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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以陈安教授为总主编的五卷本“国际经济法学系列专著”之一，以广义海事法所涉及的内
容为主线，注重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国际海事法律规范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系统阐述船舶、船员、旅客运输、提单、租船合同、海上拖航、海上救助、海上石油污染、船舶
碰撞、共同海损、责任限制、海上保险等制度及其最新进展的同时，着力探索国际海事法领域中的现
实法律问题。
在写作中，特别注重以下几点：　　一、力求其新。
本书作者重视知识更新和信息更新，致力于搜集和采用国际最新资料。
所论述的国际海事条约、国际海事惯例、标准合同格式和保险条款等，均是目前国际海事法领域普遍
适用的，如《1994年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1995年劳氏救助合同》、《1995年伦敦海上保险人协
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的1996年议定书、《1994年统一杂货租船
合同》、《1993年纽约土产交易所定期租船合同》、《1993年国际安全管理规则》、《1969年国际油
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等等。
在深入研究上述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注意抓住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本精神，试图挖掘和反
映国际海事法领域的最新内容。
　　二、钻研理论。
国际海事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续至今，业已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和极其独特的法律体系。
但随着国际海运业的迅猛发展，海上经济事业的腾飞，某些传统的国际海事法律理论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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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旗帜鲜明，放眼未来。
鉴于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系列专著的作者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发展中
国家的立场，力求把握南北矛盾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坚持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合作发展和有约必守
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全书各卷的立论和评析，既注重现实，又放眼前瞻，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法学角度论证了改造国际经
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结合国情，重点突出。
本系列专著以中国已参加或拟参加的国际经际条约、中国涉外经济立法、国际商务惯例以及涉外经贸
合同实务为重点，争取为中国慎重参加或者缔结国际经济条约、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正确处理涉
外经贸合同关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最新的学术信息或超利避害的参考意见。
    三、融会贯通，综合剖析。
由国际经济关系的多重性、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所决定，国际经济法学具有显著的跨站类法学边缘学
科的特点，因此本系列专著在阐述理论和探讨问题时，都注重本学科与相令学科之间以及本学科各主
要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融会贯通和综合剖析。
    四、资料翔实，信息更新。
本系列专著的作者们十分留意瞄准本学科领域的国际前沿，在广泛收集、查阅和吸取大量国内外文献
资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经济法学各主要分支进行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旁证博引
，内容丰富、新颖。
    本系列专著可作为高等学校国际经济法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能适应涉外经
贸管理干部、涉外经济法律实务工作以及广大读者学习或工作参考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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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国际海事法的特征　　国际海事法是国际海事活动所涉及的各类法律规范的
总称，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之一。
所谓“国际海事活动”是指跨越一国领水的海上商业活动以及有关海损事故。
“海上商业活动”简称“海商活动”，包括海上运输、租船、海上拖航以及海上保险等商业行为，所
涉及的法律制度包括提单运输合同、租船合同、海上拖航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等；“海损事故”是指船
舶在海上发生触礁、搁浅、火灾、碰撞以及海上油污等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有
船舶碰撞制度、共同海损制度、海难救助、油污责任以及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制度等。
无论是海上商业活动还是海损事故都会涉及有关船舶登记、船员配备等行政性法规；在出现索赔时也
必然涉及法院或者仲裁庭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裁判在各国之间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等国际私法制度
；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海运协定或条约也与国际海事活动有密切关系，因而国际海事法也包括了某些国
际公法制度。
以此为基础，国际海事法的特征是：　　（一）国际海事法作为一个规范体系，所涵盖的法律规范分
属不同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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