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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规划教材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委托我来组织
编写，我感到很荣幸。
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全国设立法学专业的院校多于五百所，在读学生数
万人，这对法学教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已经出版的几套法学系列教材可以说各有特点。
我们编写这套教程，算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一点自己的贡献，使读者多一种选择。
作为本套教程的组织编写者，我要对所有的作者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刘传
志等老师的辛勤劳动。
　　本套教程由全国数十所高校教师共同参与编写。
具体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大学
、东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重庆邮电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
学、云南财经大学、河南大学、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河海大学常州
商学院、江南大学、湖南商学院、中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本套教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其难易程度比较适中。
教程主要面向本科学生，以介绍大纲规定的基本知识为重点，避免写成法学理论专著。
其次，避免写成大部头。
编者对教材的篇幅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注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
最后，本套教材的主编，均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年轻教师，多数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
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他们对于各种版本教材的特点有直接的认识，可以取
长补短。
当然这套教材适用性到底怎么样，只有读者才具有最终的评价权。
　　借此机会，我想对法学专业的同学们多说几句，概括起来就是“一种技能两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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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法教程》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规划教材的想法由来已久
，现委托我来组织编写，我感到很荣幸。
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全国设立法学专业的院校多于五百所，在读学生数
万人，这对法学教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已经出版的几套法学系列教材可以说各有特点。
我们编写这套教程，算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一点自己的贡献，使读者多一种选择。
作为本套教程的组织编写者，我要对所有的作者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刘传
志等老师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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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
这里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即何为通过，何为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
　　①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8条规定，通过是指为了下列目的而通过领海的航行：第一，穿
过领海，但不进入国家内水或停靠内水以外的泊船处或港口设施；第二，驶往或驶出内水或停靠这种
泊船处或港口设施。
　　②公约规定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
通过包括停船和下锚在内，但以通常航行有此需要，或由于不可抗力或遭遇灾难或救助遇险人员、船
舶、飞机而确有必要为限。
这里的迅速不停，应该是指船舶在通常航行的速度下行使。
如果船舶速度过慢或过快，都容易引起怀疑：船舶过慢地通过领海，常有侦察、搜集情报、勘探或收
获海洋资源的可能；而速度超过常速极快地通过领海，也往往有侵害沿海国利益行为的发生，或是逃
避沿海国的管辖的可能。
　　（2）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不得潜行，必须浮在海面并展示其旗帜。
自从潜水艇被用于军事以来，外国潜水艇在领海通过就要求必须浮在水面上航行，这是公认的国际法
规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领海内的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须在海面上航行
并展示其旗帜。
这种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在海面下航行，在沿海国科技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
，就无法知道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的水下行为是否合法，因而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防止其
非无害的通过，特别是用于军事方面的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其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更应当要
求其在海面上航行。
　　（3）外国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核物质或其他本质上危险或者有毒物质的船舶，在行使无害通过领
海的权利时，应持有国际协定为这种船舶所规定的证书并遵守国际协定所规定的特别预防措施。
这是要求外国特种船舶在遵守其他义务和条件限制的同时还必须符合两项要求：一是必须持有有关证
明书，即按有关国际协议规定符合核动力船舶的要求和装运核物质、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物质的规定
的统一规格的适装适运证明书。
二是这类船舶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即有严密防止核物质、有毒物质或其他类似危险物质泄露、扩
散、爆炸或污染的符合国际协议规定的标准要求的措施。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构造和设备规则
》、《统一应用散装化学品规则及气体运输规则》等规则为这类船舶的结构设置、电路设置等均规定
了具体标准和特别预防措施，并制定了统一要求和适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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