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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公约草案

2008 年，国际海事委员会（英文简称 CMI）正式

成立了船舶司法出售问题的国际工作组，由中国海商

法协会副主席李海担任组长。

其间，工作组在 2011 年 8 月份形成公约草案第一

稿，发送给各国海商法协会征求意见，并在 2011 年 9

月 23 日的奥斯陆会议上进行了讨论。2012 年 4 月，工

作组提交了公约草案第二稿，并将在征求各国海协意

见后形成公约草案第三稿，提交本月召开的 CMI 北

京会议，并力争在会上获得通过，定名为北京规则。

中国是法院扣押和拍卖船舶数量较多的国家，

公约草案如能通过并被广泛接受，将会在很大程度

上统一缔约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则。这将有利于使

中国法院扣押进而出售船舶的效力获得更广泛的国

际认可。

为配合以上议题的研究，争取到对中国最有利的

公约条款，协会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王淑梅审判长

任组长的工作组，结合中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针对公约第一稿提出了修改意见。目前，工作小组正

在组织对公约草案第二稿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提出进

一步的意见和建议。

救助公约的修订

《1989 年救助公约》扩大了适用范围，完善了救

助报酬的评定标准，增设了环境救助特别补偿条款，

确立了船长代表船货双方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在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1910 年公约》确立的“无效果、无

报酬”原则，可以对救助“造成环境污染或构成环境

污染威胁的船舶或财产”的救助方给予特别补偿（即

所谓的“安全网”条款）。但《1989 年公约》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财产救助与环境救助关系的

处理方面，仍然以财产救助为中心，将环境救助置于

从 属 地 位 ，不 能 满 足 日 益 迫 切 的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需

要 。 同 时 ，其 环 境 救 助 适 用 的 地 域 范 围 也 过 于 狭

窄。此外，特别补偿制度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产

生了许多问题。

基 于 上 述 原 因 ，近 年 来 修 订《1989 年 公 约》的

呼 声 日 渐 高 涨 。 为 此 ，国 际 海 事 委 员 会 启 动 了

《1989 年 公 约》的 修 订 工 作，先 后 发 出 两 份 内 容 详

实 的 调 查 问 卷 ，正 式 征 求 各 国 海 商 法 协 会 的 意

见。本次大会也特别把对《1989 年救助公约》的修

订 作 为 一 个 重 要 议 题 加 以 讨 论 ，并 将 请 各 国 海 商

法协会举手表决。

为探讨研究上述议题，中国海商法协会特别组建

了由交通部救捞局副局长洪冲为组长的救助公约修

改工作组。通过工作组对国内救助业以及相关行业

的分析和评估，中国对于修订公约应持的基本态度

是：支持并积极参与修订，在修订的具体过程中充分

表达中国的独立意志。一方面，综合比较《1989 年公

约》的修订对中国航运业可能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

响，应是利大于弊。另一方面，《1989 年公约》的修订

无疑可以为缓解救助业的窘况提供法律支持，符合中

国救助业的客观需求，将对救助业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促进救助业的良性发展。

修改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2004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制定后遭到了许多

船东和船东组织的抵制，这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际航

运公会（英文简称 BIMCO），它向其成员发出通函，建

议拒绝使用该规则，并表示不会将该规则并入其标准

文件。结果使得 2004 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很少被

并入运输合同，也很少被使用。

为此，国际海事委员会在近年做了一些努力，希

望能够通过修订而使 2004 年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得到普遍适用。但是，此次修订只限定于对建议内容

的修改。

基于其国际工作组得出的意见，国际海事委员会

向各国海商法协会发出了征求意见的函件。中国海

商法协会为此成立了工作组，由中国贸促会海损理算

中心牵头，针对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修订问题进行

了大量资料搜集、研究和讨论的工作，并通过秘书处

向协会理事、会员等多次征求意见或建议，对该规则

的适用规则、规则六救助报酬、规则十一等提出了相

应的修改意见，已报国际海事委员会。

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重点议题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航运业持续低迷，

国际航运贸易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问题，传统的海

事法律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性，因此需要促进相关规则

的修订、出台，不断完善世界海事法律制度，从而促进国

际航运业的健康发展。

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探讨、完善世界海事制

度，日前，由中国海商法协会承办的国际海事委员会第

40 届大会在京举行。这是国际海事委员会（英文简称

CMI）成立 100 多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

飞、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中国海商法协会主

席魏家福、国际海事委员会主席卡尔-约翰·贡布里，以

及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商法协会负责人、法官、学

者、律师、工商界代表以及来自 12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约

400 人出席了大会。

全球航运业低迷

需要更加完善的规则“保驾护航”

在开幕式上，华建敏指出，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遭受巨大创伤，最

直接的表现就是全球贸易活跃程度显著减弱,全球海运

行业陷入低靡状态。

据了解，自 2011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速持续

放缓, 全球初级原材料需求的疲软致使 BDI 指数走低，

航运市场再次面临窘境。一些业内人士分析，当下，航

运市场的低迷或将成为未来市场的常态。

不过，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新的争端、问题的出现

也对航运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业界需

要更加完善、系统的规则，增强国际贸易投资的活力。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

深层次影响远未消除。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复

杂难解；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导致贸易

摩擦和投资争端增多，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活力，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华建敏说。对此，他提

