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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海商法》下海难救助制度的架构完善

初北平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６年提审的“加百利”案，其焦点在于《１９８９年国际救
助公约》与我国《海商法》存在法律冲突以及我国《海商法》是否对固定费用的救助予以适

用。其判决理由及所引发的海商法界对于我国《海商法》中海难救助制度的争论点，恰恰

是修改之中的《海商法》“海难救助”章的修改问题导向。我国加入《救助公约》的主要理

由有二：一是《救助公约》内容总体上对于发展我国救捞力量、参与国际救助市场竞争有

利；二是《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的原则与内容基本一致。基于《救助公约》与《海商法》

适用冲突的客观存在和《救助公约》的优先适用性，以及《救助公约》将较长时期保持有

效，《海商法》的修改宜确立与《救助公约》保持一致的基本方向。鉴于《救助公约》不

排除固定费用救助等自由约定的救助并能够适应海难救助、共同海损以及海上保险的

实践需求，《海商法》构建的海难救助法律制度也不宜创设出固定费用救助这一独立的救

助模式。

关键词：救助公约　海难救助　《海商法》修改　“加百利”案

初北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６年在全国庭审直播的海事案件“加百利”海难救助案为当前
《海商法》的修改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案例。〔１〕 其审判焦点———固定费用的救助是否适

用《海商法》，看似并不复杂，其实质却是对我国《海商法》中海难救助法律制度的全面

审视。该案三审判决文书以及学者的观点争鸣将我国海难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推向

·９３·

〔１〕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

案［（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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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２〕

固定费用的救助合同已然成为国际救助市场不可忽视的救助合同形式。虽然以“无

效果，无报酬”为基础的“劳氏救助格式”（以下简称“ＬＯＦ”）曾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与
《１９１０年国际救助公约》和《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下称“《救助公约》”）相互影响。〔３〕

但根据国际救助联合会（ＩＳＵ）最近的年度评论报告，以 ＬＯＦ格式签订救助合同的案例
在救助收入上呈下降趋势：其在２０１７年的占比仅为３１％，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的占
比分别为５２％、４６％和３３％。尽管以ＬＯＦ格式签订合同的案例在数量上的占比可能有
升降，但如果收入总数降低而案件数量增加，则意味着每个案件的救助费用收益率在下

降。〔４〕 国际救助市场的发展趋势反映出以“非 ＬＯＦ救助格式”订约的救助合同所占市
场份额中显著增加，而固定救助费用的合同则是实践中形式多样的“非ＬＯＦ救助格式”
的重要一种。

上述理论和实践的争议以及实践的变化趋势必然对《海商法》的修改提出新的挑战。

从《海商法》修改研究一年多来的工作进程看，《海商法》“海难救助”章节如何考虑海难

救助实践的趋势和变化，是否需在《海商法》中对固定费用的救助做出明确区分，在指导

思想上依然存在模糊之处。相关论著以及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对《海商法》第九章

制度架构及修改方法论的认识很不统一。本文将以《救助公约》与《海商法》的适用关系

为视角，分析我国《海商法》下海难救助制度的应然性以及本次修改应该遵循的基本

思路。

一　《救助公约》与《海商法》的适用关系

我国是《救助公约》的参加国，《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的适用关系应如何定位，应是

《海商法》修改评估的基准点。

（一）我国加入《救助公约》的时间及理由

我国缔结国际公约的程序法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下简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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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文包括司玉琢、吴煦：《雇佣救助的法律属性及法律适用》，《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３－１１
页；傅廷中：《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１６页；李海：《关于
“加百利”轮救助案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４－３４页；杜彬彬、张永坚：《雇佣救
助的法律地位探析》，《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５－１１２页；余晓汉：《海难救助合同约定固定费率
的法律适用———基于“加百利”轮海难救助纠纷案评述〈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法律适
用》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４９－５９页；张文广：《雇佣救助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以“加百利”轮海难救助合同纠
纷再审案为视角》，《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６５－７９页；孙思琪：《雇佣救助合同法律适用论辩———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６１号民事判决之评释》，《西部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１４－１２４页；李天生、
徐娟：《“无效果无报酬”的法律本质》，《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８页；袁绍春：
《论雇佣救助的法律调整———兼论〈海商法〉第九章的修改》，《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ＬＯＦ１９８０对于《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出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 ＬＯＦ１９９５又是 ＬＯＦ１９８０在《１９８９年国际
救助公约》生效之后的修订版本。

