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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2年秋天，笔者从台湾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时，适逢联合国第三届海洋法会议在经历
了九年马拉松式的谈判后行将结束，正式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历史时刻。
当时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是美国唯一提供以“海洋法与政策”为专业方向的法学硕士课程的法学院
。
笔者即以这一专业方向开始了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学习历程，并在该校取得法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后，返
回中国台湾，展开了此后20多年的研究工作。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不但是全美前十名的知名法学院，而且弗大本身也一直是美国首府大华盛顿地区
学术地位最高的一所大学，不但学生大都是一时之选，教师阵容更见优秀，许多首都的著名学者、律
师都是其中的主角。
因此，法学院之下，由我的老师约翰·摩尔（John N.Moore）教授领导的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COLP
）的教学研究工作，自然能够和当时的美国政府、国会、企业密切联系，发挥产官学一体的研究优势
。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当时每年都在华府国会山庄的芮本会议厅（Raybur Hell）举
办一场海洋法与海洋政策的研讨会，邀请专家到场，共商相关问题和发展大计。
这一系列会议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会议的场所也就陆续向世界各地延伸，最终成为目前国际海
洋法学界的一件年度盛事。
2005年，这一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并在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冰岛海洋法研究所、土耳其
海洋法研究所、韩国渔业厅、中国南海研究院、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等中外机构共同出资支持的
情况下，80多位中外专家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精彩讨论。
议题包括：联合国与海洋法、海岸带综合治理、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区域渔业、区域海上
执法、全球海洋科研发展、区域商业海运以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共分为8项，相信对于国内海洋法
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笔者在昔日老师约翰·摩尔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另一位灵魂人物麦容
·诺德奎斯特（Myron：Nordquist）的协助下，几经斡旋，终于取得国际法学界著名出版商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公司的授权，将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过去30年来的会议论文原文
，完整交付给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由我们自由挑选其中的重点，翻译成为中文精选集刊，
在中国正式出版。
这一套论文精选集，因此得以呈现在国内读者的眼前。
相信它对于中国海洋法律与政策未来的研究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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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笔者几经斡旋，终于取得国际法学界著名出版商Matinus Nijlaoff  Publishers公司的授权，将弗吉尼
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中心过去30年来的会议论文原文，完整交付给厦门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
中心，由其自由挑选其中的重点，翻译成为中文精选集刊，在中国正式出版。
这一套论文精选集，因此得以呈现在国内读者的眼前。
相信它对于中国海洋法律与政策未来的研究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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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制定一部新的海洋法，最明显的理由就是，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需求的急遽增长产生了一系列
新问题，并需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法予以解决。
总而言之，公约大致上都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是，制定一部新的海底法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公约拥护者给出的回答是，金属球是一个新问题，而且也是全球发展和国际经济正义实现的一个机会
。
要明了公约的海底条款，还得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谈判各方的热望和期待。
其理念是，金属球代表着巨大的财富，只能事先就努力制定并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否则就只有那些
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会从这一新的原材料资源中受益。
这就催生了“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也就意味着那些无主、未占有的金属球已经属于“全人类”，而
每个主权国家都对这个共同财产享有一份。
通过全新的国际机构把精心勾画的规则制定出来加以实施，并用于判决，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可以
在这难以估算的利益中公平地享有一份，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可以在实际管理那些会弱化本国弱小经
济的企业中，切实发挥一种全新的作用。
这听起来很美妙，但此处却有两个谬误：理论和事实。
300年前，就有人提出论据认为“世界公有地”（以虚拟类比于村庄公有地为基础）是不可能的。
一个村地共有人可以处置共有物，而无须获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但共有物本身是共同财产，禁止他
人未经允许随意处分，否则就没有什么财产、所有权了。
如果未经他人同意，另一些人就可以自取所需，那么就不会有财产权。
简言之，认为海底是世界或“全球”共有物，要么字面上是废话，要么是意味着没有人占有海底或其
上任何物——公约制定之前，情形也确实如此。
深海是无主物，是数百年来支持海洋自由的基本原则。
但现时，公约的一项原则似乎是要主张这些是为“全人类所有”，并进而主张，一家国际机构有权管
制并规范对海洋的利用。
这一理论错误，妨碍了国际和平与繁荣的一项重要基础——公海自由。
⑥但还不止是理论错误。
支持公约条文的假想事实谬误更甚。
一些专家可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不过是个白日梦。
1981年，这一点一定为众人所知。
⑦举例言之，1981年5月，肯科特集团（Kennecott Consortium）的发言人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统
计和预测是如何误导了探矿公司，使其认为团矿将有利可图，但是那些“对团矿资源总量的统计没有
任何意义，因为这些根本没有考虑到分离的成本”，所有那些都是令人遗憾的统计错误。
“团矿总量只有非常小一部分，勉强可以称之为潜在存量——该词意味着对其开采将有利可图。
”报告认为，公约条款对探矿投资是反向刺激，并随后又补充道：“就算没有法律、经济或资金限制
，团矿开采，在1990年以前，也不太可能开始。
市场因素⋯⋯甚至会把首个项目延后更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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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套装共4册)》是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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