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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海监成立以来，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规定的模糊、疏漏和国内立法的缺失，给一些国家侵害我国海洋权益提供了可乘之机，

制约着中国海监维权执法工作的开展。为此，我国必须加快相关海洋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中

国海监也应直面挑战，采取灵活措施，开展维权工作。

关键词  中国海监；海洋法；维权执法

    近期，关于我国海洋权益维护问题备受媒体关

注：一是 日本对我钓鱼岛一改往昔 “实际控制，

但不公开 占有”的 “低调”处理方针，开始谋求

公开侵占，加强对所谓钓鱼岛 “主权宣示”。如，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于2009年 2月 26日上午做了所

谓 “钓鱼岛是 日本固有领土”的公开宣称‘̈。二

是 2009年2月 17日，菲律宾国会通过 《领海基线

法案》，将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

律宾领土‘2]。对此，我外交部门已进行了严正交

涉，表明中国对上述岛屿享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作

为我国海洋权益维护的专职执法队伍的中国海监

( China Marine Surveillance)，如何直面严峻的维权

形势，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

约》）框架内，灵活应对，值得探讨。

1  中 国海 监维权 执法 的历程 回顾

    维权执法是指中国海监总队及其下属的北海、

东海和南海总队，依据 《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

条约、惯例和我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法》、《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代表国家以行政执法的方式对我国

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及其他

管辖海域的权益、资源和环境实施海上维权监管，

维护我国享有的主权、管制权、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并对在海域内发现的侵害我国海洋权益的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和查处。

    中国海监总队自1998年成立以来，即致力于

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规范海洋开发和保护海洋环

境为核心内容的海上执法监察工作，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2001年，登检美国海军海洋调查船 “罗杰”

号，同年5月跟踪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 “鲍迪奇”

号，实现了我国海洋维权执法史上 “零的突破”；

2002年，执行 “东海不明沉船打捞”监视任务，

迫使日方承认我专属经济区管辖权；2004年，对

日本海底油气资源调查船队实施了历时 12个月的

跟踪监视和监督管理；2006年7月，经国务院批

准，在东海执行定期维权执法巡航任务；2007年，

将定期维权巡航执法范围扩大到我国全部管辖海

域，同年执行南海 “中石油海工调查护航”专项

任务并成功实施 “东海协作 - 2007”军地侦察演



练；2008年，中国海监代表政府对我国管辖海域

行使维权执法的职责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新 “三定”

方案中得到进一步明确。目前，中国海监已实现了

每天保持6艘执法船、4架次飞机对祖国300万平

方千米的管辖海域进行长时间、不间断和全方位的

海空协同巡航执法守护‘3]。

    中国海监对我国管辖海域的维权执法发挥了重

要作用。①有效维护了我国政府主张管辖海域的政

治利益，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划界谈判赢得了

先机，为 《公约》的修改更多地体现和维护包括

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奠定了基础；②

有效维护了我国管辖海域的经济、军事和科考利

益，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和战略空

间；③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外交斗争，进一步确立

和巩固了中国海监海上综合执法力量的地位，为我

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2  《公约》对中国海监维权执法的影响

2.1  《公约》对中国海监维权执法的积极作用

    1994年11月 16日生效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为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

架，也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沿海国维护其海洋权益提

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公约》确定了内水、领

海、毗连区、群岛水域、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海域的

法律地位和制度，规定了沿海国在不同海域的权

益，以及资源开发、船舶航行、科学研究和海洋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则。

    依据 《公约》的规定，沿海国享有如下主要

权利：①内水和领海的主权；②在毗连区对移民、

海关、财政和卫生等事项的管制权；③对 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和一般情况下200海里大陆架自然资源

的主权权利和海洋污染、海洋科学研究、海上人工

设施建造的管辖权，以及特殊情况下不超过350海

里或2 500米等深线加100海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此外，《公约》还规定了各国在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的 “过境通行权”，在公海航行、飞

越、捕鱼、科研、铺设电缆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

设施的自由权以及通过国际机构分享国际海底资源

的权利‘4]。

    近年来，中国海监依照 《公约》和我国 《领

海及毗连区法》、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及

《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维权执法巡航，多次制止

涉外侵权事件。仅东海区实施定期巡航执法以来，

就已成功逼退了171个侵权目标，有效地维护了国

家海洋权益‘5]。

2.2  《公约》对中国海监维权执法的负面效应

    虽然 《公约》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其引发的海上圈地运动

而导致的海上划界争议、岛屿主权争端、海洋资源

争夺和海上军事争斗等负面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制约着中国海监维权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首先，《公约》确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

