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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盗形势最新研究

曾向明,  陈宝忠,  顾  磊
(上海海事大学 商船学院, 上海 200135)

摘 要:海盗问题是当前航运界的热点问题,根据 1991) 2008 年全球海盗攻击行为记录, 对全球海盗问题的发展

趋势、海盗频发的区域、海盗攻击情况、海盗的武器使用情况、海盗对人质的处置以及不同船型受海盗攻击情况进

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对认清当前全球海盗问题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帮助。通过探讨当今海盗泛滥的原因, 对如何治

理海盗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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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Situation of Global Piracy Problem

ZENG X iang2ming ,  CH EN Bao2z hong ,  GU L ei

( Co lleg e of M erchant Marine, Shanghai M aritime Univer 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Piracy pr oblem is a hot topic in shipping industr y now . T o r eveal the real state o f global pir acy pr oblem,

its development trend, the areas w here pir acy happens frequently, attack cases, the w eapons used by pirates, the

fate of hostages and the situations o f at tacked differ ent ship type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r eco rds o f

global pir acy attacks from 1991 to 2008. By the discussion on the r easons fo r today. s piracy inundation, some

counter measures for tackling piracy problem are sugge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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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航运界带了了冬天

般的严寒,然而, 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的海盗问

题,似乎又给航运雪上加霜的打击。根据国际海事

局( Internat ional M arit ime Bureau, IMB) 的统计,

2008年有记录的海盗攻击(包括得逞的攻击和未遂

的攻击)达到 293次 [ 1] ,而关于海盗的报道, 仅 2009

年 2月新华网上的报道就超过了 200篇, 可见海盗

问题已经由航运界关注的问题上升为全社会关心的

焦点。结合瑞典世界海事大学( Wo rld M ar it ime U2
niversity, WMU)和国际海事局提供的相关统计数

据,对 1991年以来全球海盗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为

搞清楚当前海盗问题的真实形势提供了一些依据。

1  当前海盗问题的总体形势

1. 1  目前海盗问题的发展趋势
作为国际商会 ( Inter nat ional Commer cial o f

Council, ICC)的一个分支机构, IM B 是目前统计全

球海盗问题的最权威的机构, 其宗旨在于打击海上

违法犯罪行为。国际海事组织( Internat ional M ari2
t ime Organization, IMO)也在 1981年 11月制定的

A. 504( XII) 号决议中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与

IMB 合作与信息交流。图 1是 1991年以来全球有

记录的海盗攻击数。由图 1可见, 全球海盗问题在

1999 ) 2004年是最严重的, 其中 2000 年的海盗攻

击数达到了 469次,之后全球海盗攻击有所下降,但

2006年以来又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图 1 1991年以来全球有记录的海盗攻击情况[122]

Fig. 1 Recorded piracy attacks since 1991[ 122]



1. 2  海盗频发的区域
从 1991年以来全球 4 591次海盗攻击的地理

分布情况看(见图 2) , 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海盗最猖

獗的地区,其次是非洲及红海区域、美洲和印度半岛

区域。这些区域海盗攻击数占全球总攻击数的

97% , 其中印度尼西亚、孟加拉海域、马六甲海峡、

尼日利亚海域、印度海域、亚丁湾及红海海域、菲律

宾海域、索马里及吉布提海域、马来西亚海域、巴西

海域是全球海盗攻击数排名前 10位的地区, 其中仅

印度尼西亚海域就有 1 175 次, 约占所有海盗攻击

数的 1/ 4。与我国相关的南中国海海域 18 年内共

有 106次海盗攻击, 居第 11 位, 也是海盗频发区。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3 年以来,以往的海盗频发区

如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海盗攻击数都有所减少, 但非

洲及红海地区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以尼日利亚

和索马里海盗最为猖獗(见图 3、图 4、图 5)。由于

2006年 IMO建议船舶绕开索马里海域航行, 2008

年索马里海域海盗攻击数明显下降,但海盗们纷纷

转移到亚丁湾及红海海域作案, 导致亚丁湾区域成

为 2008年海盗攻击数最多的区域。

图 2 1991 年以来海盗攻击的地域分布情况 1[ 1]

F ig . 2  Geog raphic distribute of pir acy attacks since 199121[ 1]

图 3 1991 年以来海盗攻击的地域分布情况 2[ 1]

F ig . 3  Geog raphic distribute of pir acy attacks since 199122[ 1]

1. 3  海盗攻击情况

海盗攻击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到目前为止, IM B

记录的数据也包括一部分未遂的攻击(见图 6) , 有

记录的海盗攻击行为中, 有约 1/ 3的记录是攻击未

遂的。有些船长没有向主管机关汇报, 所以海盗攻

击的成功率比统计的要低。也就是说并不是船舶一

碰到海盗就一定会遭殃,只要做好防范,海盗是不一

定能得逞的。从航行状况来看(见图 7、图 8) ,得逞

的海盗袭击中, 船舶处于锚泊状态的占 47%, 而未

遂的海盗攻击中, 锚泊船舶只占10%。可见锚泊期

图 4  2003 年以来印尼及非洲部分地区海盗攻击情况[ 1]

