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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传统渔场以及在此从事渔业生产的我国渔民频繁

地实施侵权行为。菲越印马等国在南海持续实施的

抓捕我国渔民的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我国南海主

权，也给我国渔民的人身权



区域的渔业权收益大幅减少，相关产业也大受影响。
( 二) 南海渔业权制度的特殊性

由于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渔业权面临着复杂、频

繁、野蛮的涉外侵权，因而其权益保护呈现出诸多特

殊性。东海、黄海等海域可能也存在着渔业权涉外侵

权事件，但其案件数量、发生频率、地域范围、侵权后

果、侵权方式和手段、侵权强度、解决难度等，都远不

及发生在我国南海海域的涉外侵权。其特殊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保护渔业权与维护主权融为一体。由于我

国南海与多个国家相邻，侵害渔业权行为虽然形式上

复杂多样，但其共同特征在于，侵害渔业权的行为必





滩涂、领海以及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捕捞水生动

物和植物等渔业生产经营的权利。〔)〕



据公约规定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 同

时该条款还要求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其他国家的



主权和渔民权益的力度、方式、投入等都有很大改善。
但相对于涉外侵权的强度、



是《公约》成员国，应联合所有在此问题上存在共同

利益的其他成员国，努力推动《公约》在相关条款上

的修改与完善，以使《公约》能够直接、完整地肯定历

史性权利之存在，从而强化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和正

当性。

三、南海涉外侵权中我国渔业权制度的创新

( 一) 适应南海需要的渔业权专门立法

由于南海海域存在诸多特殊性，尤其维护南海主

权的特别需要，我国应尽快制定专门适用于南海诸岛

及其海域的渔业权立法，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维

护我国南海主权、主权权利和历史性权利。有学者提

出的“以渔场划分为基础的捕捞权保护制度#，虽未

将南海海域作为完全独立的渔场，但是单独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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