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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图解》解旨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简要地对《公约》冗长、复杂、专业性强的条款予以解说。本图
解的编写工作历经三年，几易其稿，先后共编图近百幅。经过反复讨论和挑选，留下了目前这些图片
和文字，希望能为从事国际海洋法教学与研究的广大师生、研究人员及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为了准确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建立的各项海洋法律制度，促进国际海洋
法的研究和发展，我们结合实际工作，编写了这本图解。
在本图解的编写过程中，国内许多知名的罔际法学者和专家(名单详见后附的“审稿专家组”)都给予
了热心指导和严格把关。此外，作者单位的刘家沂、密晨曦、张丹和张颖等同仁，以及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的实习生蔚丽华同学，也对《 图解》的部分编写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此，谨对所有为《 图解
》编写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的专家及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图解中的文字和图表所表达的仅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或任何部门的官方立
场。本图解中所有的图件仅为示意图，图中所显示的有关国家的领土归属(包括岛屿归属)、陆地边界
或海洋边界等均为虚拟图示，仅用于解释海洋法的有关内容，并不代表作者的任何政治倾向。图中所
有的领土归属和国界等均应以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此外，因篇幅所限，本图解仅对以《公约》
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介绍，文字或图释中难免存在不够全面或准确的情形，恳请
读者批评指正。
本图解是大陆架(国家)专项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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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公约》批准情况领海基线海湾及其封口线各类海域简述沿海国在各类海域的
权利无害通过海峡航行制度群岛国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形成专属经济区制度的主要内容大陆架制度的形
成与发展地质学上的大陆架与法律上的大陆架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公海紧迫权渔业资
源的管理岛屿制度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技术的发展及转让争端的解决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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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海洋和空气一样，是“大家共有之物”。中世纪时，君主对土地的领有权开始向海洋方面
发展。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一些海洋强国瓜分海洋的欲望和斗争。　　17世纪以后，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以及国际市场的产生，有关海洋的斗争进人一个新阶段，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国家反对个别国家对海洋的垄断，争取海洋对一切国家开放。被称为“国
际法之父”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于1609年发表了《海洋自由论》，阐述了海洋自由的理由。另一方
面，不少国家从安全的角度，竭力维护自己的沿海权利，领海制度也被提出和确立。18世纪初，荷兰
学者宾克舒克主张沿海国对海洋的控制以其武器所及范围为限。当时岸上炮火射程约为3海里，3海里
的领海宽度即由此而来。19世纪以后，以公海和领海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法逐渐形成。　　1930年
，国际法编纂会议在海牙召开，4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领水（领海）、毗连区和历
史性海湾等问题。会议将领水改称领海，领海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但是，各国对领海的宽度未达
成一致意见，有3海里、4海里、6海里和12海里等不同主张。对是否设立毗连区、毗连区的宽度、历史
性海湾等问题未达成任何决议。本次会议为现代海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
着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沿海国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相继提出新的海洋权利主张，促进了海洋法的发展。　　1958年，第一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有86个国家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四个公约，即《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大陆架公约》以及《解决海洋争端的任择
性议定书》。这些公约和议定书在1962年至1966年间生效。上述四个公约未能反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要求，某些条款仅有利于少数海洋大国，如关于大陆架的宽度和无害通过等问题。此外，会议未能就
领海宽度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60年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和地区共计87个，审议了领海宽度和渔区界限等问题，但未达成任何协议。
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主张越来越宽的管辖海域，如200海里的管辖范围。一些国家
和地区性组织越来越关注深海海底及其资源问题。1970年，联合国第25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各国管辖
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宣布深海海底及其资源“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为
建立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海洋法的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1973年召开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经过l1期共14次会议，终于在1982年4月30日
通过了《公约》。《公约》确立了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制度，被称为“海洋宪章”。　　由于美国
等一些发达国家对《公约》关于同际海底区域制度的规定不满，各缔约国经过进一步的协商和妥协，
于1994年7月28日签订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
简称《执行协定》）。　　《公约》生效后，为了更加有效地执行其有关条款，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
，陆续又通过了一些补充规定，这些规定对缔约同具有约束力，主要包括：　　1995年8月10日，在联
合国召开的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资源养护和管理会议上，110个国家的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执行1982
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与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
　　1999年5月13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通过了《科学和技术准则》。　　2000年7月13日，国际海底
管理局大会审议、核准了《“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约》所
确立的制度仍在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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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价格接近四十，差不多是一张纸八毛钱，这是其一。
其二，内容太过于简单，简直没有任何原创工作成果，把公约内容翻译过来，就整个这价钱，无语！
！！
2、海洋法老师应该都会推荐的教辅吧
图画简单明了，对于学习海洋法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当然，价钱确实不便宜
3、图文并茂，条理细致，很有参考价值。只价格略贵。
4、书的印刷质量很好，全部都是铜板纸！
5、主要是图片，形象，适合学习海洋法。
6、纸张质量不错，是正版
7、非常直观地展现了国际海洋法公约治下的海洋。
8、书还行，可以推荐。了解些基本知识。
9、还不错，直观形象
10、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本很好的图解~~海洋法学习必备~~
11、一本比较实用的图册，方便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基础的概念，比如内水、领海、毗连水域等等。
内容属于入门级，不过原定价是在太高，打了折还是觉得有点贵啊~
12、文、图、字简，明白易懂。国际海洋法知识简明读本。可助有心之人了解我国南海领土纠纷中法
律困境。
13、请问条约在哪里啊喂。。
14、内容比较浅显，但是图解的形式还是挺清晰的
15、体系完整，图例规范。
16、挺好，就是薄了点，贵了点
17、这本书还不错，就是有些贵了
18、讲解的比较清楚，但不算全面
19、图表不错，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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