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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特点出发，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立法成因、限制方式、制度内容、相关
公约以及特殊情况下的责任限制等问题展开全面论述，并对英国、美国等有关国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探讨建立较为完善的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程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研究>>

作者简介

何丽新　女，1966年11月出生，福建闽清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
领域：海商法、保险法等发商法专业，发表《国际海事法学》（1999）、《海商法》（2004）、《无
单放货法律问题研究》（2006）等多本著作和论文近30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起源与现状  第一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起源　　一、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起源的经济条件　　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起源的理论渊源　　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世纪
商人造法的产物　第二节　从海事判例倒海事政策　　一、判例汇编时代　　二、法典化时代　　三
、国际公约时代　　四、英国　　五、美国　第三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要国际公约　　一、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综合性国际公约　　二、海上族客人身伤亡及其行李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
　　三、海上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　　四、海上运输危险有害物质的损害赔偿和国际公
约　　五、海上核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　　六、欧陆的内水运输责任限制公约　第四节　中
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立法情况　　一、中国大陆　　二、台湾地区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　　四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概况　第一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界定　　一、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的定义　　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性质　第二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特征　　一、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按实际损失赔偿制度的关系　　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按实际损失赔偿制度的
关系　　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船舶优先权的关系　　四、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有限责任之间的关
系　第三节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意义和政策目的　　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为海商法规范的意义
　　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为海事政策的政策目的　　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现代社会的公平意
义和价值第三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方式　第一节　委弃制　　一、概述　　二、缺陷　第二节　执
行制　第三节　船价制　　一、概述　　二、船价的构成　　三、缺陷　第四节　金额制　第五节　
并用制　第六节　选择制第四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船舶　第一节　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上的
适用船舶　　一、国际公约上的适用船舶　　二、主要航运国家立法上的租用船舶　　三、我国责任
限制法上的适用船舶　第二节　特殊船舶的适用　　　一、海商法上船舶的界定　　二、意欲在内陆
水域航行的船舶　　三、300吨以下的船舶　　四、为钻探而建造或改建的，并从事钻探作业的船舶　
　五、气势船　　　六、浮动平台第五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第六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
条件第七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范围第八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第九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程序第十
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第十一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作用的弱化及替代可能第十二
章 损害赔偿社会化第十三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统一化第十四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修法建议
附录一 参考文献附录二 常用公约、法律名称简写附录三 IMO所主办国际公约的效力状况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研究>>

章节摘录

　　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起源的经济条件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1）主体
条件，船东与货主身份分离；（2）责任条件，人身伤亡、货损索赔责任超过船东承受能力，同时船
东无从获得其他救济。
只有在船东与货主身份发生分离之情形下，始发生船东与货主利益的冲突、对峙；仅在赔偿责任超过
船东承受能力，同时船东无从获得其他救济之情形下，相互冲突、对峙的利益才需一个折中。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正是折中方式之一。
　　（一）船东与货主身份分离　　于商业分工角度而言，船东与货主身份分离须作为一个普遍的现
象，始能认定出现分工。
大规模商业分工则须依赖贸易和海运同时发达、繁荣，另外，商人的教育程度也需要提高，以能够通
过函件往来进行营业。
13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运输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有着自己专业人员的特别行业。
②当时，商业的条件与中世纪前期相比逐渐有所变化，道路的状况改良，盗匪逐渐减少，货运日益安
全，在意大利逐渐出现专职的运输业，受雇替商人运送货物，而不必由商人亲自押运。
这种组织逐渐扩及许多地方，为由“行商”转变为“坐商”提供了条件。
③　　就商业协作的角度而言，船东与货主身份分离不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需实际中存在个别例
子即可。
此类例子在13世纪以前便已出现，甚至早在三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就有船东与货主身份的分离。
船夫行会在帝国的大部分沿海城市中皆可发现，他们主要被雇佣于运送人和粮食。
④由于船夫行会的运输任务较为单一，尚不能认定为商业分工意义上的身份分离，而毋宁是一种权宜
的商业协作。
这种个别的商业协作并非遍及帝国，在帝国灭亡后，因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不再需要大量贸易的存在
而更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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