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城电子区地处老江东中心地段，宁波市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区，入驻百余家经

营户，产品涵盖 IC 集成电路芯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电容、电感、电线、线束、

接插件、继电器、IGBT、MOS 管、机箱、电源、焊锡材料等电子元器件及仪器仪表、工

具、灯具、安防等相关产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 555 号 （宁穿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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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宁东路 901 号） 1274 平

方米的场地对外公开招租。

一、房屋概况：宁波报业传媒大厦位于宁波东部

新城核心区，宁东路以北，与宁波市市政府隔路相

望，毗邻新杨木碶河，坐拥东部新城“绿肺”——生

态长廊。宁波金融中心、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宁波国

际航运中心近在咫尺，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出

租房屋为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A 座南楼三楼东南部分

（宁东路 901 号） ,建筑面积 1274 平方米，房屋配套设

施完善。

二、拟招业态：商贸、金融、现代化服务类。

三、房屋租金：房屋租赁的起步金额以当地市场

租赁价为准。租赁金额低于市价的不列入租赁范围。

四、房屋租期：房屋出租期限 5 年。

五、租赁要求：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信誉

良好的单位，谢绝中介机构。意向租赁的单位请携企

业营业执照、企业简介、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等有关资料前来办理手续 （并支付租赁意向

金：壹万元整），租赁价格等相关事项面洽。

六、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报业传媒

大厦三楼。

联系人：方女士 87682017、13429381517；蒲先生

87682199、13586911773。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2021年10月15日

房屋招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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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屡禁不止、海上走私时有发生、犯罪呈现专业化趋势……

守护海岸线安全，法治“最后一公里”怎么走？
记 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陈鹿林 蒋杰

海洋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港
口是宁波的“硬核力量”。

近年来，围绕海洋强市工作
大局，我市各涉海部门形成合
力，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严厉打
击非法捕捞海产品、海上走私、
海上偷渡等各类海事犯罪，守护
着宁波海岸线的安全。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我
市海事犯罪总量依然呈现高发态
势，非法捕捞仍然屡禁不止，海
上走私时有发生。进一步守护海
岸线安全，法治该如何精准发
力 ？ 昨 日 ， 市 检 察 院 发 布 了
《“十三五”期间宁波海事犯罪
检察工作报告》，对 2016 年至
2020 年我市海事犯罪案件基本
情况进行了通报。记者就此进行
了深入采访，广大群众或许可以
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非法捕捞一直被明令禁止，但
总有人为了牟利，甚至只是为了口
福之欲铤而走险。

2018 年 5 月 ， 陈 某 某 雇 佣 多
人，从福建省福安市甘棠镇出发，
计 划 进 行 远 洋 捕 捞 。 10 多 天 后 ，
船舶航行至北太平洋公海海域，船
员们便开始使用禁止使用的大型流
网进行捕捞作业，此次作业持续了
约半个月，共捕捞大马哈鱼、金枪
鱼、小鲨鱼等渔获物 80.62 吨，价
值人民币 240.3 万余元。

同年 6 月 16 日，该船在海上抛
锚避风浪时，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查
获，后于 6 月 21 日移交给中国海
警。6 月 26 日，该船被浙江省公安
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押解至支队
码头靠泊，涉案的 29 名船员到案
接受调查。

最终，陈某某等 9 人以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涉案渔获
物、网具、船舶予以没收。

“这是一起最常见的海事犯罪

案 件 。” 市 检 察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从司法实践来看，海事犯罪涉
及面较广，既有危害海洋环境资源
类的犯罪，如非法捕捞、非法采矿
等；也有破坏国家对货物、人员进
出境监管秩序类犯罪，如海上走
私、海上偷渡等；还有危害航运安
全、船上人身财产安全类犯罪，如
船上故意伤害、海上交通肇事、重
大责任事故等。

从整体案由看，我市检察机关
受理的海事犯罪以非法捕捞水产品
和 海 上 走 私 为 主 。 据 统 计 ， 近 5
年，宁波两级检察机关一共审结海
事犯罪案件 463 件。其中，海上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 案 件 268 件 ， 占 比
57.9%；海上走私案件 147 件，占
比 31.7%；交通肇事、故意伤害、
海上偷渡、重大责任事故等其他普
通 海 事 犯 罪 案 件 48 件 ， 占 比
10.4%。

