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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海洋地质司任副司长。
作为国家代表，有幸参加了两次由联合国召开的海洋法会议，一次在瑞士的曰内瓦、一次在美国的纽
约。
因此，有机会参与了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一些讨论。
　　陈德恭同志为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前副所长，现受聘清华大学
（1998.4&mdash;&mdash;2000.3）、中国人民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浙江大学和广东海洋大学兼职教授
。
曾任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前期）、副代表（后期）。
参加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期至第十期历期会议，以后又参加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
法庭筹备委员会第一、第二期会议，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实际参加了对《公约》各项主要问题的讨
论与审议，对会议的各事项审议过程和公约规定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对《公约》从制定、实施全过程和每个章节条款都非常熟悉，是位少有的海洋法专家。
　　我与陈德恭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一起工作过l0余年。
陈教授一生勤奋好学，钻研业务；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广读群书，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
今天他邀我为其即将付梓的《现代国际海洋法》（新版）一书作序，我欣然应允。
　　陈德恭教授原著《现代国际海洋法》（198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丰富，观
点明晰，论据充分，分析透彻，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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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海洋法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制定的陆地与周围海域之间关系的法令，然而直到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建立将近1700年，国际海洋法仍停留在习惯国际法发展阶段，从领海、毗
连区和渔区的建立都没有成文的国际法作为依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实践包括大陆架和200海里海洋区的建立、促使联合国于1947
年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国际法委员会，确定国际海洋法作为最优先处理的项目。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958年召开，根据国际法委员会草拟的领海与毗连区、公海、渔业和
大陆架条款草案，通过了国际海洋法的四公约。
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960年召开，但未达成任何协议。
    十一期会议，终于在第十一期会议上（1982年4月30日）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一次由所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全权外交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不仅包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还有参加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成员，共计168个国家或组织
，是迄今联合国召开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立法会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最为全面、最为综合的管理海洋的国际公约，它包括了国家管辖范围的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国际海底区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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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海洋概述　第一节　世界大洋　第二节　大洋和海的区别　第三节　21世纪是开发海洋
的新世纪第二章　国际海洋法的性质及其渊源和发展　第一节　国际海洋法的性质　第二节　国际海
洋法的对象与内容　第三节　国际海洋法的渊源与历史发展第三章　领海和毗连区　第一节　领海概
念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领海的定义　第三节　领海的宽度　第四节　领海宽度的基线　第五节　
内水、河口、海湾　第六节　领海的航行制度　第七节　毗连区第四章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第一
节　海峡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海峡问题的国际实践　第三节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关于海
峡问题的审议  第四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规定第五章　群岛国  第一
节　群岛和群岛国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群岛问题的案例和国家实践  第三节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审议群岛问题和关于群岛问题的规定  第四节　群岛国制度的国际实践第六章　专属经济区  第
一节　渔业管辖区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200海里海洋区域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海底委员
会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审议专属经济区问题  第四节　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国家立法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  第六节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后公海渔业制度的发展第
七章　大陆架  第一节　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海底委员会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有
关大陆架问题的审议  第三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问题的规定  第四节　200海里以外联
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第八章　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海洋区域划界  第一节　划界问题的早期历
史发展  第二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区域划界的规定及其审议过程　⋯⋯第九章　公海第
十章　岛屿制度第十一章　闭海或半闭海第十二章　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第十三章　国
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制度和管理机构第十四章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第十五章　海洋科学研究
第十六章　争端的解决第十七章　中国与海洋法附录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统计表附录2　《公约
》生效时和世界各国对海洋区域立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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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期会议于1977年5月23日至7月15日在纽约召开，会议成员有157个。
由于在国际海底勘探开发制度上作为对立立场的双方接受一项&ldquo;平行开发制&rdquo;作为一种折
中方案，从而打破了上期会议所面临的僵局。
　　本期会议协商工作仍在三个委员会和非正式全会上进行。
主要审议国际海底和解决争端等问题。
　　根据会议决定，授权大会主席和三个委员会主席，将以前提出的四部分案文予以归并，组合成一
份《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订正一）&rdquo;，共三0三条、七个附件，并且增加了公约序言和最后
条款，实际上是海洋法公约草案的雏型。
这份案文是长期协商的产物，反映了会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同意见，显示了海洋
法会议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七期会议举行了两次。
前期会议从1978年3月28日至5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后期会议于1978年8月21日至9月15日在纽约召开。
会议成员共158个国家和地区。
鉴于经过五年协商，在第六期会议上产生了《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订正二），对海洋法中所涉及
的大部分问题已基本解决，已无必要对案文进行逐条审议。
会议提出一份《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因此本期会议，组成了七个协商小组，主要对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谈判。
第一协商组，审议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制度和资源政策；第二协商组，审议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财政
事项，第三协商组，审议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构组成、权力和职能，第四协商组，有两种命名主张，
沿海国集团要求命名为审议&ldquo;区域和分区域内陆国和某些发展中沿海国进入经济区开发生物资源
的权利&rdquo;。
而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家集团则要求命名为审议&ldquo;内陆国与地理不利国家进入经济区开发生物资
源的权利&rdquo;；第五协商组，审议关于解决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行使主权权利问题，第六协商组也
有两种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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