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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商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是随着海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确立的，它以其
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在各国民商法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民商法的必要组成部分。
海商法的历史悠久，究其原因，在于海上贸易作为人类进行经济交往的手段古已有之，而作为规范和
调整海上贸易活动的行为规则，海商法必然适应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得以不断发展，经历了从初期的国
际性的海事习惯法，到各国国内法，进而走向国际范围内统一的历史轨迹。
海商法适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内，即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
这使得海商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不能被其他法律规范所替代。
其首要表现就是海商法围绕着海上运输活动，着眼于维护海上运输安全秩序，促进海上运输发展的目
的，建立了其特有的海商法律制度，诸如，船舶抵押权和船舶优先权制度、船员制度、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制度、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制度、船舶租用合同制度、拖航合同制度、海难救助制度、船舶碰撞制
度、共同海损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等，形成了海商法独特的法律规范体系。
同时，海商法又是实践性极强的法律部门，必须结合海上运输活动的实践，才能够切实理解海商法的
立|法精神和立法内容。
海商法是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的国内法。
这不仅体现在海商法所调整的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是存在于不同国籍的船舶、货物所有人之间的
经济活动，更表现在海商法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国内立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等多种形式。
因此，研究各国海商法适用过程中的法律冲突的预防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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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商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是适应着海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确立的，它以
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在各国民商法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民商法的必要组成部分。
本教材便是以海商法为写作对象，全面阐述了有关的法律制度，并分别就各项海事制度涉及的代表性
国际公约或者国际惯例进行讲解，以帮助读者对海事制度的理解。
同时，本教材选择相关的海商案例，加以分析，论证有关的海事制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海商法的立
法精神和寺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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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林青，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自1982年任教以来一直从事民商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民法、商法、公司法、信托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律师
业务等课程。
多年来，重点从事商法、海商法、信托法、保险法的研究，独立撰写或者与人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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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维斯比海法14世纪末，在波罗的海格特兰岛（现属瑞典）的维斯比港口城市，公布了一部海事
法典，被称为“最高和最古老的维斯比法”。
其内容主要是收入了阿姆斯特丹、吕贝克地区的海事习惯。
当时，该海法主要适用于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区，并与奥列隆判例法齐名，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上述海事习惯法基本上未受到内陆国家法律的影响，自成独立体系。
它区别于陆上法律的适用区域，专门用于调整航海通商贸易关系。
而且，此类海事习惯法在一定地区的国际间通行，成为国际性海商法。
纛三、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海商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其中，由于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使得航海活动具有专
业化性质，而船舶投资的成本也不断加大。
因此，海上运输作为完成商品的空间位置转移的必要形式，已经进入了“船货分离”的时期，成为一
种独立的经营行业。
这意味着商人无须再自备船舶，也不再随船航行，而是借助专营海上运输的船东提供的船舶运输货物
。
与此相对应，船东成为专门经营海上运输，为商人们运送进行贸易活动所需之货物的经营者。
这就使得海商法具有独立的、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因为，海上运输与商业贸易的分离，构成独立的船东时代，标志着商品贸易与海上运输各自依照自身
的规则独立运作。
同时，独立的船东时代，使得船东成为海上运输关系中的独立主体，导致海上运输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
虽然，船舶和货物在海上运输过程中仍然互为依存，船东作为海上运输的专门经营者，其用于海上营
运的船舶不运送货物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但是，船舶所有权的独立又形成了船东与商人——国际贸易中的卖方（托运人）与买方（收货人）之
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故需要海商法予以专门的调整。
上述国际贸易与航海实践带来了海商法的长足发展。
15世纪以后，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个中央集权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把海商法
纳入国内法范围予以制定，从而使海商法失去了国际法性质，并且，从习惯法发展成为成文的海商法
。
这对于调整海上运输活动，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海上运输业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中，以大陆法系中的法国、德国和英美法系中的英国、美国的海商法最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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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商法(第2版)》：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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