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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更加适中的行为

———《海盗行为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属性协调规制研究》评介

王淑敏

(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联合国安理会 2316( 2016 年) 和 2383( 2017 年) 号决议一致指出，海盗行为死灰复燃，依然威胁海上航运和人员安

全，并划定了海盗袭击高发海域: 索马里沿海海域、亚丁湾和仍处于高风险海域内的印度洋相关海域。2019 年国际航运

业协会和代表全球航运业和石油业的 OCIMF 圆桌会议宣布，印度洋海盗高发区( HＲA) 的地理界限已经缩小，同时强调

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可以说，打击海盗任重而道远，以法律为武器惩治海盗仍为重要选项。
沈阳工程学院青年副教授马惊鸿所著《海盗行为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属性协调规制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18) 一书，通过考察海盗行为及反海盗法的纵向历史发展，得出反海盗法具有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双重属性，最终提

出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属性协调规制海盗行为的两种可行途径: 一是制定联合国反海盗行为公约; 二是制定关于反海

盗和海上暴力行为的示范国内法，并结合中国法律和实践现状，从刑法、海上执法和海商法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反海盗立

法的完善建议。
总体上看，这本书在三个方面体现了自身特色: 第一，选题角度和研究视角新颖。“协调规制”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同

类作品的立意。以往同类研究或倾向国际法、或倾向国内法，而本书提出二者协调规制海盗行为会取得 1+1＞2 的效果，

这是本书创作的原意，具有创新之处。正是有了众多惩治海盗行为的法律实践，以及或从国际法、国内法，或从公法、私
法角度研究的同类研究成果，才使得本书的创作获得独特的视角。第二，追踪溯源，以史入手。历史的厚重给予人们的

信念是流畅的、稳固的。本书立意源于对海盗行为及反海盗法纵向历史发展的考察，得出反海盗法先有国内法，后有国

际法的结论，两者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以及两者协调规制海盗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提出了以国际法与国内法

双重属性协调规制海盗行为的两种可行途径。第三，理论基础厚重。首先，该书运用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了海盗行为的

实质，以期达到从根本上消除此种暴力行为的目的。这也是在同类作品中的一种新探究。当然，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

观点出发，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海盗，恢复和发展该国经济才是根本出路。其次，当下国际法的全球化已成为发展新趋势，

这表明国际法向国内法的渗透。中国加入 WTO、欧盟组织的成立都说明了这一势头。该书紧跟这一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态势，提出期盼反海盗的国际专门法问世，实现其在国内法的融合，将反海盗国际专门法的出台作为协调反海盗国际法

与国内法的前置条件。最后，本书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

属性协调规制海盗行为的两种可行途径。
本书作为众多研究规制海盗行为的法学成果之一，其价值在于协调规制海盗行为的新视角，更在于对惩治海盗行

为的理解与认知，为此后研究同类课题提供参考，有助于寻求更加适中的反海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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