海上非法捕捞犯罪，绝大多数
属于在禁渔期捕鱼、使用禁用工具，
涉及海产品 1099 吨，比较常见的有

现状现状

海事犯罪依然高发 非法捕捞占比过半

海事犯罪，绕不开海上运输环
节。而海上运输风险大、时间长，
通常由不同人员、不同环节互相配
合完成，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不
同环节人员分工明确，从而形成团
伙化操作、专业化分工的显著特
征，犯罪产业链条较长。

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方某某
系 “ 盛 峰 78” 船 的 实 际 承 租 人 、
使用人，被告人李某某系方某某雇
佣的船长，而另一名被告人华某某
系慈溪市掌起镇红旗闸码头管理人
员。方某某、华某某受人委托，指
挥李某某等人多次驾驶船只，从红
旗闸码头出发，开行三四海里左
右，至七姐八妹列岛附近海域，从
一艘大船上接驳无合法手续的燃料
油、白糖，返航至红旗闸码头直接
卸驳。

三人以上述方式非法接驳燃料
油 3 航次 500 余吨，偷逃应缴税额
104 万余元；非法接驳白糖 3 航次
1270 余吨，偷逃应缴税额 441 万余
元。2019 年 12 月，市中级法院认
定三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均判
处实刑。

“在走私案件中，走私分子往
往采用海上分段运输方式走私，形
成境外‘母船’、近海接驳的‘中
巴’‘小巴’等海上走私链条；在
非法捕捞中，亦有船东、货主、船
员、收赃者等不同人员参与犯罪，
隐蔽性较强。”检察官介绍。

而且，与陆地环境相比，海上

环境更加复杂多样，海上执法存在
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证据也更容
易灭失，法律适用障碍较多。

检察官解释，在海上走私中，
行为人活动海域、接驳位置查证
难，走私货物实际属性、数量认定
难，对走私罪名和犯罪情节的认定
有很大影响。无合法手续在海上运
输水产品、海砂、成品油等货物的
情形较多，但往往只能查到运输环
节，货物来源、上游犯罪查证难，
对运输行为如何定性争议较大。而
且，海上走私通常偷逃税额特别巨
大，但普通雇员、购私人员实际获
利不大，对这部分人员如果根据法
律规定以偷逃应缴税额为基数判处
罚金，容易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

此外，船舶作为海上走私、非
法捕捞等的必备工具，通常成本比
较高，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处理，将
会有力打击海事犯罪。但目前也存
在诸多困难，如犯罪分子为逃避打
击，将大量涉案船舶、车辆采用租
赁或者挂靠方式，真实权属关系查
证难；大量涉案船舶在判决前长时
间 停 泊 ， 保 管 风 险 大 、 成 本 高 ，
2018 年以来某办案机关仅船舶保
管费用就支出上千万元。司法实践
中，共有船舶不同股东意见不一或
权利人不明的船舶，以及明显应当
没收而权利人不同意先行变卖等情
形，都导致涉案船舶先行处置难，
既不利于船舶保值，无形中也大大
增加了保管成本和风险。

困境困境

犯罪产业链条较长 执法难证据易灭失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精准打
击各类海事犯罪，切实维护海洋权
益、保障海洋安全。积极参与“东海
利剑”“国门雷霆”等系列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严重侵害海洋权益、
破坏海洋安全的各类重大型、团伙
型、涉恶型海事犯罪。

认真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
综合分析各类涉海违法犯罪危害
程度、案发原因、实际处理人员获
利情况等，妥善处理具体案件和各
类犯罪嫌疑人。例如，在处理海上
走私案件中，对于从事事务性工作
的帮工，或者初次参与的受雇人
员，一般不以犯罪论处。

加强协作，积极推进海事审判
“三审合一”试点改革。2017 年 5

月，市检察院向宁波海事法院依法
起诉艾某某涉嫌海上交通肇事案，
正式揭开全国海事审判“三审合
一”改革的序幕。此后，市检察院不
断拓展试点范围，先后向宁波海事
法院起诉全国首起海上走私、海上
重大责任事故、涉海虚假诉讼等各
类海事犯罪案件。

