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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律规制和组织规制两个层面论述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保护。
在法律规制层面，用历史方法系统梳理从公海自由的习惯法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后的海洋生
物资源国际保护的演进过程。
集中剖析公海捕鱼绝对自由到相对自由，再到严格渔业管理制度的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对所涉多项
国际海洋法公约或协定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分析其对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国
际立法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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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丹，贵州贵定人，现就职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奥尔巴尼法学
院访问学者（2010），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法、国际环境法、WTO法。
作者除长期从事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外，还承担多项科研项目。
个人主持上海市教委全英文示范教学项目《国际公法》和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委托项目《钓鱼
岛主权归属的各国立场研究》，参与太平洋学会学术研究项目《东海诸海岛中有争议岛屿的史地考证
及相关问题研究》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项目多项。
此外在《探索与争鸣》、《武大国际法评论》、《河北法学》等国内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受邀出
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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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远洋渔船管控法律法规　　《鱼类种群协定》和《公海渔船遵守协定》核心的一点就是要
求船旗国确保悬挂该国国旗的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
我国尚未批准这两个协定，但为了发展远洋渔业仍需履行船旗国义务，国内有关渔船管理和控制的法
律和政策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
为了加强远洋渔船的管理，我国先后制定了关于渔船登记和公海捕鱼许可证制度等多个法律和规章。
我国较早对远洋渔船管理和控制作出规定的是农业部1994年11月签发的《加强外海作业渔船管理的通
知》。
虽作为农业部内部通知，但代表了我国对《公海渔船遵守协定》规定的落实。
之后，我国陆续颁布的对远洋渔船监管和控制的法律法规有：1993年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办理远洋渔
业船舶国籍证书有关事项的通知》（1997年修改）、1996年农业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
登记办法》（1997年修改）、1998年农业部渔业司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远洋渔业船舶管理的通知
》、1999年农业部颁布的《远洋渔业船舶检验管理办法》、1999年农业部渔业司公布的《关于切实加
强海洋渔船管理的紧急通知》、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2003年
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2003年农业部颁布的《远洋渔业管理规定》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
其中，2003年《渔业船舶检验条例》①和2003年《远洋渔业管理规定》②尤其代表了我国对《公海渔
船遵守协定》和《鱼类种群协定》的积极响应。
借此我国完善了国际一级远洋渔轮的注册和许可制度，保证远洋渔业的质量、限制渔船数量，使国家
能宏观调控远洋渔船队的规模。
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将有助于减少或避免我国渔船违反渔业管理措施。
但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从这一角度看，频繁修改渔业管理法规会增加执法的成
本和难度，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法的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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