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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一九九三年《海商法》实施以后，我国又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民商法基本法，以及与《海商法
》相关的行政法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
。
由于这些法律法规赋予了《海商法》更丰富的内涵，所以在具体的海商法实践中，也就有必要对《海
商法》条文作更深入和更全面地诠释。
　　本书作者继2003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法学》以后，感到民商法理论不仅应
当在沿海货物运输中得到贯彻，也应当指导《海商法》的理论和实践。
所以本书的作者再一次将自己的粗浅民商法理论，与《海商法》相结合，走出一条用民法指导《海商
法》的道路，欢迎海商法学界的师长和同仁们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的名称冠以“中国”一词的目的在于昭示《海商法》的地域性、效力性和体系性，即中国海
商法是一部国内法，只有在中国的国界内才生法律效力，而且是中国民商法体系的一部特别法，必须
受中国民法的调整；书名尾缀的“操作实务”一词，主要彰显了本书是一部源于实践，又可以指导实
践的海商法参考书；关于尾缀的另一个词组—典型案例解析，实属本书编辑的智慧，我欣然笑纳。
　　本书船舶碰撞一章，承蒙青岛海事法院高级法官黄永申法官审阅，并提出很多充满了智慧的建设
性意见；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中国顾问余正律师对本书“时效”一章提供了极有
价值的英美法律资料；　　作者在此向上述两位同仁对本书所作的无私奉献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作者对共同海员制度在沿海货物运输中的存疑，以及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和国际海运的法律
适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与其他海商法学者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仅是作者运用民法基本理论研究海商法时得出的一些自然结论，不一定正确，请读者能对这
些观点倍加关注。
如果感兴趣，欢迎与作者讨论。
　　如果海事律师、海事法官、海商法教师、船公司业务人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和广大货主在实践中
发现了本书有背离实践的情况，或者其他疏漏之处，恳请不吝赐教，以使本书更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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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的两位作者都出身于海运企业，且从事相同的海事理赔
工作（即从事海商法实践）。
由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与中国的海商法学者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深感中国海商法研究不仅严重脱离
了民法基本理论，而且远远脱离了海运实务。
这就导致中国的海商法学者，以及其著作，很难解决海上货物运输中现实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
基于这种思考，《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特点在于第一是用民法基本理论指导海商法
；第二是与海运实践紧密结合。
例如，第五章涉及了许多其他海商法著作中从来都没有涉及的海商法问题，诸如“港口作业费”、“
船期表要约”、“集装箱铅封费”“提单的套单风险及违法性”和“提单债权是否随提单转移”等一
系列现今海运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海事纠纷。
《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共引用了近50余个中外案例，其中有50％是作者亲自承办的
海事案件，其他外国案例均摘自几本英国著名的海商法原著，而且是作者自己翻译。
总之，《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的构思和指导思想，足以使成为我国海运市场亟需的
海商法著作，可以作为教科书，也可以直接指导海运实践。
对于从事海商法实践的律师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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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沐昕，男，1953年1月出生于大连。
　　一级律师，执业证书号：W01 19881 109726　　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学士（英语系）　　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硕士（民商法）　　现执业于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　　1 982年，王律师大学毕业后，在大连海
运公司航运处从事理赔实务十年，历任科员．科长．处长和经理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992年开始专职律师生涯，主要从事海商法、合同法、公司法和国际贸易法的诉讼和仲裁代理。
迄今为止，共成功地处理各类合同和海事案件近400件2003年4年，独自完成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法
学》一书。
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由于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海商法研究远远的脱离了民法基本理论，所以很难为我国的海运市场提
供可以解决问题的法律服务。
例如，从2002年开始至今，船货双方一直在激烈争论的“港口作业费”（THC）问题。
王律师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将民法基本理论灵活运用于海商法之中，为中国的海商法研究开辟了一条正
确的道路。
王律师是一个既有精湛法律理论，又有丰富海运实践经验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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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二、船舶共有的概念第二节 船舶抵押权一、船舶抵押权的概念和种类二、船舶抵押权的设定程序及
内容三、建造中船舶的抵押四、船舶共有时的抵押五、船舶抵押权的效力六、抵押权的消灭七、抵押
人对被抵押船舶的保值义务八、抵押权的登记状况，允许公众查询第三节 船舶留置权一、船舶留置权
的概念二、造船人和修船人的留置权三、根据物权法新增加的有权留置船舶的人第四节 船舶优先权一
、船舶优先权的概念二、船舶优先权的法律特性三、船舶优先权的内容四、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五
、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效力六、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法定程序七、船舶优先权的消灭八、船舶优先权案例
船舶优先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优先受偿的第四章 船员第一节船员的概念一、船员的构成二、船
员的适任证书三、船员和船公司的劳动法律关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的立法瑕疵第二节 
船长一、对于船长的职务要求二、船长对刑事犯罪的管辖权三、船长对在船上发生的出生或者死亡事
件的证明责任四、船长在船舶发生海难时的权力和义务五、船长与引航员之间的关系六、船长死亡的
接任问题第五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一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定一、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的概念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及相关名词解释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形式四、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的效力五、承运人责任和义务的增加第二节 承运人的责任一、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二、承