完善海事犯罪检察工作机制，
促进执法统一性、规范化建设。包
括构建海事犯罪案件捕诉一体化
办案机制，强化与相关涉海单位协
作配合，先后在宁波舟山港集团、
宁波海关缉私局、宁波海警局及其
各海警工作站设立了 7 家检察官
办公室。

（董小芳）

打击海事犯罪的检察力量

带鱼、鲳鱼、龙头鱼、白蟹、青蟹、海
蜇等。海上走私适用的罪名绝大多
数为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罪，集中在成品油、
白糖、冻品这三大类。近一两年，海
上走私假冒品牌的香烟、废旧电器
等犯罪也时有发生。

而且，这两类案件主要通过船
舶非法捕捞或非法运输相关货物。

由于船舶载重量巨大，海上作案又
不易被发现，一旦案发，往往规模
很大。据了解，近 5 年，宁波两级
检察机关审结的海上走私案件，共
计走私 1662 航次，平均每起案件
11.3 航次，平均每航次 470 余吨货
物。走私时间持续半年以上的案件
47 件，占比 32%；涉税额超过 250
万元的案件 62 件，占比 42%。

去年 9月 4日，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案在宁波海事法院开庭审理，该案系全国首例由海事法院审理的海
上走私犯罪案件。 （市检察院供图）

丁安丁安 绘绘

陈思佳 制图

“我国传统刑事法律，主要按照
陆上犯罪构建相应诉讼程序、证据
规则和罪名体系，专门针对海上犯
罪的法律规则较少。”检察官说，打
击海事犯罪，守护海岸线安全，亟
待进一步完善海事犯罪法律规则，
规范涉海案件执法标准，全方位推
进海事犯罪综合治理。

首要，要优化海上刑事案件管
辖，理顺侦查、公诉、审判管辖衔
接。比如在级别管辖上，建议保留
通 关 走 私 案 件 由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管
辖，而包括海上走私在内的绕关走
私案件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在职
能管辖上，建议赋予地方公安机关
对于发生在海岸线附近的海上绕关
走私案件侦查权，减少管辖移送，

进一步筑牢反走私防护网。
其 次 ， 优 化 海 事 案 件 证 据 规

则，在入罪标准、罪名体系、财物
处理等方面织密法网。适度放宽海
上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扩大推定规
则 的 适 用 。 优 化 作 案 船 舶 处 理 规
则，完善先行处置程序，提升处置
效率。进一步明确海上非法运输成
品油、冻品、海砂等行为定性，丰
富海上走私、船舶肇事等犯罪危害
后果的评价体系，可以考虑将作案
次数、人员失踪等情节纳入危害结
果评价。时机成熟时，可以针对海
上特有的违法犯罪，增设独立的重
大航行事故罪、海上失职脱逃罪、
过失海上污染事故罪等罪名。海上
走私中，对从犯和购私人员以违法
所得为基数判处罚金更为合理。

再者，办案机关要进一步优化
执法标准，加大对涉案财物相关事
实的查证力度。更加重视查证涉案
船舶实际船东，以及船东是否参与
犯罪或者对船舶被用于违法犯罪是
否主观明知、存在重大过失等。在
海上走私、非法捕捞等各类海事犯
罪案件中，对涉案船舶符合没收条
件的，都应予以没收，以提高海上
违法犯罪成本。对主从犯的认定，应
当综合犯罪地位、作用、获利情况来
判断，结合实际危害后果综合考量是
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后，应加强各部门联动配合，
综合运用行政和刑事手段治理海事
犯罪。综合海上执法与陆上监管，强
化船舶、码头、油库、陆上运输、市场
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治理，尤其是运用
物理手段和数字化手段加大对码头、
集卡车、油罐车的管理力度。加强对
船员、集卡车司机、沿海渔民等重点
人群的普法教育，提高海上活动法律
风险意识。加大对走私冻品等涉及食
品安全的货物或者多次参与海事犯
罪行为人的刑事制裁力度，对于没有
追究刑事责任的船员、司机等应予以
行政处罚，进一步完善涉海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机制，综合运用行政和刑事
手段，不断提升海上违法犯罪的治理
成效。

建议建议

完善规则规范执法 提升犯罪治理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