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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科学养护与可持续原则 开发利用和养护管辖海域及公海生物资源是世界各国的权利
和义务。《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
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沿海国“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专属经济
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还规定“所有国家均有权由其国民在公海上捕鱼”，同
时有“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 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海洋
列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在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下，通过提高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能力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滥用这种能力造成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和破坏，将使人类不能
持久地从海洋资源获益而影响持续发展。因此，人类需要明智地使用这一能力，以保证既满足当代人
的需要又不危及子孙后代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其核心前提就是维持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
海洋生命维持系统以及其他海洋洋流、海底矿物等海洋基本形态，做到科学的养护以保证海洋资源的
持续利用。《21世纪议程》第17章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保护大洋和各种海洋，包括闭海和半封闭海以
及各沿海区域，并保护、合理利用和开发其生物资源”的主张，并要求：“需要在国家、分区域、区
域和全球各级对海洋和沿海区域的管理和开发采取新的方针”，其方案C“可持续利用和养护公海生
物资源”，方案D“可持续利用和养护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生物资源”。这几个方案的内容分别把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问题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表明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养护已经成
为全世界海洋可持续利用的核心问题。 《中国21世纪议程》第14章也相应提出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开发与保护”的原则，把海洋资源的管理重点归纳为：强化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并最终实现海洋渔业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合理养护；在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大力提高沿海居民生活水平；开展大
洋、极地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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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海生物资源管理制度研究》围绕公海生物资源管理制度问题，梳理评述了中外关于渔业资源管理
理论的主要观点，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讨：首次提出建立新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应
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尝试给即将诞生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搭建一个科学可行的框架；对保障国际渔业
管理组织得以正常运转的程序和执行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为我国公海渔业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对公海生物资源管理制度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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