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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海商法教程》力求做到基本知识和理论问题的结合，在使学生掌握有关海商法基本知识的
基础上，对海商法界关心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以使学生能开阔眼界。
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主线，将对有关的海商法基本问题进行详尽的阐述。
考虑到海商法具有较强的国际性，本书还涉及了中国加入的有关公约或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公约和惯
例。
此外，鉴于近年来在海事诉讼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法规，本书增加了有关海事诉讼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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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但应提供适航的船舶，而且还要负责货物的装船、搬运、积载、运
输、照料、保管与卸船。
而海上拖航合同中的被拖物体并不像货运合同那样装载于拖轮上，而是以特定的索具将拖轮与被拖物
体联结起来随同行进。
拖航合同的标的物是被拖物，并不涉及被拖船或物上装载的货物，因此，拖航合同的拖方对于被拖船
或其所载的货物运送、照料、积载等环节不负责任。
而被拖物的适拖性和被拖物的适货性（如果被拖物装载货物的话）则由被拖方负责。
由此可见，拖航合同与货运合同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当拖轮与被拖船属于同一个船东，且该被拖船
是一条已经载有货物的驳船时，则拖轮的船东与被拖船所载的货主之间的合同就应当视为货物运输合
同，而不是拖航合同。
对此，我国《海商法》第164条规定：“拖轮所有人拖带其所有的或者经营的驳船载运货物，经海路由
一港运至另一港的，视为海上货物运输。
”当拖轮与被拖船属不同的船东所有，而被拖船又载运货物时，由此产生了两个合同关系：一个是拖
轮与被拖船之间的拖航合同，另一个是被拖船与货主之间的货运合同，两个合同各自独立。
（二）拖航合同与救助合同的区别在海难救助过程中，救助人经常采取拖带手段救助遇险的船舶或者
其他物体，这就涉及救助合同。
但是，应当注意区别救助合同与拖航合同的关系，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1.拖带救助的目的是拖救遇
难船舶，使其摆脱危险，而拖航合同的目的是实施正常的拖航。
2.拖带救助的对象是处于危险状况之船舶或物体，而拖航合同的对象处于安全的环境之中。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海上拖航合同与救助合同是可以相互发生转化的。
例如，在实施海难救助的过程中，标的物脱离危险后，被救助方与救助方达成协议由救助方继续提供
拖带将被拖物拖至目的地，则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转化为一般的海上拖航关系。
同样，在履行拖航合同过程中，被拖物突然陷于危险之中，而该危险的形成非承拖方所为，此种情形
下，承拖方实施了拖航合同义务以外的救助，则承拖方的行为构成海难救助，承拖方有权要求被拖方
支付救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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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海商法教程》是海商法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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