度和一般情况下200海里大陆架制度，由于沿海国

各自主张管辖海域重叠而使海上划界十分困难。黄

海、东海最宽处不足400海里，而韩国、日本和我

国都主张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由此导致了

我国与这些国家海上划界的争议。在黄海，我国与

朝鲜和韩国有 18万平方千米的争议海域；在东海，

我国与日本有 16万平方千米的争议海域。

    其次，依据 《公约》有关规定，能够维持人

类生存的岛屿可以依法获得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等国

家管辖海域，因此对岛屿的占有则意味着对其周围

水域海洋资源的控制和利用，这一巨大的诱惑促使

周边国家加紧了对我国岛屿的侵占。在东海，钓鱼

岛被日本实际控制；在南海，除我国控制的7个岛

礁和台湾驻守的太平岛外，共有39个岛礁被其他

国家侵占。

    再次，《公约》规定的模糊和疏漏也给一些国

家侵害我国海洋权益提供了可乘之机。如，  《公

约》规定了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对海洋污染

执行管辖权，但同时又规定 “避免在海上对船舶

做不必要的检查”和 “不应在形式上事实上对任



何其他国家的船舶有所歧视”。而针对什么是 “不

必要的检查”以及沿海国做到什么程度算是 “在

形式上、事实上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船舶没有歧

视”，《公约》的规定不明确。又如，《公约》规定

沿海国在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应准

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而对于什么是

“全部可捕量”、什么是 “剩余部分”以及什么情

况下可以视作 “没有能力”，《公约》并没有说明。

再如，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航行及铺设海

底电缆管道的自由与限制应如何理解，其他合法的

国际用途都有哪些，海洋科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

军事用途的水文测量、海底资料收集和钻探作业是

否算作海洋科考，沿海国对此有无管辖权等，《公

约》中同样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

3  中国海监维权执法的策略思考

3.1  完善海洋管理法律法规

    《公约》规定的模糊和疏漏固然是我国管辖海

域侵权事件频发的重要诱因，而国内立法的缺失无

疑也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两者极不利于我国

海洋权益的维护。为此，必须加快相关海洋法律、

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笔者认为下述法律问题的解

决，对于中国海监维权执法尤为迫切。‘51

    1)国务院机构改革新 “三定”方案赋予了中

国海监在我国管辖海域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巡航执法的职责，然而这仅是从

行政管理层面作出的制度安排，可以视为政府的授

权，此外还需要在法律上确立其代表政府维权执法

的主体地位。

    2)为防止外籍船舶借 “无害通过”之名、行

损害他国利益之实， 《公约》赋予了沿海国紧追

权。我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和 《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对此也予以了确认，但紧追权是由中

国海监、海事、海关、海警和渔政部门共同配合行

使，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与授权。考虑到立法的

前瞻性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应当尽快

明确中国海监的紧追权‘们。

    3)为保证国家对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主权权

利的有效行使，《公约》和我国 《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法》规定了执行政府公务的执法人员有权依

法对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外籍船舶或人员采取登

临、检查、逮捕、扣留和进行司法程序等必要措施

的权利。对于中国海监的登临权和检查权，国家海

洋局和公安部的相关文件已做了规定，但中国海监

对违法嫌疑人、物品和财物等采取逮捕、扣留和进

行司法程序等必要措施的权利并没有规定。周边国

家的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大多是装备精良且享有警察

权的海岸警备队 ( Coast Guard)。一旦产生摩擦，

海监执法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执

法权能的欠缺更使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鉴于

定期巡航执法的危险性和保护国家利益的紧迫性，

应当赋予中国海监在执行重大维权任务时对其他海

上执法力量必要的协调和指挥权。

    4)基于外国借 《公约》规定的无害通过权和

军事测量规定的模糊性而频繁地对我管辖海域实施

军事测量并严重威胁我国国防利益的现实，应及时

出台相应法规或修改 《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

定》予以明确禁止。因为军事测量违背了 《公约》

规定的海洋科考应当用于和平的目的，其本身就是

海洋科考，只不过是其用途为军事而已，理应按照

《公约》规定的精神，归我国管辖。同时，应当依

据 《公约》和我国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

相关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设置安全地带，对有可

能侵害我国海洋权益的外国船只在一定时间和相应

区域内禁航，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5)考虑到维权执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侵害

