有关海域利用的其他权属问题　2.6 关于《物权法》规定“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的争论和
探讨　  2.6.1 把海域使用权写入《物权法》的意义　  2.6.2 关于《物权法》如何规定“海域使用权”的
问题　  2.6.3 关于《物权法》如何规定“渔业权”的问题　  2.6.4 新《物权法》对“海域使用权”和“
渔业权”的规定第3章 海洋资源安全法律制度研究　3.1 生态安全的内涵　  3.1.1 关于生态安全定义的
不同观点　  3.1.2 生态安全的特点　  3.1.3 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3.1.4 海洋资源安全、资源安
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　3.2 国外有关生态（环境）安全与海洋资源安全的法律规定　  3.2.1 西方国家（
国际组织）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报告和著述　  3.2.2 美国海洋生态安全立法现状　  3.2.3 欧盟国家
海洋生态安全立法现状　  3.2.4 亚洲国家海洋生态安全立法现状　3.3 海洋资源安全概述　  3.3.1 海洋资
源安全问题的提出　  3.3.2 海洋资源安全的定义　  3.3.3 海洋资源安全的特征　  3.3.4 海洋资源安全的
类型　3.4 海洋资源安全的地位与作用　  3.4.1 海洋资源安全的地位　  3.4.2 海洋资源安全的作用　3.5 
危害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　  3.5.1 海洋资源破坏问题　  3.5.2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　  3.5.3 外夹
海洋生物入侵问题　  3.5.4 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之争　3.6 保障海洋资源安全的法律制度分析　  3.6.1 海
洋功能区划制度　  3.6.2 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　  3.6.3 海洋特别保护区制度　  3.6.4 防治外来海洋生物
入侵的法律制度　  3.6.5 化解国家之间海洋纷争的方法与制度　  3.6.6 我国海洋灾害预警报制度　  3.6.7
其他制度第4章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研究　4.1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4.1.1 可持续发展
思想的形成　  4.1.2 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　  4.1.3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4.2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内
容　  4.2.1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　  4.2.2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特征　  4.2.3 影响海洋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基本因素　  4.2.4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式及分类　4.3 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　  4.3.1 
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　  4.3.2 海洋资源的节约　  4.3.3 我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意义　4.4 海洋资
源的有偿使用制度　  4.4.1 自然资源的价值与价值论　  4.4.2 海洋资源价值论　  4.4.3 实行海洋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的必要性　  4.4.4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4.4.5 海洋资源使用者补偿机制　4.5 海洋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利益关系协调　  4.5.1 对海洋资源不同利益主张的法律安排　  4.5.2 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　 
4.5.3 海洋资源的“利用”问题　  4.5.4 海洋资源的“保护”问题　  4.5.5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时序和
布局第5章 海洋综合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5.1 海洋综合管理概述　  5.1.1 海洋综合管理的提出　  5.1.2 海
洋综合管理是海洋管理的高层次管理形态　  5.1.3 海洋综合管理的含义　  5.1.4 我国实行海洋综合管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的主要任务　5.2 国外海洋管理体制简介　  5.2.1 国外海洋管理体制的类型　  5.2.2 国外海洋管理机构的
设置与职能　  5.2.3 国外海洋管理的演进趋势　5.3 我国现行海洋管理体制述评　  5.3.1 我国现行海洋管
理的基本模式　  5.3.2 我国海洋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　  5.3.3 我国的海区海洋管理模式　  5.3.4 我国现
行海洋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5.3.5 我国实行海洋综合管理的必要性　5.4 我国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的总体思路与对策　  5.4.1 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原则　  5.4.2 我国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总体思路　  5.4.3
我国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　5.5 海上执法问题　  5.5.1 海上执法的概念与特点　  5.5.2 国外海上执法
体制简介　  5.5.3 海洋管理、海洋监察、执法监察三者之间的关系　  5.5.4 我国海上执法现状及发展趋
势第6章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研究　6.1 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现状　  6.1.1 海洋资源保护法
律体系的概念　  6.1.2 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构成　  6.1.3 我国海洋资源保护立法现状　  6.1.4 我
国与海洋资源保护直接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简介　6.2 海洋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与国外立法概况　 
6.2.1 海洋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　  6.2.2 国外海洋资源保护立法概况　6.3 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存
在的缺陷　  6.3.1 我国海洋立法“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　  6.3.2 各单行海洋资源法律法规之间协