参见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７（Ｐ１０），２０１６（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ｒｉｎ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ｍ／
ｐｄｆ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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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程序法》）。但原交通部、外交部申请国务院派代表赴伦敦参加《救助公约》外交大

会并代表政府在会议的最后议定书签字时，《缔约程序法》尚未生效。〔５〕 《救助公约》属

于海事公约范畴。海事公约经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大会正式通过后，一般都有一段开
放签署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各成员国可根据自己国家的意愿由外交代表在公约上

签署而成为签约国。截止到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１日，已有６个国家批准了《救助公约》，此时
公约因未满足“本公约在１５个国家表示同意受本公约约束之日后一年生效”的条件而
并未生效。《救助公约》根据其内容判断，应属于我国《缔约程序法》第７条第２款中
“缔约各方议定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因此，该尚未生效的公约需根据《缔约程序法》

第７条第３款的规定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并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予以批准。最后由外交部办

理向条约、协定的保存国或者国际组织交存批准书的手续。批准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签署，外交部长副署。〔６〕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１日，原交通部会同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了
“关于建议我国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请示”（以下简称“申请加入公约请示”），
此时，《缔约程序法》已经生效，且我国《海商法》也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７日公布，并将于１９９３
年７月１日生效。

“申请加入公约请示”中阐明的加入理由为三条：一是，我国一贯重视海上救助和环

境保护，《救助公约》的宗旨和我国的主张一致；二是，《救助公约》的原则和内容同我国的

法律没有冲突。《海商法》有关“海难救助”一章的规定，基本是参照《救助公约》的主要

原则和内容制定的；三是，我国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并不断在海运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已形

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海上力量。加入《救助公约》将在国际上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

海运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也将为维护我国海上救助作业人员的合法利益提供更完善的

法律保障。〔７〕 此后，原交通部受国务院法制局委托起草了“关于寄送提请审议我国加入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议案和说明代拟稿的函”，〔８〕其所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我
国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议案”中，所列理由与“申请加入公约的请示”完全相
同。国务院最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提请审议决定我国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
助公约》的议案”中提及的加入理由为：“经审核，《救助公约》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同我国的

立场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一致的。我国加入《救助公约》，将在国际上产生积极的

影响，有利于加强我国在此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有利于保障我国海上人员、财产的安全和

环境的保护以及海上救助人员的权益。因此，国务院认为，我国现在加入《救助公约》是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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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缔约程序法》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交通部、外交部“关于拟组团出席制定
《救助公约》外交大会的请示［（８９）交外字１１５号］（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根据会议的议事规则，各国与会代表
将代表各自的政府签署会议的最后议定书（会议纪要）……有关签署和核准《救助公约》的事宜，待后另行专

题报批”。

值得注意的是，原交通部／外交部“关于建议我国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的请示”似乎履行的是依据《缔约
程序法》第１１条的“加入”（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程序，而非“批准”（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程序。
交外发【１９９３】１７６号（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１日）。
交函外【１９９３】３６３号（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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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适宜的。”〔９〕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回函国务院：根据李鹏总理１９９３
年１２月８日国函【１９９３】１６９号的来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１０〕 随后，我国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０日
向该公约保存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交存了加入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３０条第１款的规定，保留该条第１款（ａ）项、（ｂ）项、（ｄ）项不
适用该公约的权利。〔１１〕 公约生效后即对我国有约束力。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回函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０日加入该公约。公约尚未生效，相关利益国将被告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１２〕根据国际海事组织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ｉｒｃ．１８号通函，《１９８９年国际
救助公约》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４日生效。

实际上，由原交通部牵头起草《海商法》草案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２年。而国
际海事委员从１９８４年开始讨论制定《救助公约》，至１９８９年该公约通过，这段时间与《海
商法》的起草时间高度重合，《海商法》起草委员会有条件充分地参考《救助公约》的条文。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即《救助公约》通过之前，原交通部、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拟组
团出席制定《救助公约》外交大会的请示”中，建议我国政府派代表根据议事规则在《救助

公约》会议纪要上签字的理由之一是：“我国正在制定《海商法》，其中‘海上救助报酬’等

章节需要同《救助公约》的规定相协调。”〔１３〕

综上所述，从我国加入《救助公约》的背景看，如果《海商法》与《救助公约》基本原则

与内容存在分歧，我国政府很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加入《救助公约》的程序。可

以说，《救助公约》与《海商法》的协调一致是我国加入该公约的基础。

（二）《海商法》应尽量与《救助公约》一致

首先，我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具有善意遵守公约的义务。〔１４〕 在《救

助公约》对我国海难救助实务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制约的情况下，国内立法的基本框架