F ig. 4 P ir acy attacks in Indonesia and some part s of A fr ica

since 2003[ 1]

图 5 2008 年海盗攻击记录超过 5 次的国家和地区[1]

Fig. 5 Countries and ar eas wit h 5 more piracy attacks [1]

图 6  成功的攻击与不成功的攻击比较[ 1]

F ig. 6  Compar ison between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at2

ta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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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得逞的攻击时船舶状况[1]

F ig. 7 T he ship. s state of successful attacks[ 1]

图 8  未遂的攻击时船舶状况[1]

F ig . 8  The ship. s state o f unsuccessful attacks [ 1]

间是海盗袭击风险最大的。相反, 88%的未遂攻击

船舶处于航行状态中, 可见船舶航行时规避海盗袭

击要容易一些。

1. 4  武器使用情况

海盗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 他们大多是无业

游民,仅从事小偷小摸,但也有部分是失业的军人甚

至有组织的犯罪团体,能组织相当危险的武装袭击。

从 2003 ) 2008年的 1 845起海盗袭击案例中使用

武器的情况来看(见图 9、图 10)。当前海盗攻击时

大部分是携带武器的, 其中明确提到海盗携带枪支

的占 29%左右, 携带刀具的占 29% , 具备相当的危

险性,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海盗携带枪支的

比例正在激增。其中索马里及亚丁湾海域的海盗几

乎都带枪,有的甚至还备有火箭炮等重型武器
[ 1]
。

图 9  2003 年以来海盗武器使用情况 1 [1]

Fig . 9  Arms used in piracy attacks since 200321 [1]

1. 5  海盗对船员/乘客的处置

海盗对船员/乘客处置的总体状况(见表1) , 近

图 10 2003年以来海盗武器使用情况 2[ 1]

Fig. 10  Arms used in piracy att acks since 200322 [1]

表 1  海盗对船员/乘客的处置[1]

Tab. 1  The treatment of crew/ passengers[1]

单位: 人

人 年

暴力类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扣为人质 359 148 440 188 292 889

勒索赎金 0 86 13 77 63 42

威胁 65 34 14 17 6 9

殴打 40 12 6 2 29 7

伤害 88 59 24 15 35 32

杀害 21 32 0 15 5 11

失踪 71 30 12 3 3 21

总计 644 401 509 317 433 1 011

年来海盗袭击中被当作人质的船员数大大增加, 特

别是 2008年达到了 889人,这一点也从不断增加的

媒体报道上能得到印证。但从数据分析来看,被海

盗伤害和杀害的人质却有所减少, 这也说明海盗袭

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一般不伤害船员,特别是非

洲海盗, 对人质的伤害率是很低的。但是值得指出

的是, 东南亚海盗要比非洲海盗更残忍, 在 1991年

以来的的海盗袭击记录中,印度尼西亚的船员死亡

和失踪的比例远高于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 例如

2008年印尼海域共有 16人被海盗扣留, 其中 2人

死亡, 6人失踪,而索马里海域被海盗扣留的 186人

中,只有 1人死亡, 3人失踪。

1. 6  被攻击船型分析

从近 6年的数据来看(见图 11) ,散货船和油轮

是海盗攻击最多的船型, 这与这两种船航速普遍较

慢有关。油轮如果算上成品油轮的话, 就是目前受

海盗袭击最多的船型。这可能与油轮干舷低,登轮

容易有关。当然, 这和亚丁湾区域油轮集中也有一

定关系。杂货船的货物特别适合小股海盗的偷盗,

故被海盗盯上的概率也很高。而船型中所占比例较

高的集装箱船也成了受海盗袭击较多的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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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被攻击最多的 8 种船型[ 1]

Fig. 11 The t op 8 types of ships attacked [1]

2  当今海盗频发的原因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海盗问题真正引起航运界的

重视是在冷战期间, 冷战之后, 美苏之间的相互监

控,使得海盗的生存空间也受到威胁,作为一种附加

效应,海盗难以形成气候。然而, 随着冷战的结束,

海盗现象随之死灰复燃
[ 3]
。除此之外, 当今海盗泛

滥通常是因为以下单个或多个因素所导致的。

2. 1  政治原因

部分国家政局不稳, 政府没有精力打击海盗, 是

某些地区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 4] , 如索马里, 自

1991年西亚德政权倒台后, 这个国家陷入了持续的

混战之中,整个国家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连陆地上

的治安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谈海上秩序的维护了。

2. 2  经济原因

海盗的频发,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形势有着密切

的关系,一方面打击海盗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没有

足够强大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根本无法组织起有

效的防海盗巡逻。例如非洲, 许多国家根本就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海军, 根据其装备只能算做海警。另