我国海洋权益的目标、对象和财物的处置，应当尽

快制订 《办理涉外海洋违法案件程序规定》，明确

中国海监执法主体地位、职责权限、强制措施的运

用、禁止扰乱海上秩序的种类和具体罚则等内容，

并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大陆架法》、

《专属经济区法》和 《海岛法》等基本海洋法律的

出台。

3.2 做好维权工作的具体建议

    《公约》的模糊和疏漏之处难以在短期内有所



改观，我国海洋法律、法规的完善也非一日之功。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海监应当直面挑战，灵活应

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3.2.1  铸队伍

    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人员素质精干、纪律

作风优良的规范化、准军事化和现代化的海监队伍

是做好维权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为此，必须大力强

化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要重视对懂

法律、会外语、善取证、肯吃苦和乐奉献人才的培

养和引进，努力在海监队伍中形成立足基层、奉献

才智、干事创业和守护海权的良好氛围。

3.2.2 硬装备

    精良的执法装备是进行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基

础性条件。中国海监已建立起国内第一支配备高性

能、远距离、海空目标监视系统及地面宽带音视频

传输网络，拥有两级数据中心，并具有全海域远程

海空立体实时监视取证能力的海上综合执法队伍，

并依托涉海科技单位建立了9个技术研究中心，搭

建起了海监执法技术支撑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与

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海监的技术装备仍然比较落

后，突出表现是：①海监船舶旧船多、吨位小、航

速低、故障率高及抗恶劣海况能力差；②海监飞机

固定翼式多，续航能力及搜索、发现和跟踪 目标能

力低，船载和机载监视、取证设备较落后等。而目

前更为欠缺的，则是能够对擅 自在我管辖海域进行

军事测量的外籍船舶作业设备形成有效信号干扰、

破坏和自动识别、取证的技术装备。

3.2.3 健制度

    良好的制度是中国海监高效维权执法的关键，

也是海监事业长足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除了建

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工作运行能力

和效率外，关键就是增强海监与海军和外交部门的

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建设。中国海监执行维权执法

行动前，三方互通信息，共拟预案；行动时，海军

提供必要的情报和行动支援，外交部门密切关注事

态发展，及时提供国家政策和舆论等的支持；行动

后，三方共同总结经验，做好可能出现的维权被动

局面的应对准备。另外，海军还可以发挥自身技

术、装备和情报优势，及时将发现的海上侵权目标

通知海监，海监则应做好应急维权事态准备，一旦

我海洋权益被侵犯，则即刻奔赴相应海域实施维权

执法。

3.2.4  强控制

    为了在与邻国关于海上划界和岛屿主权的谈判

中赢得主动，我国应当对争议海域进行强有力的控

制，通过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执法表明我国政府

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的立场。针对我国钓鱼岛和南

沙部分岛礁被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侵占的事实，中国

海监应当加大对这些海域的维权执法巡航力度，以

此来中断这些国家所谓的 “占有时效”，使其依时

效取得我国固有领土的图谋落空。这是因为日本和

东南亚国家如欲以时效方式取得我钓鱼岛和南沙部

分岛屿主权，必须在我国长期默许且不提出异议的

前提下才能实现；而根据国际法理，不断的外交上

的或者其他的书面抗议足以阻止通过时效取得领土

主权‘叫。同时，中国海监还应在相关海域开展深

入细致的水文资料调查和环境资源调查，获得全

面、精确的海洋勘测资料及相关论证材料，为证明

这些海域归我管辖的主张提供技术支持。

3.2.5 细研究

    中国海监应当在北海、东海和南海3个海区设

立维权研究中心，结合维权工作的热点、难点和疑

点，利用实务经验优势与专家学者形成良性互动研

究机制。首先，要强化对 《公约》的研究，对其

模糊和疏漏之处作出利我的法律解释，在维权执法

实务中加以应用和丰富，并推动我国立法对这些利

我法律解释的确认；其次，深入对周边国家与美、

俄等海上强国海洋政策和法律的分析，强化对我国

被侵占岛屿的法理研究；最后，在重视基础理论研

究的同时，加强对维权执法实务工作的应用性研

究，为我国的海洋权益维护提供理论支持。

3.2.6 广宣传

    我国民众的海洋意识还不强，而海监工作又基

于各种原因对外宣传得较少，使得发生在我国管辖

海域的侵权事件少被民众关注。缺乏海洋意识的国

家是难以更为强大和富庶的，早在多年前马汉就强



调了 “要想控制世界就必须控制海洋”，我国伟大

的航海家郑和也发出了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

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 自海上⋯⋯一

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样发人深省

的感叹。因此，要通过广泛宣传强化国人海洋意

识，使民众重视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关注中国海

监维权工作，为我国的海洋维权事业提供强有力的

舆论和民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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