制度与其保持一致本身就是遵守公约的善意之举。《救助公约》的附件３第２条（ａ）项规
定：“成员国应将其颁布的属于本公约适用范围内的各事项有关的法律、命令、规则的文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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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国函【１９９３】１６９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８日）。
人大常（１９９３）会字第３５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原交通部外事司致函国务院法制局财外司“关于对加入《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增加保留意见的函”（外组字
【１９９３】１２９号）（１９９３年９月４日）中，认为除保留（ｂ）、（ｄ）两项外，还应保留（ａ）项：救助作业发生在内陆水域，
并且涉及的所有船舶均为内陆水域航行的船舶。理由为：１．内陆水域包括的范围很广，如不做保留，有可能出现
就在湖、河等水域中船舶产生的救助行为要求适用国际公约处理的情况，与我国司法的传统做法不协调。另外，

海上、内河救助行为差异大，将海上规定适用于内河在实际操作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困难，如特别补偿。２．我国
目前海上和内陆水域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对于海上发生的行为可依照海商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处理，法律

制度较为完善，而内陆水域主要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如只在救助方面适用国际公约，而无其他与国际惯例相

符合的配套法规的情况下，会产生法律上的冲突。３．界河上发生的中外船舶的救助一般既不适用国际公约，也
不适用国内法，而是通过双边协定处理，不存在不适用公约就无法保障我方利益的情况。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１９９４年４月７日函。
（８９）交外字１１５号（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
《公约》第２６条，“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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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其他文件送交本组织”；（ｃ）项进一步规定，“本组织将其收到的Ⅱ（ａ）项下的任何文
件通知各成员国。”上述附件３虽然并未要求各国国内法须与公约相一致，但表达了公约
对于各成员国实施本国法时应与公约相协调并使其国内法对各成员国保持公开透明的

愿望。

其次，如果《海商法》与公约的确存在冲突，则不仅与我国加入《救助公约》的初衷相

违背，更会给《救助公约》或《海商法》的适用带来困扰。《救助公约》第２条规定：“就公
约所涉事项在缔约国提起诉讼或者仲裁时，公约即应适用。”因此，对于在我国提起的有

关海难救助作业诉讼或仲裁的案件，除内陆水域内陆航行船舶之间的救助，公约也应适

用。〔１５〕 《救助公约》的适用范围与其他公约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直接以“在缔约国

提起诉讼或者仲裁”作为确定公约适用的连接点，这大大简化了公约是否被适用的判断

进程，也增加了公约被适用的机会。

国际上调整合同争议的以该连接点为基础的国际公约并不多见。以《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其第一条“适用范围规定”为：“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

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１）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２）如果国际私法
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该公约是否能够成为货物买卖合同争议的准据法，首

先取决于该缔约国的法律能否根据冲突法规则被确定为准据法。如果合同中双方当事人

约定其他非缔约国的法律，则公约的适用将被排除。而对于在我国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有

关海难救助争议，当事人也可能约定适用中国法或者直接约定中国《海商法》，例如“加百

利”案即约定适用中国法。此种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３条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１６〕 据
此，《海商法》作为特别法首先成为解决本案的实体法（包括冲突规范）。此时《海商法》

的适用与《救助公约》的适用产生冲突，须进一步通过适用冲突规范确定其适用的位阶。

《海商法》第２６８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
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由此，此种情况下至少对于涉外因素的海难救助争议，如果

《救助公约》与《海商法》第九章的规定不一致，应首先适用《救助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

规定而作为特别法的《海商法》有具体规定或规定具体规则的，可以适用《海商法》；《海商

法》没有适用的，则可以适用一般法的规定。〔１７〕 因此，《海商法》如果在基本制度层面与

《救助公约》不一致，最终结果是导致《海商法》的适用空间大大受限，同时在适用时要区

分开《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的不同规定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加百利”案的争论实际已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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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救助公约》第３０条允许缔约国加入公约时作出保留：对内陆水域内陆航行船舶之间和所有的利益方都是该国
国民等海难救助纠纷的适用。中国加入公约时仅就前者作出保留。可以理解为：其一，立法机关的意图是对于

非内河上的救助，即使完全发生在中国航运主体之间，也适用公约的规定；其二，《海商法》第１７２条第１款所界
定的海船与其他船艇之间的救助事项，与公约第３０条的第一项保留事项并不相符；其三，内陆水域内陆航行船
舶之间的救助事项，明显不属于《海商法》第九章的调整范围。

