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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商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规范体系。
它是为了适应航海通商贸易活动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经历了从国际法到国内法，再趋向于国
际统一化的历史演变过程。
海商法专门以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相应地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法律制度。
同时，海商法的法律渊源和适用效力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一门技术性、国际性、固有性比较强的
学科。
学习该法有助于了解海上商事、海事活动规则，合乎规范地进行法律操作，正确地解决和处理复杂的
海事纠纷，更好地利用海洋，发展未来。
     全书共分10章，主要介绍了海商法的概念和性质、船舶和船员、船舶租用合同、海上运输合同、船
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上保险合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等内容。
强调观点全面，注重实务，提高技能。
写作顺序是由一般到特殊，由简单到复杂，由案例到理论，体现了层次性、技术性、可衔接性。
本书特别适合经济、法律、管理、海事等专业的学生采用。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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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海商法概述1.3 海商法的渊源与其他法律一样，海商法也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为了便于人们遵守和执行，行为规则总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专门表现人们行为规则的形式
就是法律的渊源。
海商法的渊源是指不同的立法机关依法制定的各种具有不同效力的有关海商的规范性文件。
它们因制定的国家机关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力。
在我国，海商法的渊源主要有国内立法、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当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的渊源是不尽相同的。
1.3.1 国内立法、司法解释国家机关制定的关于海商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办法、决议和指
示等规范性文件都是海商法的渊源。
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称为法律，如《海
商法》、《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等等。
同时，还有地位次于法律的海商法规，包括不同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条例、规定、办法、决议
和指示等。
例如，国务院和有关主管部门制定了许多有关航运管理、船舶管理、海上航行安全、海损事故处理和
损坏赔偿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它们都是海商法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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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商法》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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