一方面,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失业人员增多, 会促使

许多人投入到海盗的队伍, 从事海上非法活动 [ 4]。

例如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许多东南亚国

家经济几乎崩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造成了东南

亚的海盗犯罪出现了一次高峰期。

2. 3  地理原因
有些国家和地区, 海岛众多, 许多小岛无人居

住,适合海盗藏匿,如印度尼西亚, 拥有约 1. 7 @ 104

个岛屿,其海域一直就是海盗高发地区。重要的海

峡、航道由于船只密集, 也是海盗最喜欢下手的地

方,例如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海峡,过往船只都要加

强防范。

2. 4  法律原因

目前国际法中对海盗的定义来自于5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6, 其中构成海盗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这一行
为发生在公海上, 也就是说通常需要距离海岸线

200 n mile以上, 这样定义出来法律上的海盗在现

实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一伙海盗在某国的专

属经济区犯罪,按照国际法就不算海盗行为。因此,

IMB 在定义海盗时, 不得不使用/海盗及海上对船

舶的武装抢劫0( piracy and armed robber y against

ship)这个词。而海盗行为经常涉及到两个或多个

国家的利益方,其中管辖权、取证、审判和引渡问题

必须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因此解决海盗问题在当

前的法律上非常复杂。

2. 5  船舶自身原因

根据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中关于船舶无害通过

权( Innocent passage)的定义,船舶配备武器装备进

入他国领海可能会被拒绝,因此民用船舶上配备武

器装备是不被国际惯例所接受的。而且随着船舶自

动化程度的提高, 如今船舶配员比 20年前减少了将

近一半,船员平时工作量大,普遍存在疲劳工作的现

象,在海盗高发的海域连组织有效的防海盗值班都

有困难, 更不要谈组织对海盗进行反击了。因此当

今航运界对于当船舶遭遇海盗袭击时防卫反击问题

的看法趋向于英美法系中的观点,即/只要能躲避就
不要自卫0。各国家政府都建议船员最好不要跟海

盗斗争, 以免受到更大的损失, 所以正如 Max M ejia

所说, /抢劫一艘船比抢银行容易多了0 [ 2]
。

3  治理海盗问题的若干建议

3. 1  加强国际合作

海盗问题的治理经常需要多个国家的相互支

持。例如在现实的海盗的追击过程中, 常常出现海

盗从一个国家海域逃窜到另一国家海域后,追击人

员不得不止步而望洋兴叹,因此很有必要在海盗治

理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例如 2004年起由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3国开展联合巡逻保卫马

六甲海峡的行动[ 5] , 之后的几年该地区海盗事件大

幅度的减少。

3. 2  完善海盗问题的国际法规

如前所述,海盗问题常常涉及到多个利益国,其

中的管辖权、调查取证、审理、引渡等问题上,需要有

一套完善的国际法规。对于海盗这样严重影响航运

安全的刑事犯罪行为, 要有明确而合理的定义以及

统一的惩罚标准, 以达到法律应有的震慑力, 因此,

关于海盗问题的国际法规应当尽快完善。

3. 3  加强船舶保安防卫
虽然民用船舶上不能配备武器,但是安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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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设备,比如高压水枪, 电网防护栏, 以及目前在

索马里海域某些客轮已经使用过的定向声波武器都

是可行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防海盗值班,

制定防海盗的应急方案。任何海盗都不会贸然袭击

一艘有备而来的货船, 只有那些疏于防备的船舶才

是海盗最喜欢的攻击对象[ 6]。因此, 在海盗频发区

一定要安排专门的值班, 一旦发现可疑船舶, 采取鸣

笛示警、之字形航行, 夜间开启探照灯等, 都是预防

海盗的可行办法 [ 7]。

3. 4  及时报告海盗行为

发现海盗嫌疑行为或者受到海盗攻击, 及时的

向主管当局汇报, 应该是船长的一项义务, 从 IM B

的报告来看,许多海盗袭击过程都是因为海岸警卫

队或者海军巡逻队及时接到报告后赶来援助, 导致

海盗放弃攻击, 因此, 引用 IMB 的话来说, 就是

/ your repor t may save liv es0(您的报告能挽救他人

的生命)。

4  结  语

自 1991年以来,全球海盗行为在 2000 年时出

现过一次高峰, 之后有所回落,但近两年又有大幅度

的增长。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尼海域在过去一直是

海盗事件最多的地区, 但目前随着索马里及亚丁湾

地区、尼日利亚海域海盗的猖獗,非洲地区已渐渐取

代东南亚成为海盗问题的重灾区。从海盗使用武器

来看,虽然目前海盗攻击中枪械的使用越来越多, 但

对人员的伤害并没有增加。从航行状态来看, 船舶

锚泊时最容易受海盗攻击, 而航行中的船舶被海盗

攻击成功的机会较低。在各类运输船舶中, 油轮和

散货船是受海盗攻击最多的船型。

当今海盗的猖獗,和政治、经济与地理因素都有

密切的关系,更与船舶自身防卫能力下降有关。为

了有效地打击海盗,各国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完善相

应国际法规。同时,船舶应加强防卫,并及时报告海

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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