《涉外民法关系法律适用法》第３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
《涉外民法关系法律适用法》第２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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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业界对于二者冲突的法律后果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异。

再次，从《救助公约》生效以来国际社会的评价来看，《救助公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可能不会启动修改。国际海事委员会（ＣＭＩ）虽然在２０１１年的工作组报告中提议对

“环境污染”中的地理范围是否应参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扩展到专属经济区、〔１８〕公共

当局的救助报酬索赔、〔１９〕货方担保的提供、〔２０〕创设“环境救助奖励”〔２１〕以及人命救助的索

赔〔２２〕等方面对《救助公约》进行修改，但这些议题没有在成员国海商法协会中取得绝大

多数的支持意见。〔２３〕 国际救助联合会（ＩＳＵ）在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关于修改《救助公约》的

“立场报告”，其提议与前述国际海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几乎一致。但在国际救助联合会

近四年的年度报告中，其法律咨询报告没有提出对《救助公约》进行修改的诉求，〔２４〕之后

国际海事委员会工作组也未就上述议题进一步协调并形成统一的修改意见。由此可以预

见，针对《救助公约》的修改进程将非常缓慢，其中备受关注而又涉及救助制度架构的环

境救助问题，国际海难救助界可能通过修改船东互保协会补偿条款（ＳＣＯＰＩＣ）以及 ＬＯＦ

格式条款来予以解决。而上述国际海事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立场报告”中提及的修

改议题，在国内法中也无率先调整的必要：一方面，创设环境救助奖励的国际性极强，我国

国内法现阶段不宜率先作出突破；另一方面，就其他修改议题，即使将来《救助公约》予以

修改，其对我国《海商法》下的海难救助法律框架也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我国《海商

法》的修改与《救助公约》保持一致并不会在未来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当然，此种一致

性不妨碍《海商法》在不与公约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对某些领域作出具体规定。

二　《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的不衔接

长期以来我国海商法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印象，《海商法》的制定参照了《救助公约》草

案并与其内容基本保持了一致，只是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某一章节时对条文结构和

顺序进行了整合，并针对国内海难救助实践和立法现状进行措辞调整和内容保留。但实

际上，《救助公约》与《海商法》在内容上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

（一）对救助合同的规制

《救助公约》第２条对公约的“适用范围”做了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在一缔约国提起的

有关公约所辖事项的诉讼或仲裁。其所辖事项，可依据《救助公约》第１条中有关“救助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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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１条。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５条。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１３．２条。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１４条。
《１９８９年国际救助公约》第１６条。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ＷＧ’ｓｏｎ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ｅｌｄ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ｏｎ１３ｔｈＭａｙ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ｉｔ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ｏｒｇ／
ｗｏｒｋ／ｓａｌｖａｇ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１－２０］。
参见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７，２０１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ｒｉｎ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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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船舶”、“财产”等定义来界定。但这仅解决了公约是否被选择作为准据法适用。

可以称为公约适用范围的第一个维度。在公约被选择为准据法的前提下，公约的哪些条

款可以被具体适用，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公约的强制适用与救助合同的“合同自由”

呈现何种逻辑关系，则是公约适用范围的第二个维度。公约第６条第１款的规定：“除合

同另有明示或默示的规定外，本公约适用于任何救助作业。”〔２５〕从公约起草讨论的记录文

件可以总结出，以下情形都将适用公约：（１）无论在海船上、在岸上进行的海上救助作业；

（２）无论是专业救助还是非专业救助；（３）无论是以ＬＯＦ格式等“无效果，无报酬”条件签

订的救助合同还是按日支付报酬的救助合同；（４）无论是有明确合同的救助还是没有合

同的自发救助。此外，公约的现有措辞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最大限制地给予救助合同双

方“合同自由”，二是即使没有合同的明确规定，例如自发救助中的默契，也可以按照默示

的规定排除公约的适用。〔２６〕 可见，《救助公约》通过“最大限度的订约自由”（Ｐｌｅｎａｒｙｆｒｅｅ

ｄｏ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机制规避了“海难救助”与“海上服务”如何划定界限的负累。与此同时，

《救助公约》并没有对于何种明示或者默示约定可以排除公约的适用作出任何的限制。

从公约起草讨论的记录看，除强制适用的条款外，只要救助合同就双方的法律关系有所约

定，公约就不强制适用。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意图就所从事的救助作业所产生的法律关

