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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扣押是处理海事争议中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待扣船有不同的态度，1952年《
统一海船扣押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yingto the Arrest of Sea—going Ships）（以下简称1952年《扣船公约》）和1999年《国际扣押船舶公
约》（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il Arrest ofShips 1999）（以下简称1999年《扣船公约》）是两大法
系妥协的产物，使两大法系在船舶扣押上的分歧逐渐缩小。
我国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扣船制
度方面吸收了1999年《扣船公约》的内容，在立法上及司法上我国已基本确立了与国际公约基本一致
的扣船制度。
随着通过船舶扣押取得管辖权和取得担保这两项基本功能相继得到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的普遍认可，
船舶扣押制度似乎应趋于统一了。
而事实则不然，由于两大法系有关船舶扣押的理论基础不同，导致在具体程序、特性、操作上各有不
同，加之船舶这一客体的主体化、流动性等特点，使涉及船舶扣押的管辖权冲突多于其他领域，有关
原因的分析及解决的途径也成为了海事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书第一章对船舶扣押制度的构建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的是英美法及大陆法系两大不同的船舶扣
押制度的构建。
英美法国家的船舶扣押制度以对物诉讼为基础，更强调管辖权的确立，而大陆法系则强调船舶扣押是
一种保全手段，扣船法院并不能当然取得对争议的实体管辖权。
1952年《扣船公约》和l999年《扣船公约》是两大法系妥协的产物，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扣船法院可以
取得对案件的实体管权。
笔者认为国际船舶扣押制度在大框架上正趋于统一发展。
    第二章主要涉及的是中国船舶扣押制度的构建。
中国的船舶扣押制度是在吸收了国际上不同法系船舶扣押制度的优点，及国际公约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构建的。
在船舶扣押主体法律关系的构造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采纳了民事诉讼中的先进理念，更尊重
当事人的“自治”，在扣船程序的启动、扣船方式的选择、证据的收集等方面均以当事人为主。
当然，法院在扣船程序的有序和有效的推进上仍具有主导权。
因此，在船舶扣押法律关系中，法院与当事人的纵向关系是一种有序的、协同的诉讼关系。
在吸收公约及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船舶扣押制度。
该章就我国对英美对物诉讼合理内核的吸收、船舶扣押专门管辖的问题、当事船与姊妹船的扣押等问
题进行了论述。
本章最后涉及了南非“关联船”问题。
    第三章至第七章涉及在我国船舶扣押制度下具体程序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结合有关船舶扣押的中外案例、参考中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
针对目前存在于该领域中的某些问题，用比较论证的方法，通过对扣船程序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法域的
比较，海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比较，实体权利和程序机制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
该章阐述了扣船程序在启动上的自主性与法院审查必要性的关系、担保与反担保的性质、活扣与死扣
、多次扣船与再次扣船、被扣船舶的司法拍卖等问题。
阐述了反担保的法定性、程序性和或然性，以及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的自主性、程序性和替代性。
分析了有关错误扣船责任的不同的观点，认为申请人对错误扣船责任的承担不应过分强调其主观的故
意，以免产生某种鼓励随意扣船的作用。
    第八章探讨扣船管辖与实体管辖的关系。
在此关系上，国际公约首先肯定了扣船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拥有管辖权，只有在当事方之间存在有
效的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时，才可排除扣船法院的管辖权。
笔者认为扣船管辖向实体管辖的转化具有相对性，扣船管辖要让位于当事人的协议管辖和协议仲裁，
其转化也受专属管辖以及国际公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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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管辖协议的复杂性使其有效性常常受到挑战，该章分别对海运合同效力的外溢问题、租约管辖条
款的并入问题、格式条款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标准合同文本中的不平等因素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笔者经对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案例及立法的分析，认为目前对海运合同效力外溢有认可倾向，对格式
条款则是通过立法强制干预以矫正不公正。
宽容仲裁的倾向给予了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相当大的空间，增加了提单中仲裁条款有效的概率。
    第九章主要涉及因船舶扣押而引起的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及其解决。
管辖权的冲突与当事人的择地行诉密切相关，船舶扣押地有利于择地行诉的特点，文章对择地诉讼产
生的原因及对通过扣船进行择地行诉的限制进行了论述。
在双方当事人均通过扣船确立管辖权时，就会出现一事多诉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
文章着重分析了法律上的原因，包括立法理念、涉及管辖权的程序法以及海商法上的特殊原因。
最后，文章从几个层面论述了因扣押引起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在理论层面，笔者认为淡化船舶拟人处理对减少扣船管辖冲突具有一定的作用。
在理念层面，笔者认为应当吸收国际礼让原则。
在解决原则与方法上，文章分别对“不方便法院原则”、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中止诉讼的程序、禁诉
令（antisuit injunction）以及承认预期理论等进行了阐述和评价。
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
在国际海事诉讼上，如何解决海事平行诉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他国家及国际的立法与实践对于我国解决相关的问题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应当摒弃对主权原则的僵化理解，在本国法院为不适当的法院时拒绝管辖，也是主权行使的另一
种形式。
目前这种对管辖权冲突立法的缺失非常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尽早借鉴他国及相关国际立法和
惯例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解决管辖权冲突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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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船舶扣押的法律规制　　海运业的发展历史悠久，至今为止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海上
货物运输是国际货物运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世界上80％的货物贸易都是通过海运完成运输的。
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这一比例可能更高。
在航运活动中，船舶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船舶扣押制度是随着航运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航海活动范围广泛，流动性大，且在通讯不发
达的古代，船东对船舶控制能力较差，分布在世界各地，与船舶只有短暂联系的中途港供应商多数是
在与船东的代理人船长打交道，非常需要一种物的担保，以满足针对船舶发生的相关债务。
人们逐渐注意到了船舶价值，也注意到了船舶的流动性特点可能造成的债权人无法满足其海事请求的
危险性，因而发展了一整套区别于一般财产保全的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船舶扣押制
度，即以船舶来担保海事请求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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