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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成为现代海洋法律体系的基石，成为国际强行法律规范，为世界各国普
遍遵守。
国际海洋法已成为中国海洋法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海洋和我国广袤的海疆并不平静。
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实现和平之海、和谐之海和安宁友爱之海洋环境，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学
习研究海洋法，促进海洋的发展，我对海洋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些许成
果。
现将我近年来在权威及核心刊物上发表的40余篇文章，以及新华社、嘹望新闻周刊、国际先驱导报、
环球周刊、商务周刊等记者采访录9篇，收集整理成册，名日《海涓集》。
世界上海洋有1.4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的72%。
气候和天气，甚至人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海洋不仅始终是生命的主要营养来源，而且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起，海洋便为人类提供了“欲盐之利
，舟楫之便”。
人们利用海洋从事贸易和商业，在海上冒险，去探索海洋。
海洋使人们分隔开来，海洋又使人们聚集起来。
海洋浩瀚而神秘。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征服，一整套习惯、传统和法律出现了，确定了往返于海上的船舶和水手们的权利
以及沿海国的权利，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海洋法。
　　海洋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一个重要部门。
它是国际法中最古老的部门之一，现在又是最新的部门之一。
传统的海洋法是领海和公海制度。
现代海洋法，是指有关各种海域的法律地位和在各种海域中从事航行、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科学研
究和环境保护等活动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海洋以来，就开始产生一些有关海洋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这些原则、规则和
制度的逐渐发展形成了传统的海洋法。
《罗马法摘要》中有这样一段话：“安托尼厄斯皇帝说：'我是大地的主人，但法律是海洋的女主人。
”'可见，皇帝无法控制全部海洋，而海洋只能由一些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来支配。
　　国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海洋法不断发展。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和环绕非洲航行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
所。
”这样，各国之间海上往来的范围扩大了，海洋利用的范围扩大了，而不可避免地海洋法调整的范围
也扩大了。
一切都在发展中，从而需要新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来进行调整。
　　海洋法本是国际法中最早形成的法律之一，即传统的海洋法--公海和领海制度。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第三世界的崛起、能源危机、世界人口
的急剧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海洋法迅速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研究所1930年开始对海洋法立法进行研究，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则通过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编纂和发展丁海洋法。
传统的海洋法律秩序由于科技进步和政治发展正在迅速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海洋法秩序。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各国开始向海洋进军。
从《杜鲁门公告》、200海里海洋权斗争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提出，使人类对海底资源的开
发从理想变为现实。
传统海洋法已不适应海洋的开发和利用。
联合国顺应历史潮流及时地召开了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大会认识到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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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加以考虑；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
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
环境；达成有助于实现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将照顾到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
这是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步骤和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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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涓集：国际海洋法文集》已成为现代海洋法律体系的基石，成为国际强行法律规范，为世界
各国普遍遵守。
国际海洋法已成为中国海洋法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海洋和我国广袤的海疆并不平静。
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实现和平之海、和谐之海和安宁友爱之海洋环境，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学
习研究海洋法，促进海洋的发展，我对海洋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研究，取得些许成
果。
现将我近年来在权威及核心刊物上发表的40余篇文章，以及新华社、嘹望新闻周刊、国际先驱导报、
环球周刊、商务周刊等记者采访录9篇，收集整理成册，名日《海涓集》。
世界上海洋有1.4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的72%。
气候和天气，甚至人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海洋不仅始终是生命的主要营养来源，而且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起，海洋便为人类提供了“欲盐之利
，舟楫之便”。
人们利用海洋从事贸易和商业，在海上冒险，去探索海洋。
海洋使人们分隔开来，海洋又使人们聚集起来。
海洋浩瀚而神秘。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征服，一整套习惯、传统和法律出现了，确定了往返于海上的船舶和水手们的权利
以及沿海国的权利，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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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二类主体情况下，不当行使紧迫权应当是对国家造成了损害后果。
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当行使紧追权针对的是国家船舶，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为通常
国家船舶是享有豁免权的。
另一种情况是针对其他船舶，通常是个人或私人实体的船舶。
针对这类船舶的不当行使紧追权通常不会发生国家财产的直接损害，也就不会有损害赔偿问题。
但是“孤独号”案的裁决被认为确立了由于精神损害而非物质损害而对受害国给予实质损害赔偿的第
一个先例：仲裁委员会建议美国向英国加拿大政府道歉，赔偿25，000美元，作为在公海上击沉悬挂其
国旗船舶的一种实质性补偿。
　　应当说在不当行使紧追权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不当行使紧追权是否
确实存在，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不当行为确实存在的话，受侵害者就有权要求不当行使方进行赔偿
。
　　在无正当理由行使紧迫权的情况下，在领海以外被命令停驶或被逮捕的船舶，对于可能因此遭受
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应获赔偿。
　　因不当行使紧追权所引起的损害赔偿提交到国际法庭或仲裁委员会求偿时，要区别两种情况：一
是因不当行使紧迫权对国家财产造成损害；二是因不当行使紧追权对个人或对私人实体造成的损害。
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有关于因不当行使紧迫权造成国家财产损害的证据，该受损害的国家可以立即
到国际法庭或国际仲裁机构寻求赔偿，或者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补偿。
在第二种情况下，要到国际法庭或仲裁机构寻求赔偿，受伤害的个人或私人实体首先要得到其国籍国
的支持，因为个人或私人实体不是国际法主体。
所以：①持有连续国籍；②国籍国支持或给予外交保护；③用尽当地救济；④受伤害者没有前科。
　　为扣押海盗船可以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进行紧追。
但要同时通知沿海国，求得该国协助，并在捕获后交沿海国协商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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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涓集——国际海洋法文集(精)》收集了周忠海教授2006年以来发表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的国际海
洋法文章或与海洋相关的著述和重大项目的报告（未发表），连同原先已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文章
共40余篇，同时也收录了9篇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国际先驱导报和环球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录。
文集中的论文充分反映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确立的海洋法律体系则是海洋法律体系的核心和
基石，成为国际强行法律规范。
它确立了调整和支配全面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规则，建立起一种全面、公平和可行的世界海洋新秩序
和法律制度，是海洋法的新发展。
它的许多规则和原则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为世界各国所遵守。
它体现出我国正以积极姿态面对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以维护我国海洋权利。
表现出作者对海洋法的热爱和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
本论文集是周忠海教授近年来海洋法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代表了他在国际海洋法研究方面的
学术观点和主要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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