系整体排除公约的适用，仍将受到《救助公约》中强制适用条款的限制。

《救助公约》第６条第３款规定，“本条不影响第７条的适用，也不影响防止或减轻环

境损害的义务。”〔２７〕第７条是规定胁迫、危险或费用过高的情形下合同废止或变更的情

形，而“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义务”则是公约第８条第１款（ｂ）项和第２款（ｂ）项所规定

的内容。也就是说，救助合同将受到《救助公约》第７条和第８条第１款（ｂ）项和第２款

（ｂ）项的限制。与公约上述限制条款相比较，我国现行《海商法》第１７６条仅规定了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一方当事人起诉或者双方当事人协

议仲裁的，受理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判决或者裁决变更救助合同……”。〔２８〕

１９８５年《海商法》国务院送审稿第１０３条仍有“宣告无效”的规定：“对于在危险中一方

受到危险而达成的任何协议，经该方请求，如受理争议的机构认为该协议条款不合理，

可以宣告无效或予以变更。”〔２９〕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海商法》草

·５４·

《海商法》下海难救助制度的架构完善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参见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１．Ｔｈ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ａｐｐｌｙｔｏａｎｙｓａｌｖ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ｖ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ａｔａ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ｙｏｒｂ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参见ＴｈｅＴｒａｖａｕｘ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８９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ＣＭＩ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Ｍｅｃｈｅｌｓｅｓｔｅｅｎｗｅｇ１９６，
２０１８ＡＮＴＷＥＲＰ，Ｂｅｌｇｉｕｍ，ｐｐ．１８２－１８７。
《救助公约》中还规定了其他公法性质的强制性义务，如第５条关于公共当局控制的救助作业的规定；第９条关
于沿海国的权利的规定；第１０条第１款关于船长对救助海上人命所负有的义务，第２款关于缔约国应对船长前
述义务的履行采取必要措施，第３款关于船舶所有人对船长救助人命的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规定；第１１条关
于缔约国应考虑救助方与当局的合作的规定等，这些规定都不属于救助合同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事项，故并不受

《救助公约》第６条的规制。
法院或者仲裁庭变更合同项下的救助款项的依据可以是《救助公约》的第１３条或《海商法》的第１８０条所确立
的鼓励救助原则以及所列举的１０个因素。
（８５）交办字１７３７号（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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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１８４条基本移植《救助公约》第７条的内容，将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合同撤销权包含在

内：“受理争议的海事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裁定或者裁决救助合同无效或者加以变

更。”〔３０〕但在全国人大审议期间，该条文被修改并删除了“撤销”合同的内容，据司玉琢教

授回忆，主要原因是当时认为合同撤销权应由法院行使，不应赋予仲裁机构过大的权

力。〔３１〕 考虑到我国仲裁制度等长足发展以及现行《合同法》第５４条皆规定了合同变更和

撤销的情形，《民法总则》第１５０条和第１５１条也规定了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３２〕我国

《海商法》第１７６条在修改时增加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合同撤销权，与《救助公约》保持一致

更为合理。

《救助公约》第６条第２款规定了船长或船舶所有人法定的签约代表权：“船长有权

代表船舶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船长或船舶所有人有权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此种合

同。”该条文的法律效果是：一旦船长或船舶所有人行使了该代表权，则无需征得船上财

产所有人的同意，该救助合同将约束船上财产所有人。“加百利”案如果适用《救助公

约》，则需要考量的问题是，船东通过其上海代表处与救助人签订的救助合同是否行使了

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这需要进一步追问救助合同中是否包含了此

种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尽管船长或者船东有此代表权，但也应该通过合同或者合理的方

式表明是否选择行使了此项权利。否则，该救助合同不能约束船上财产所有人。同时，如

果救助合同中存在关于行使或不行使此种订约权的明示约定，根据《救助公约》第６条的

规定，此种约定因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具有法律效力，进而，公约中有关船上财产所有人

的救助报酬的支付义务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船长或船舶所有人的订约代表权是《救助公约》在《１９１０年救助公约》基础上增加的

条款。该条款源于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搁浅的“阿莫柯·卡地兹轮”船长为等待船东同意其

与救助人签署劳氏救助合同而错过救助时机的经验教训，目的在于当船舶遭遇海上危险

时，为避免船货方的沟通耗时过长或各方为一己私利迟迟不愿尽快签订救助合同而贻误

救助时机，赋予船长或船舶所有人充分的代理各方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从而实现公约

“鼓励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的宗旨。

但在公约草案的讨论过程中，波兰代表反对在签订非“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

时，赋予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代表船上财产所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认为船长和船舶所有人

