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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具体地讲，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特征：　　1．权威性。
本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在专业领域中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从而确保了每
种教材在本学科领域中具备权威影响力。
　　2．基础性。
本套教材着力体现法学“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保证知识传授的完整性和系统
性。
　　3．新颖性。
本套教材体现“三新”，即理论知识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新、形式体例新，给读者呈现出一道全
新而前沿的知识盛宴。
　　4．实用性。
本套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收集典型案例、整理资料索引、增加司考试题、编写多种引导
学生自测的思考练习。
　　5．针对性。
本套教材主要针对本科生撰写，但对研究生入学考试和相关职业资格考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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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狭义的海商法是具有较强国际性的民法特别法海商法仅从法典的角度来分析，其调整
的范围限于横向的民事关系，其性质也基本能统一到民法特别法上来。
海商法作为一个法典是具有较强国际性的民法性质的特别法。
在我国海商法的起草过程中，曾经有一稿由于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内容而长达350条。
后将海商法定位在民法性质的特别法这一基点上，其他方面的内容就相应被删除了。
例如，有关行政法的内容，如“港航行政”一章、“船员资格”一章均被取消，有关船舶检验、船舶
登记、海上交通安全等行政管理的内容均未作规定，将来由交通部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
关于船长救助人命的刑事处罚问题属于刑法的内容，应在刑法中规定。
有关海事诉讼程序的内容，应在程序法中规定，于是取消了“程序规范”一章。
此外，对于已有专门性规定的部分，海商法也未作规定。
例如，因为我国已有《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因而取消了“油污的责任”一章。
现在的海商法所调整的是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
这些关系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横向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
但海商法又与民法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两者均为国内立法，但海商法具有较强的涉外性，具体表现
在，海商法的渊源除了国内立法外，还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在海商法的效力范围上，其效力可及于本国海域的外国船舶，外国海域的本国船舶，及外国海域的外
国船舶。
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民法调整的是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海商法调整的是海
商和海事关系，虽然这些关系均属于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后者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许多
问题是民法中没有涉及的。
由于在海商领域存在的特殊风险，因而海商法采用了与民法不同的责任制度和赔偿制度。
在责任制度上，民法采用的是严格的责任制度，而海商法采用的是不完全的过失责任制度。
在赔偿上，民法采用的是按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而海商法则采用了法定的责任限制，因而称海商法
为特别法。
可见，海商法为具有较强国际性的民法特别法，其与民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原则应该是：当海商法与民
法有不同规定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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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商法(第3版)》：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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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