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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所有权为船舶物权的基础与核心，既具有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特殊性。
受制于物权立法和理论的发展，目前，我国船舶所有权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立法还很不完善，一些重
要的理论问题还存在较为模糊的认识，并带来了航运实务和海事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本书主要从法律制度上对船舶所有权进行研究，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物权法体系的一体性、船舶所有权
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对船舶所有权制度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建立与我国物
权法体系相协调的船舶所有权制度，完善船舶所有权立法，为航运实务和海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和参考。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具体剖析了船舶所有权的构成，提出了船舶的界定因素和所有人的认定标准
，并针对我国国有航运企业船舶在国外被无辜扣押的事实，尝试了国有航运企业船舶所有权的建构思
路；第二章分析了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针对目前船舶物权变动存在二元立法模式的现状
，在具体分析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船舶所有权登记习惯以及船舶交易安全的需求，从体系化的角度，提出了船舶所有权变动立法模式的
建议；第三章研究了发生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具体形态，提出了建立船舶善意取得、沉船所有权和无主
船舶取得等立法建议；第四章研究了程序上的船舶所有权登记，区分了实务中存在混淆认识的船舶登
记和船舶所有权登记，探讨了建立完整船舶所有权登记程序的设想和构造，并针对《船舶登记条例》
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第五章提出了公法对船舶所有权限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性和程序性的一般准
则，具体分析了船舶没收、船舶强制打捞、船舶强制报废和法院拍卖等公法行为对船舶所有权限制的
界限，以及对船舶所有人、其他船舶权利人利益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船舶建造中的船舶所有权，提
出了船舶建造中存在建造中船舶、建成船舶和移交船舶三种状态，并具有不同法律属性和所有权归属
；第七章分析了方便旗船的所有权安排和利弊，提出了我国航运企业对其合理利用应当把握的相应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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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船　　舶　　一、海商法中的船舶　　船舶是船舶所有权的客体，构成船舶所有权的一
个层面。
海商法船舶是由海商法规定，并适用于海商法所规定法律制度的船舶。
它与法律意义上的非海商法船舶以及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律中的船舶均不是一个概念，但通常它以一
般意义上的船舶为基础，在外延上小于该船舶。
非海商法船舶则为除海商法船舶之外的由民法或者行政法所规范的船舶，适用不同于海商法的船舶规
则。
不同的船舶，在法律上将存在对船舶各种制度的限定和法律适用等诸多不同，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本书研究的船舶主要限于海商法中的船舶。
　　（一）各国及地区海商法和国际公约对船舶的界定因素分析　　各国海商法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
大多有关于船舶的规定，但各国和相关国际公约对船舶的界定因素并非完全相同，从而导致了各国海
商法中的船舶范围不同。
通常，国外和国际公约对海商法中船舶的界定会考虑以下的几个因素：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船舶所有权法律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