的此种授权应该限制在与公约相一致的“无效果，无报酬”机制之内。德国代表也支持波

兰代表的议案，认为此种授权如果不做限制将导致第三方责任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多的

国家则表示赞成船长和船舶所有人有此种权利，比如，日本代表认为此种限制将阻碍船舶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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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议案，国函（１９９２）６３号（１９９２年６月７日）。
原交通部于１９８１年５月恢复并加强“海商法起草委员会”，司玉琢教授作为“海商法起草办公室”的成员之一，
执笔该章，当时的章名为“救助报酬”。

《民法总则》第１５０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
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１５１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所有人与救助人签订不同于公约的救助合同；爱尔兰代表认为，对船长在危险时刻选择适

当形式订立合同的权利进行限制是不具可操作性的，而且可能对其他无辜方带来影响，船

长行使订约代表权可能产生的不公平之处，可以适用公约中具有规则功能的条款予以平

衡；荷兰代表认为此种限制会造成救助行动的延误；也门代表认为不能期待船长在紧急状

态下确认公约是否给予他授权。最后，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对现行《救助公约》第６条第２

款的修改提案被压倒性多数否决。〔３３〕 不难看出，公约条文的意图是，船长或船舶所有人

的法定订约代表权，对于非“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乃至所有非按照公约规定的条

件签订的救助合同同样适用。当然，从《救助公约》第６条第２款的措辞本身看，此处的

救助合同范围也确实没有任何限定。但该条款承接于第６条第１款之后，其法律后果是，

尽管该订约代表权适用于任何救助合同，如果救助合同中对于代表权有明确的不同于公

约的约定，则此种约定依然有效。也就是说，该规定并非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完全可

以通过合同条款排除其适用。

《海商法》第１７５条第２款中船长、船舶所有人的订约代表权从措辞上看与《救助公

约》是一致的。但是因为该条文没有类似《救助公约》第６条第１款的上下文呼应，因此

从解释结果看更易被归类于强制性规范。这一观点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３４〕 这种强制

性也导致“加百利”案中二审法院继续适用了《海商法》第１８３条：“救助报酬的金额，应当

由获救的船舶和其他财产所有人，按照船舶和其他各项财产各自的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

价值的比例承担。”〔３５〕二审法院认为，“在上述规定的适用上，《海商法》并未对不同类型

的救助作出区分，故本案合同救助亦应适用。船舶在海上遇险，要求船舶所有人或船长亲

自签订救助合同，不利于及时展开救助，也不符合海运实践。《海商法》第１７５条规定的

两个法定代表权，与代理制度并不相悖，故南海救助局关于本案救助合同并非由‘加百

利’轮船长或船东签订，上海代表处从未向南海救助局披露其代表货主，本案不适用《海

商法》第１７５条的理由不能成立。”

为鼓励救助而赋予船长或船舶所有人订约代表权有其合理性，但不应禁止船长或

船舶所有人（或其保险人）基于商业考虑在合同中做出选择。因此，《海商法》第１７５条

第２款的强制性规定与《救助公约》的任意性规定相背离并没有现实必要，理应在《海

商法》中予以修订。而修订的重点在于补充公约第６条第１款的缺失，即通过“除合同另

有规定外，本章适用于任何救助作业”的规定，给予当事方最大限度的订约自由。并参照

公约第６条第３款以及第７条，对《海商法》第１７５条和第１７６条进行相应修改，对订约自

由给予适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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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ＴｈｅＴｒａｖａｕｘ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８９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ＣＭＩ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Ｍｅｃｈｅｌｓｅｓｔｅｅｎｗｅｇ１９６，
２０１８ＡＮＴＷＥＲＰ，Ｂｅｌｇｉｕｍ，ｐｐ．２０３－２０５。
参见李海：《关于“加百利”轮救助案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与余晓汉先生商榷之二》，《海商法资讯》２０１８年９
月７日，ｗｗｗ．ｉｉ－ｌａｗ．ｃｏ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２－１７］。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６１号，第１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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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１７５条提及了本法对于“救助作业”的适用，必然涉及对第１７１条中“救助作
业”和与救助作业相关联的“船舶”的解读，故而应对第１７１条和第１７２条进行修改而使

二者协调一致。《救助公约》对于“救助作业”采用了术语定义方式，我国《海商法》作为

国内立法从条文体系考虑宜沿用现有第１７１条适用范围的表述形式，但从实际效果上也

算是对“救助作业”进行了界定。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１７２条下“船舶”的定义与《救

