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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系列教材：救捞政策与法规》共分为十一章，分别是救助打捞概述、救助
打捞法律渊源、救捞主体、海难救助概述、人命救助、财产救助、环境救助、残骸打捞清楚概述、残
骸打捞清除国内外立法概况、残骸强制打捞清除的法律问题、残骸打捞清除的实施和管理。
　　《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系列教材：救捞政策与法规》在编辑时为便于读者资料查阅，作者将相关
法律法规作为附录附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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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救助打捞概述  第一节 救助打捞的概念与特征      一、海难救助的概念与特征      二、残骸打捞清
除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救助打捞的历史      一、海难救助的历史发展      二、残骸打捞清除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救捞文化      一、救助打捞发展史      二、新中国成立后救捞事业的腾飞      三、救捞文化价值      
四、救捞核心价值      五、救捞文化战略第二章 救助打捞的法律渊源  第一节 大陆法系      一、习惯      
二、制定法      三、国际公约      四、司法解释      五、司法判例      六、法学理论  第二节 英美法系      一
、普通法      二、衡平法      三、制定法  第三节 法律的效力等级和原则      一、宪法至上      二、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      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四、新法优于旧法      五、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第三章 救捞
主体“  第一节 概述      一、自然人      二、机构和组织(法人)      三、国家  第二节 救捞主体      一、救捞
主体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二、救捞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救捞人员      一、潜水员      二、救捞船员 
    三、救助飞行员      四、救生员第四章海难救助概述  第一节海难救助的概念  第二节海难救助的分类  
   一、强制救助、契约救助和自愿救助      二、人命救助、财产救助和环境救助      三、自己救助和他人
救助        四、“无效果一无报酬”的救助和雇佣救助  第三节海难救助的性质      一、不当得利说      二
、无因管理说      三、法律行为说      四、特殊行为说      五、准契约说  第五章人命救助”  第一节人命
救助的定义和特征      一、人命救助的定义      二、人命救助的特征  第二节人命救助的实施和管理      一
、人命救助的适用范围      二、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三、救助原则      四、险情报告制度      五、搜救行
动  第三节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      二、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  第四节人命救助与救助报酬      
一、纯人命救助      二、既救助了人命又救助了财产      三、单独的人命救助和单独的财产救助      四、
救助报酬的减少和丧失  第五节 关于人命救助的国际公约      一、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二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第六章 财产救助  第一节 构成要件      一、被救物必须为法律所承认      
二、被救标的处于危险之中      三、救助行为必须出于自愿      四、关于救助效果  第二节 救助合同      一
、救助合同的订立      二、救助合同的撤销和变更      三、救助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救助报酬      一、
救助报酬请求权的当事人      二、确定救助报酬的原则      三、确定救助报酬的因素      四、救助方过失
对于救助报酬的影响      五、救助报酬的承担和分配第七章 环境救助    第一节 海难救助传统原则在环
境救助下的适用困境      一、自愿原则在环境救助下受到冲击      二、“无效果一无报酬”原则缺乏对
环境救助的激励机制    第二节 环境救助的标的      一、海上环境侵权种类      二、海上环境侵权的责任    
 三、环境救助下的责任救助      四、LOFl980激励环境救助的“安全网条款”      五、《1989年国际救助
公约》确立对环境救助的双层激励模式  第三节 SCOPIC 条款      一、SCOPIC 条款出台的背景      二
、SCOPIC 条款的内容      三、SCOPIC 酬金      四、SCOPIC 条款对特别补偿条款的改善      五、SC0PIC 
条款并入我国沿海救助合同    第四节关于海难救助的国际公约      一、《1910年救助公约》及其《1967
年议定书》      二、1989年救助公约      三、关于清除船舶污染方面的国际公约简介第八章残骸打捞清除
概述  第一节残骸的法律含义      一、国内外立法中残骸的概念      二、残骸的内涵      三、残骸的外延      
四、对残骸的界定  第二节打捞清除的法律含义      一、国内外立法中打捞清除的概念      二、打捞清除
的分类      三、打捞清除与海难救助的区别      四、对打捞清除的界定第九章残骸打捞清除国内外立法
概况  第一节国内有关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立法概况      一、198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二、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经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        三、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内河交通安
全管理条例》        四、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五、2000年3月20
日起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六、1957年10月11日施行的《打捞沉船管理办法》        七
、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八、1992年7月12日起施行的《关于
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的管理办法》  第二节国外有关残骸清除立法概况      一、残骸的
定义      二、危害      三、残骸清除的定义      四、残骸标志与清除的最初责任和最终经济责任      五、国
家干预和费用清偿      六、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      七、残骸清除费用的财务担保      八、时效  第三节
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      一、制定《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的背景      二、《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
约》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残骸非强制打捞清除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商业性打捞清除      二、准商业性
打捞清除第十章 残骸强制打捞清除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残骸强制打捞清除的条件及义务主体      一、作
为行政命令的强制打捞清除及其强制执行      二、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打捞清除      三、残骸强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系列教材>>

打捞清除的义务主体  第二节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报告义
务      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标志义务      三、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打捞清除义务      四、船舶所
有人、经营人负担打捞清除费用的义务  第三节 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性质      一、强制打捞清除费用性
质之争议      二、强制打捞清除费用性质的理论探讨      三、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法律性质的界定      四
、强制打捞清除费用是否可以享受责任限制      五、强制打捞清除费用从残骸拍卖所得价款中受偿的顺
序      六、残骸强制打捞清除费用实现的保障机制第十一章 残骸打捞清除的实施和管理  第一节 残骸打
捞清除的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第二节 强制打捞清除管理中主管机关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遵循合
法性原则      二、遵循比例原则  第三节 强制打捞清除的实施和管理      一、强制打捞清除的实施      二、
主管机关对残骸打捞清除的具体管理  第四节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一、制定《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公约》的背景      二、《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主要内容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规则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专业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附录三 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员精通急救和船上医护专业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附录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高级消防专
业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附录五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附录六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附录七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海上救捞潜水员管理办法附录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沉船沉物打捞单位资质管理
规定附录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附“补充规定”)附录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海上救
助直升机飞行管理规定(暂行)附录十一 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公约附录十二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附录十三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附录十四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附录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附录十六 2007年内罗毕国际
船舶残骸清除公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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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吴煦主编的《救捞政策与法规(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作为“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系列教
材”中的一部，立足于国内外救助打捞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意图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了解救
助打捞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掌握我国救捞政策与法律、国外立法和国际公约的系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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