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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上保安导论》是迈克尔·麦克尼古拉斯先生根据切身体会和实践经验，针对国际社会，尤其
是美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保安总体情况编写的。
书中系统地讨论了海上运输管理、国际及美国海上保安相关规则和项目、海上保安策略与方法等内容
，对我国海上保安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我国相关人员来说，是一部很好的参考读物。
　　但也应当指出，尽管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但国际社会尚未就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如
何打击和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达成共识，各国的反恐理念和具体方法差别很大。
一直以来，我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恐不能持双重标准；应有
利于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繁荣；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反对将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问题相联系；要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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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商港及航运模式学习目的介绍商港集装箱码头散货码头邮轮码头非传统港口利益相关方码头所
有人码头经营人装卸公司码头工人多式联运航运模式油轮LNG油轮化学品船集装箱船货船散货船远洋
拖轮豪华邮轮和客船总结第二章 商业海运中的单据、财务及经营者学习目的简介货物采购履行订单装
箱订舱进出口货物所使用的单据提单托运入出口申报单原产地证明商业发票保险凭证出口许可证领事
发票检验证书植物检疫证书远洋承运人的下一步准备进口货物单据到货通知单形式发票海关入境登记
表（运费在卸货港支付的）提货单（F/R）交货单关税退税银行汇票信用证商业海上运输中的商务主
体货运代理人报关员船舶代理人船舶管理人VOCC和NVOCC船东保护与赔偿协会（P＆I）国际海事组
织船级社船旗国总结第三章 国际及美国海上保安规则及项目学习目的介绍ISPS规则SOLAS公约修正案
世界海关组织的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标准框架美国的法律和项目海上运输保安法（MTSA）海关及
贸易伙伴反恐计划（C-TPAT）C-TFPAT中海运承运人的保安规范标准“提前24小时舱单申报规则”
和“集装箱安全倡议”（CSI）安全货物倡议2006年安全港口法案总结第四章 货物供应链中的薄弱环
节学习目的简介薄弱环节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禁毒战所获得的经验对生产／装卸环节所建议的保安实
践制造商、工厂和生产车间出口阶段建议的保安实践承运人和海港进口／配送阶段建议的保安实践进
口港和进口商海上环境中的特殊薄弱环节货物偷窃规避保安措施的内部阴谋和技术集装箱铅封对可能
存在的犯罪／恐怖活动的“红色预警”总结第五章 海上毒瘤：海盗和偷渡学习目的定义和历史起源近
期海盗案例的要点海上保安导论海盗活动中所使用的方法与伎俩海盗活动的发展趋势海盗、有组织犯
罪和恐怖活动之间的联系偷渡：另一种瘟疫偷渡的动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港的偷
渡威胁评估偷渡活动中所使用的方法和伎俩总结第六章 经由海运货物、集装箱、船舶的毒品走私学习
目的非法毒品的产地及生产海上走私路线和趋势毒品走私方法和技术通过货物所进行的毒品走私通过
集装箱进行的毒品走私通过船舶进行的毒品走私总结第七章 恐怖主义与商业海上运输学习目的恐怖主
义的定义恐怖主义的历史回顾恐怖主义当前的发展趋势恐怖分子使用的或可能获取到的武器炸药小型
武器和步兵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恐怖分子选择的目标船舶和港口利用船舶、货物和集装
箱运送恐怖分子和物资环加勒比新月地带与毒品走私犯、其他恐怖组织的合作总结第八章 世界级海港
的保安战略蓝图学习目的1．外部保安链⋯⋯第九章　港口保安管理第十章　威胁缓解策略第十一章
　信息保安和保险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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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船舶代理人船舶代理人由船东指定，代表船舶利益。
船舶代理人有权指定鉴定人对船舶在航行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在必要时对船舶进行修理。
他负责船舶设备、内设品和备品管理以确保船舶适航。
他的日常责任还包括进行船员招募，确保船长、干部船员和普通船员持证上岗，船舶靠岸时向全体船
员提供医疗或其他服务。
他还负责保管船舶执照、检验和单据，以此作为与保险公司、货主或租船人发生争议时的证明。
有些情况下，船舶代理人经授权参与租船合同的制定，或在一段航行期间经营船舶。
船舶管理人船舶管理人是取得船东信任的个人或公司。
他负责维护船舶，以使得船舶运载率最大化。
船舶管理主要分为商业管理和技术管理。
船舶管理人负责进行船舶日常管理和人员培训。
船东会与船舶管理人就这些功能的部分或全部外包达成协议。
商业管理包括：通过评估市场走向与趋势、预测市场周期、了解和评估新造船市场、航线评估、开拓
其他利润空间等方法，来保障船舶的租用率。
技术管理包括：雇用和保有船员，进行船员培训，办理船员身份证件，进行船舶保养和维修，协助船
级社进行船级检验，采购船舶备品，为船体和机器投保，履行安全和保安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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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上保安导论》：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交通航运法律研究中心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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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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