助公约》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其不仅包括遇险的船舶，也包括用于救助的船舶，而且对救

助船舶范围也进行了限定。从遵循鼓励救助的原则以及全球的实际救助力量可能并不充

足的现实来看，从事救助作业的用于军事和政府公务的船舶也适用《海商法》更为合理。

《救助公约》第４条第１款授权缔约国对于军舰或国家所有或经营的、根据公认的国际法
准则在发生救助作业时享有主权豁免的其他非商业性船舶是否适用公约作出约定，因此，

如果《海商法》仅在作为救助标的的船舶适用范围上，排除用于军事和政府公务的船舶，

其立法精神将与《救助公约》趋向于一致。〔３６〕

（二）救助人的权利

“无效果，无报酬”规则以及“按其获救船舶和其他财产的价值比例进行支付”规则分

别规定在《救助公约》的第１２、１３条当中，并在第三章“救助人的权利”的统领之下。因

此，对于这两个条文的解释也应置于解决“救助人的权利”的场景之下。

１．支付报酬的条件

《救助公约》第１２条的标题为“支付报酬的条件”。该条第１款规定：“有效果的救助

作业方有权获得报酬。”该条款与我国《海商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并无不同。《救助公约》
第２款规定，“除另有规定外，救助作业无效果，不应得到本公约规定的支付款项。”〔３７〕这

带来的疑问是：“除另有规定”是指“救助公约”本身其他条款的规定还是指其他立法，抑

或是合同的规定？从《救助公约》的上下文看，解释为公约本身更为恰当。当然，如果当

事人之间已经订立合同约定了不同于公约规定的救助报酬支付条件，则根据公约第６条

第１款的规定，此种约定将不受《救助公约》的调整。按此种解释，《救助公约》就救助报

酬支付条件方面的法律意图是：除特别补偿外，公约旨在以“无效果，无报酬”为基础建立

海难救助制度。

我国《海商法》第１７９条规定：“救助未取得效果的，除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或者其他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无权获得救助款项。”该条文表达的含义与公约相

比，就救助报酬取得的条件这一微观层面而言二者并无差异：在本法之下，如果合同另有

约定，救助人也可以获得救助报酬。但是，《海商法》也允许“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救助报

酬的支付与“无效果，无报酬”规则相背离。从逻辑上看，《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将救助费

用支付的相关规制交由其他法律调整并非最佳的选择。此外，如果位置在前的《海商法》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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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第９章仅第１８０条第９款涉及到“用于救助作业的船舶”。
《救助公约》英文文本规定：“Ｅｘｃｅｐｔａｓ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ｎｏｐａｙｍｅｎｔｉｓｄｕ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ｆ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ｈａｄｎｏｕｓｅｆｕｌ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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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５条已给予当事方最大限度的订约自由，有关救助报酬的支付主体以及订约代表权
将由双方当事人另行约定。这样，“加百利”案中《海商法》第１８３条“救助报酬由船东和
船上财产所有人根据获救财产价值比例分摊”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固定费用的救助合同之

争议就会得到妥善的解决。〔３８〕该条文再有“合同另有约定”的规定就显然是有所重复。

因此，《海商法》与《救助公约》关于此点的不同之处，有必要结合第１７５条、１８３条作出与
《救助公约》协调一致的修改。为此，《海商法》第１７９条可以分为两款：第１款可以明确
“无效果，无报酬”的基本规则，第２款则可以规定除本章另有规定之外，救助无效果，救
助人不应获得救助报酬。

２．报酬评定标准

《救助公约》第１３条规定了“评定报酬的标准”。其中第１款规定“确定报酬应从鼓

励救助作业出发，并考虑下列因素，但与其排列顺序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该款规定的

评定标准并不局限于该款所列的“十个因素”，还包括确定救助报酬的大原则———鼓励救

助作业。《海商法》第１８０条的规定与公约基本相同：“确定救助报酬，应当体现对救助作
业的鼓励，并综合考虑下列各项因素。”但与公约相比，《海商法》将《救助公约》第１３条第
２款拆开来单独作为第１８３条，导致立法效果发生了改变。

《救助公约》第１３条第２款规定：“按照第１款确定的报酬应由所有的船舶和其他
财产利益方按其获救船舶和其他财产的价值比例进行支付，但是缔约国可在其国内法

中作出规定，报酬须由这些利益方中的一方先行支付，该利益方有权向其他利益方按其

分摊比例进行追偿。本条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抗辩权。”该条款表达了三层含义，一