运人的适航义务三、承运人的管货责任四、承运人不得绕航的责任五、承运人应当按时交货的责任六
、承运人可享受的免责事由七、承运人运输活动物的法律规范八、承运人运输甲板货的法律规范九、
承运人对混合责任造成的货损如何承担责任的法律规范十、赔偿和计算货损价值的法律规范十一、承
运人赔偿限额的法律规范十二、承运人对迟延交付损失赔偿限额的法律规范十三、承运人免责和限制
赔偿责任范围的法律规范十四、承运人和其代理人丧失赔偿限额权利的规定十五、承运人与实际承运
人的责任划分十六、实际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者代理人在运输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十七、承运人与托运
人的特别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十八、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十九、承运人赔偿总额
的法律规定二十、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相互追偿的法律规范第三节 托运人的责任一、托运人对货物的
包装、重量和品名的申报责仟二、托运人应及时办理货物运输手续的义务三、托运人托运危险品时应
承担的义务四、托运人负有支付运费的义务五、原则上托运人对承运人的损失和船舶的损坏不承担赔
偿责任第四节 运输单证一、提单的定义收货人有单无货纠纷（提单纠纷）二、承运人签发提单的法律
规范三、提单应当载明的内容四、收货待运提单可以转化为已装船提单五、承运人有权对提单加注的
规范六、承运人仅承担货物表面状况的责任规范七、提单具有证据效力的法律规范八、提单是承运人
和提单持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九、转让提单的法律规范十、对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替代物的
法律规范第五节 货物的交付一、收货人应提交货物灭失或者损坏通知的法律规范二、承运人迟延交付
的法律规范三、在卸货港可以要求对货物进行检验的法律规范四、承运人和收货人应相百提供便利的
检验条件五、收货人向实际承运人提交通知的法律效力六、在卸货港无人提货或者提货迟延的法律规
范七、承运人享有留置权的法律规范八、拍卖留置货物的法律规范第六节 合同的解除一、托运人可以
解除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二、因不可抗力，可以在装货港解除合同的法律规范三、因不可抗力，船长
有权在邻近港口卸货的法律规范四、根据《合同法》其他可以解除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第七节 航次租
船合同的特别规定一、航次租船合同的定义二、航次租船台同一般应载三、《海商法》第四章对于航
次租船合同当事人的法律效力四、提单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的法律意义五、出租人应按约定提供船舶的
法律规范六、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律规范七、关于装卸期限和速遣、滞期的法律规范八、承租人
可以转租船舶的法律规范九、承租人有提供约定货物的义务十、关于选港货的法律规范十一、航次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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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合同案例沿海货物运输亏舱费纠纷第八节 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规定一、多式联运合同的定义二、多
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三、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全程运输负责四、多式联运经营人“网状责任制”
的法律规范五、关于货物灭失或损坏区段不明的法律规范六、调整多式联运的行政规章第九节 当代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一、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的法律属性二、集装箱铅封费纠纷始
末三、当代海商法的哥德巴赫猜想——THC风波四、托运人和承运人的识别五、提单的套单风险及违
法性六、提单的登记制度问题七、集装箱班轮运价的报备问题八、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效力九、
提单债权是否随提单移转十、无单放货问题十一、提单非正常流转时法律关系的认定第六章 海上旅客
运输合同第七章 船舶租用合同第八章 海上拖航合同第九章 船舶碰撞第十章 海难救助第十一章 共同海
损第十二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第十三章 海上保险合同第十四章 时效第十五章 涉外法律关系的适用第
十六章 船东互保协会第十七章 渔业纠纷的处理第十八章 海运代理法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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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海商法的法律体系　　第一节　中国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一、掌握法律体系
的重要性　　在作者近三十年的海商法实践中，深深感到法律体系就像一张渔网，如果渔网小了，或
者网眼大了，都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毫无收获。
渔网是指法律体系的完整与否，而网眼的大小则是指对法律体系内的每一部法律所了解的程度。
一个法律人将法律体系这张网编织得越大，将网眼编织得越小，其收获也就越丰富。
三段论要求法律人首先要寻找法律规范，其实这个法律规范也就是指法律体系中的所有规范。
如果一个法律人没有掌握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当其遇到一个具体的案件时，即使他已经按照三段论
的第二个阶段认定了事实，也无法正确实践三段论的第三个阶段——推论。
由于三段论公式是法官裁判案件的逻辑公式，①而且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公式，因此掌握好三段论的第
一个阶段——寻找完整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法律人终生的追求。
法律体系又称广义海商法，海商法条文则是狭义海商法。
　　凡不承认海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人，都将海商法视为与民法或者合同法是平行的法律，而且是互
相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
由于他们不去研究海商法法律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规范，就必然使其法律体系这张网变得非常小，思维
也变得异常狭隘，因此在遇到具体的海事案件时，也就不可能在海商法法律体系的大家庭中找到适用
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其结果必然是枉法裁判。
据不完全统计，有70％的海事案件，是依据广义海商法裁判；仅有30％的海事案件是依据狭义海商法
裁判。
由此可见，掌握海商法的广义法律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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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作者对共同海员制度在沿海货物运输中的存疑，以及沿
海、内河货物运输和国际海运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与其他海商法学者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仅是作者运用民法基本理论研究海商法时得出的一些自然结论，不一定正确，请读者能对这
些观点倍加关注。
　　《中国海商法操作实务与典型案例解析》因其理论和实践的新颖性，可作为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
籍，最终为我国的海运市场法制化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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