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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侧重于我国海商法基本理论研究的专著，研究的专题涉及海商法的基础理论和航运、海上
保险与海事司法实践中的理论争议问题，其中，对海商法一般理论、船舶物权法、海上货物运输法、
海事法、海上侵权法、海上保险法，以及船员劳务合同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本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研究，研究成果基本上涵盖我国海商法的重大理论和热点问题。
同时，本书关注国际海事立法的最新发展，对海商法理论进行前瞻性研究，以拓宽海商法的研究领域
。
本书的研究力求为我国《海商法》的修改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行性论证，并且为航运、保险等实务部门
和海事司法机关理解和适用海商法提供指导。
    本书适合国际法（海商法）、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阅习，同时也可为海商法教学及研究人员，海事
司法实践领域的法官、律师，以及航运、保险实务界人士等研究、运用海商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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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玉琢男，1937年生，大连海事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商法领域的研究工作，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主要起草人之一，是国际海事委员会（CMI）“运输法专家小组”成员
，多次以专家身份率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与国际海事立法的研讨，兼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主席、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海商法研究中心顾问；主持
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教材（统编）及译著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
篇，其中四部著作、三项科研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奖励。
编者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专家
、交通部
优秀教师等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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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商法一般理论问题 研究 第一专题 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及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二、海商法的
适用范围海商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
很显然，讨论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就是海商法的反作用问题，具体地说，海商法调整的对
象就是指该法所作用的经济领域和这一经济领域的属性，它的适用范围就是指该经济领域所包括的具
体内容。
（一）关于海商法适用范围的几种观点1.海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即调整范围包括海上运输当事人、海
上运输船舶和货物、船舶可航水域。
②（1）海上运输当事人。
海上运输当事人主要以自然人、法人、国家机关或国际组织形式表现出来。
这个主体主要以海上运输企业为中心，在他们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的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法律关系，都
属于海商法的调整范围。
（2）海上运输的船舶和货物。
海上运输的船舶和货物是航运法规所调整的客体。
船舶是海上运输的主要工具，各国海商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
货物是海上运输的对象，它包括可供运输的各种类型的货物。
（3）船舶可航水域。
船舶可航水域有公海、沿海、港湾、内河和内湖等。
哪些水域适用海商法的管辖范围，完全取决于各国的自然条件或航运立法取向。
尽管我国现行法规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水域有特定的适用规定，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
展，航运体制的改革，可以再通过立法程序来彻底解决现行法律对不同水域的运输所适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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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发展历程来看，海商法起源于航运习惯，在漫长的航运实践中其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法律制度，如
船舶优先权制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难救助制度、海上保险制度等，这些均
为民商法基本规则和理念所无法包容。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商法作为调整船舶关系和运输关系的法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兴起、海洋环境和海员利益保护的加强，国际海事立法再度活跃，其中，国际海上
运输法统一、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海上旅客运输赔偿及强制保险等方面的立法工
作正在进行中，从而形成具有划时代特征的海事国际公约或草案，如2008年12月经联合国第63届大会
通过的《鹿特丹规则》、2001年《燃油公约》、2000年《残骸清除公约》、2002年《雅典公约》、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等，这些公约扩展了传统海商法的领域，代表了当代国际海事立法的新趋势，对
我国航运业和海事立法将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海商法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合同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相继出台，因此海商法的研究也必须
跟上国内立法的步伐。
我国对海商法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借鉴英美法系较多。
同其他法律学科相比，海商法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注释法条，深度不够，对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考量
更是缺乏。
《海商法》实施十几年来，也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在用语和概念的选择上，在对公约和他国
海事立法的移植上，《海商法》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存在着一些不和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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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长期的航海贸易中，人们逐渐从实践中提炼出赖以成功的规则——海商法。
但是，任何规则都必须以坚实的理论体系为依托，以对实践的深切体认和观察为基础，只有这样，规
则的生命力才可保持常青。
海商法的发展、完善更依赖于基础理论准确地被把握和理解，这是人类在海洋世纪通向成功的必由之
路。
　　——司玉琢任何研究的进步都肇始于问题的发现，而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问题发生过程细
致人微的观察和对理论真知的艰苦探索。
海商法的发展史生动再现和阐释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在客观理解的前提下，海商法基础理论的不同面相才可能获得理性的价值表达。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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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是司玉琢和李志文编写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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