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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海岸线之长位居世界前列；另外我国还有不胜枚举的名川大湖，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在沿海和
河湖沿岸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广大的渔民。渔民以渔业为生，其生活除了渔业基本上没有其他的
来源。由于我国海岸线很长，内陆水域广大，所以我国的渔业就业人口历来很多。从总体上看，渔业
在我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产业，特别是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项产业对国计民生的意义
将更加重要和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但在这种飞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许多我们不得不
关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首要的就是渔业的经济地位与渔民的法律地位非常不成比例。一方面
，我国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约10％，渔业劳动力有1000多万人；但另一方面，我国渔民从事渔业
的权利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给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侵害渔民权利提供了机会，
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所显示的，渔民正当权利受不法侵害的事例发生频率很高，后果也比较严重。

在中央提出建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研究渔民权利保护问题特别有
意义。因为在“三农”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工作重心的大背景下，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
视，一旦出现针对农民的权力侵害问题，舆论和媒体均比较重视，党和政府、司法机关也就会比较迅
速地解决，其中的原因，就是从事耕作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我国有了专门的立法
规定，而且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受到了普遍的人文关怀。然而，广义上被当做农民，实际上无法享受和
农民同样权利的渔民，其权利的享有以及保护，却长期无法进入立法者、执法者和公众的视野，这不
得不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事实上渔民无地可种，没有土地这种重要的不动产作为其基本的生产
资料和财产，更不能从土地上获得社会保障，渔民的经济地位显得更为薄弱。令人担忧的是，渔业作
为传统产业在我国也面临竞争上的弱势，渔民尤其是个体的渔民根本无法参与现代化的产业竞争。所
以渔民的经济地位甚至弱于农民，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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