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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论述的是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的构成，指出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是由法学理论体系、法律
规范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和渔业技术信息体系4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在理论界，国际海洋渔业法存在两个争论：第一，该法最基本的指导原则是什么；第二，该法的本位
是什么。
本书在法学理论体系中给出了答案，即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其基本指导原则，以义务为其本位。
同时，理论体系作为整个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的灵魂，应当指引着该法的发展方向。
法律规范体系可分为全球性规范、多边规范（亦包含综合性规范和专门性规范两种）和双边规范；而
组织机构体系可分为综合性渔业组织、分区域渔业组织和专门性渔业组织三种形式。
现有的渔业法规范之所以并未有效解决渔业危机，其重要原因是“可捕量分配问题”这一难题的长期
存在，渔业信息技术体系的构建设想正是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而提出的。
由于在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将其单独列出。
    第二章首先阐明海洋渔业资源法的基本内容，然后分阶段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指出，可分为以格劳秀斯“海洋自由”理论为代表的近代海洋渔业利用阶段和以承认渔业资源的有限
性为基础的现代海洋渔业资源利用阶段。
其中，后者又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标志性文件分别是1958年《公海捕鱼与生物资源养护公
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繁荣期的1992年坎昆宣言（含《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和3个
有关计划）和《执行1982年12月10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协定》。
最后，依照国际海洋渔业法律体系3个发展阶段，对其中的4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约进行考察，以明
确各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进步意义，同时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第三章指出当前海洋渔业危机，主要是因为组织机构繁杂、公约分散，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强制性，
执行力缺乏等问题的长期存在造成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法的效力。
同时，对于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的趋势，也是本书担忧的问题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第四章提出对完善海洋渔业资源法的几点思考。
指出，应将海洋渔业保护的思路重新引导到强化国际合作和落实国家责任的道路上来；确立现有诸条
约的法律位阶，设立统一的国际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组织；建立渔业信息和技术体系等一系列措施。
    在最后一章，阐明我国海洋渔业面临的国际困境以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的发展对我国海洋渔业的
影响。
针对国际合作问题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渔业资源争夺引发的国际争端，以及加入WTO后我国海洋渔
业的发展对策。
又针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问题，提出加强国内海洋渔业法制建设以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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