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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具体来说，首先，从南海渔民事件的相关国家来分析，在南海地区我国大陆渔民较少地与
文莱、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当局发生争执，中国渔民被抓捕事件一般涉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其次，从事件发生的程度来分析，渔民事件一般会涉及罚款、没收
船舶渔具、监禁、身心迫害直至杀戮几个层次，不是每个渔民事件都会发生全部环节。最后，渔民事
件发生的时间往往与国际政治经济、国内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
在南海地区时有发生其他国家渔民被抓事件。本章立足于保护我国渔民的权益，这里的渔民事件不包
括外国渔民被抓捕的情况，但是为了做一比较研究，对于外国渔民被捕而引发的法律问题将会有所讨
论，从而找到维护我国渔民权益的途径，也为各国渔业合作研究提供条件。 二、南海渔民事件的特征
发生在最近二十几年的渔民事件，尽管比较凌乱，但细致分析后可以看出：渔民事件集中发生于四个
国家，其中以菲律宾抓捕最为突出，数量上所占比例较大。分析渔民事件，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特征： （一）受害渔民数量大且范围广 渔民被抓捕事件的受害者原来集中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
，据当地人介绍，菲律宾的军舰是从l990年开始在黄岩岛附近出没的，他们一旦发现中国渔船，就实
施抢劫，这一阶段只是抢劫，没有抓捕与杀戮。而抓捕以及杀戮开始于1995年，64个渔民被菲律宾抓
去，4条渔船被扣押，渔民损失巨大。此后，不断又有抓扣、驱赶、抢劫中国渔民的事件发生，到2011
年6月已有数百名渔民遭遇抓捕事件，20多位渔民被打死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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