调性差　  6.3.3 海洋资源法律体系中仍存在许多法律空白　  6.3.4 现行海洋资源法律法规自身存在不足
之处　6.4 我国海洋资源法律体系的完善建议　  6.4.1 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立法完善建议　  6.4.2 
关于《海域使用管理法》的完善建议——兼评新《物权法》　  6.4.3 我国海岛资源立法建议　  6.4.4 我
国海岸带管理法立法建议　  6.4.5 其他与海洋资源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第1章 海洋资源与海洋资源的法律保护1.1 海洋资源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1.1.2 海域海域不仅是一种重要
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其他资源的载体，是海洋开发利用的基础和保障。
海域，是指海洋的一定范围，是由一定范围内的海面、水体、海床及其底土所构成的立体空间。
海域之“海”，是指靠近大陆比洋小的水域；海域之“域”，是指一定疆界内的地方。
因此，海域是指与陆地相连的一定界限之内的边缘海区域，是与陆域相对应的概念。
1.海域的分类海域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又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故此，有地理上的海域和主权上
的海域之分。
地理上的海域是最广义的海域，泛指海洋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群岛水域、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海域。
根据海域与海岸距离的远近，地理上的海域可分为近岸海域、近海海域和远海海域。
主权上的海域是沿海国对其拥有主权的海域。
根据是否拥有完全主权，又可以将主权上的海域区分为完全主权海域和不完全主权海域。
沿海国对于完全主权海域，除对外国船只的无害通过负有容忍义务外，享有与领土相同的权利。
完全主权海域一般仅指内水和领海。
内水，是指一国的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
领海基线，是指一国领土或内水与领海的分隔线，也是海洋法中划分其他海域的起算线；依据古罗马
法，海岸以冬季最高潮所及之处为范围，海岸线，是指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
领海，是指一国领海基线以外毗邻一国领土或内水的一定宽度的海域。
从主权的角度，“国家主权扩展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家的领海宽度不得大于12海里。
领海是沿海国家的领土在海洋上的延续，国家对领海可以行使完全主权。
不完全主权海域，是指沿海国拥有海域的部分管辖权和资源主权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1）毗连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毗连区是领海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域，其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得
超过24海里，其目的是沿海国为防止和惩治某些违法行为而设置的。
在毗连区，沿海国具有海关、财政、卫生等管辖权，但毗连区不具有领海的法律地位。
领海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毗连区不是。
如果沿海国宣布了专属经济区，毗连区便与专属经济区重叠，除上述管制权外，其地位和制度相当于
专属经济区；如果沿海国没有宣布专属经济区，除沿海国的上述管制权外，毗连区相当于公海的地位
和适用公海法律制度。
（2）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是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
专属经济区的内部界限是领海的外部界限，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的基线量起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既不同于各国可以依照国际法自由利用的公海，也不同于作为传统国家领土组成部分的领
海，但又与公海制度、与领海制度有相似之处。
所以，专属经济区是介于这两种海域之间法律地位的自成一类的海域。
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海床、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资源（不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
。
沿海国要在专属经济区享有权利，除了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和有相应宽度海域的事实条件之外，沿海国
还必须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并说明其宽度，否则，有关海域仍然属于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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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论文从选题确定、资料收集到初稿撰写，再到最终定稿，始终得到了我导师周珂教授的悉心指导与
帮助。
周老师对我论文的每一次教导与点拨，都能使我对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硕士研究生阶段起，我就跟随周老师学习，从一九九八年至今屈指算来几近十年，时间过得如此之
快!虽然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老师对我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爱一直没有停止。
周老师的学问与为人在学界有口皆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会让我终身受益。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翟勇老师、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
司王忠老师、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曹霞老师、法律出版社丁小宣老师、远在美国的我的同学王松宏女
士以及郭亮、吴昉、朱荃、陈慧等人的无私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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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重点关注了海域资源的保护问题，书中运用法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可持续利用的视角深入讨论了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问题；能够密切关注我国物权立法和海
岛立法活动，总结了海洋资源权属法律制度；对海洋资源安全法律制度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并且，对
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资源法律体系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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