出 3 点建议：一是坚定信心，开展务实合作；二是完善

规则，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是科技创新，推动航运

业绿色发展。

中国拥有 1.8 万多公里海岸线和 12.3 万公里内河航

运线，运力超过 1 吨的港口有 20 个，货物吞吐量已有 7 年

位居世界第一，船舶出口覆盖了全球 169 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已成为世界航运大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海事部

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一直在致力于借鉴国际成功经

验和通行做法，不断完善海上法律制度。华建敏表示，

中国航运业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不断提

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中国将坚定

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化、便利化，推

动区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推动

世界经济和国际航运业的平稳复苏。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新问题

万季飞在致辞中表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

间的专业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深化，世界贸易与航运以及

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并呈现出一

种齐涨共跌、共荣共衰的态势。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

增长乏力，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各地区之

间贸易与航运的交流和合作，显得尤为必要。

“随着全球航运业的不断发展，航运实践中出现的

新现象、新事物和新问题，给传统的海商法领域带来了

新的课题，现有的国际公约或规则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和不适用性。”万季飞说，“这需要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

努力，根据新情况适时修改旧公约、增加新条款、出台新

政策、解决新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公约或规则的

作用，规范国际航运市场。”

据悉，本届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14 日

至 19 日和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分别在北京（主会场）和上海

（分会场）举办。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船舶司法出售、国

际救助公约、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等，同时还涉及扣船公

约、跨境破产、南北极法律问题、海商法钻井平台、鹿特丹

规则、海事仲裁、海上保险、船员问题、海盗等前沿议题。

“希望通过广泛讨论，能够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方

法，继续完善世界海事法律制度。”卡尔-约翰·贡布里说。

“近年来，国际航运和海事法律制度发生了较大变

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航运形势的进一

步恶化，导致破产、扣船、海上保险、仲裁等案例的增多

等等。”魏家福呼吁，各界要对航运业予以更多的关心和

帮助，寻求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航运业及其相关产业

的健康发展。

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完善规则 加强合作 助力航运业健康发展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 颖 霍玉菡

编者按：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航运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

展，但是，在航运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给传统海事法律领域带来了诸

多新的课题。

为更好地探讨、解决这些问题，近日，各界人士共聚北京，为推动世界

海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言献策。业内人士表示，希望首次在中国举办的

国际海事委员会大会，可以让中国航运界更好地了解国际海事法律规则，

同时也让世界更近距离地看到中国海商法的发展。另外，也希望会议的

重要议题，即船舶司法出售国际公约、修订国际救助公约、约克-安特卫普

规则等取得相应成果,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航运业健康发展，为国际贸易

投资带来更多活力。

国 际 海 事 委 员 会（Comit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是促进海商法统一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1897 年创

立于比利时安特卫普。

国际海事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和活动

促进国际间海商法、海事惯例和实践做法的统一，促进各国

海商法协会的成立，并与其他具有相同宗旨的国际性协会或

组织进行合作。其大会每 4 年召开一次，由来自世界各国或

地区的海商法协会代表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

议题一般集中于该时期国际海事立法的热点问题。

1989 年，中国海商法协会成为国际海事委员会会员。

中国海商法协会：是由中国从事海商、海事、经贸、保

险及法律工作的个人和单位组成的专业性民间团体。

中国海商法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对海商法

律、国际公约、海运惯例和习惯作法进行调查和研究；向政

府及有关主管机关就海商法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

问题提出建议或报告，为中国海上运输、对外贸易与经济

合作、海上保险和有关行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组织会员收集、整理和编译出版国内外海商法规、案例和

有关的文献资料；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加强同各国和国际

海商法组织、人士的联系，研究国外海商法的发展动向，积

极参加国际海事委员会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

国际海事委员会第 40 届大会由中国海商法协会承办。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简称“海仲委”，成立于 1959 年 1

月，是中国唯一一家以仲裁方式，解决产生于远洋、沿海及

与海相通的水域的运输、生产和航行过程中的契约性或非

契约性争议的海事仲裁机构。

1999 年以来，海仲委先后在上海、天津、重庆设立分

会，并在大连、广州、宁波、青岛等地设立办事处。同时，出

于业务发展的需要，海仲委还成立了物流、渔业领域的争

议解决中心，使得其可仲裁案件的类型更加多样化。除传

统的租约、提单、救助打捞以及船舶碰撞争议外，海仲案件

还涉及现代物流争议、船员劳务争议、集装箱租箱争议、修

造船争议、货运代理争议、海上保险争议等。

海仲委为完善中国经济立法、推动中国仲裁事业发展

以及中国航运、法律界参与国际海商立法工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仲裁法》、《海商法》都吸收、借鉴了海仲委的仲裁实

践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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