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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土地制度一直具有很浓厚的兴趣。
1983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曾经撰写过关于秦国土地制度的论文，力图说明秦国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
有制，认为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不符合秦国土地制度的实际情况，至少
不是对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土地制度的真实反映。
　　土地和海洋似乎没有多少共同性，人们习惯将海和陆对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我却十分顽固地把
这两者拉扯到一块，生硬地加给它们我所理解的共同性。
正是这种顽固和生硬把我以往对土地的兴趣转嫁到海洋上。
2002年，我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研究。
　　海洋，通过海水、海浪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使人们心目中的海洋以流动性为最显著特征。
海洋给人留下的另一个直观的印象是浩瀚，是广大无边。
海洋的这两个特点都使人难以将它与以家珍、私房钱等为表现形式的财产联系到一起。
我了解大海的浩瀚无垠，熟悉海洋的流动、涌动，对大洋环流也有粗浅的认识，但这些没有影响我在
观念中赋予海洋以财产属性，将其列入可以财产化甚至变为个人财产的对象。
这是因为我早已熟悉用财产连接起来的另一种海洋——麦浪、稻浪、棉海、油菜花的海洋等。
组成后一种海洋的既有国有的农场，也有集体所有的田地，还有可以直接向农民个人提供收益的自留
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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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研
究”（02JD790013）的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海域的价值及实现海域价值的制度选择；我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法理分析；海域有
偿使用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与实施；外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概况；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与海洋功能区划；
海域有偿使用与海洋产业发展；海域有偿使用与海岛开发保护；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与海洋环境保护；
海域有偿使用与海洋行政管理；我国海域有偿使用的法制建设；海域有偿使用权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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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在洋的边缘，是大洋的附属部分。
海的面积约占海洋的11％，海的水深比较浅，平均深度从几米到二三千米。
海临近大陆，受大陆、河流、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海水的温度、盐度、颜色和透明度，都受陆地影响
，有明显的变化。
　　海洋是地球的主要自然地理区域和特殊环境要素，创造并维持着人类得以生存的自然条件。
海洋具有整体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
整体性是指海洋领域宽广，超出了国家主权的界限，由于海水的流动性，各国主权所及的局部海洋在
自然状态上实为同一整体。
多变性是指海洋气候、地理条件及资源状况等始终处于变动状态。
不可控性是指由于海洋的整体性与多变性，难以为任何个人或国家完全掌握、任意支配、独占使用。
不仅个人之力所不能及，即便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其主权所及也不过是一定范围的海洋，尚未有主权
涵盖一海洋整体之国家。
这决定了法律对海洋调整的困难。
。
在法律实践中，只有少数诸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类的国际协定会对海洋整体作出规定，其一般
很少出现在一国国内立法之中。
即便有，也多为公法性质，实质内容在于宣布国家主权。
而主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并不等同于实际的支配力；其主要是用于对抗其他国家的权力行使
，而非直接针对海洋本身，也难以规定行为主体具体的权利义务。
　　与海洋不同，海域是指特定范围内的局部海洋，是海洋中人为划定的一定区域。
就一般语义而言，所谓“海”，系地理学上的名词，指的是靠近大陆比洋小的水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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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域具有局部性、特定性、相对稳定性、可控性等特点。
局部性是指海域只是海的局部区域，在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海域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海域中的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
可见，这部国内法上所界定的“海域”便是海的局部区域。
特定性是指特定海域具有地理位置固定的特点，具体海域的地理位置是固定的，可以根据经纬度、自
然外观或人为地设置海上界标而“特定化”。
海域的表面边界与面积特定后，水体、海床与底土也随之特定。
海域的特定化，使其得以成为民法上特殊的“物”和权利的客体。
海域所处的位置本身决定了海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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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海域有偿使用制
度研究”（02JD7900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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