是，以救助人收取救助报酬的权利为中心目标，该条款旨在解决谁是支付主体，而不是

救助报酬的支付义务在相关利益方之间如何分配；二是，只有完全根据公约第１３条第
１款规定所确定（性质上可归属于根据法律规定），而非根据约定确定的救助报酬，才适
用本款设定的规则；三是，两个主体按照比例支付救助报酬的规则，公约并非是强制

的，允许缔约国国内法赋予当事方自由约定的权利。〔３９〕 当然，在第三方对救助合同当事

方约定的救助报酬标准提出质疑并要求法院或仲裁庭予以裁判时，该条文所列的标准仍

应予以适用。

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最近审理的ＭｏｕｎｔＩｓａＭｉｎｅｓＬｔｄｖ．ＴｈｅＳｈｉｐ“Ｔｈｏ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案中，货方基于船舶不适航向船方追偿其向救助人支付的救助报酬，法院适用了该条文设

定的标准认定货方与救助人在救助之后达成的救助费用协议是合理的，并特别强调了

“鼓励救助的原则”应予以适用。〔４０〕 《海商法》第１８３条虽然也规定了“按获救船舶和其
他财产的价值比例进行支付”的规则，但与《救助公约》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该第１８３条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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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６１号，第１４－１６页。
《救助公约》第１３条并未将支付救助报酬的主体限定为“船舶和船上财产所有人”，而是“船舶和其他财产利益
方”。这是因为公约制定时考虑到相关救助费用往往由船舶或货物保险人以及船舶责任保险人承担。

［２０１８］ＦＣＡ１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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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救助公约》一样与第１７９条（“无效果，无报酬”的报酬支付条件）、第１８０条（报酬评
定标准）顺次相邻，而是间隔了第１８１条（获救价值的定义）和第１８２条（特别补偿），使得
对该条文的解释在“联系上下文”的功能效果有所逊色；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与第１８０条
的条文关联之后，第１８３条容易被解释为适用于任何非根据第１８０条的条件确定救助报
酬的合同，这与《救助公约》第１３条第２款的原意发生背离。如果要维持《救助公约》与
《海商法》的一致性，有必要根据《救助公约》对上述条文措辞和顺序布局进行调整。

尽管救助合同大多是由船长或船舶所有人签订，但如果遇险货物价值更高或者遇险

船舶的所有人面临财务困难，也可能出现积极签订救助合同的主体可能是货方的情形。

《救助公约》中的救助合同机制并未授权货方代表船方订立救助合同，因此，在救助货物

的同时也成功救助船舶的情形下，救助费用将由签订救助合同的货方先行支付，并列入共

同海损进行理算。〔４１〕 此种做法在海上保险及共同海损实务中已经较为普遍；英国《１９０６
年海上保险法》中所规定的救助费用与共同海损分摊之间的严格界限，也早被后来的共

同海损理算规则所改变，〔４２〕故《救助公约》的现有机制能够与实践相吻合。因此，将原第

１８３条修改为第１８０条的第２款更为合理。

三　海难救助制度在《海商法》其他章的适用

《海商法》中除第九章“海难救助”外，总共有六章中的１２个条文涉及“救助作业”
或者“海难救助”，包括：（１）船舶优先权中海难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４３〕（２）海上运输
中因为海难救助而造成的合理绕航，以及承运人因海难救助而造成的货物灭失损坏的

免责；〔４４〕（３）租船合同中承租人因出租船舶进行救助而分得部分海难救助款项的权
利；〔４５〕（４）拖航合同中承拖方因为海难救助而对被拖方的损失免责的权利；〔４６〕（５）救
助人援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４７〕（６）与救助作业相关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
的作为限制性债权以及救助款项的请求作为非限制性债权；〔４８〕（７）海难救助请求权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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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ＳｅｅＲ．Ｒ．Ｃｏｒｎａｈ，Ｒ．Ｃ．Ｇ．Ｓａｒｌｌ＆Ｊ．Ｂ．Ｓｈｅｄ，Ｌｏｗｎｄｅｓ＆Ｒｕｄｏｌ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ｒｋ，Ａｎｔｗｅｒｐ
Ｒｕｌｅｓ，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ｐｐ．２６５－２６９．
为克服困难并确保更大程度的国际统一性，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９４年《约克 安特卫普规则》第６条规定：航程中有关方
因救助而支付的费用，不论救助是否根据合同进行，都应作为共同海损，但以救助作业是使在共同航程中涉及的

财产脱离危险为限。（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ｎｃｕｒ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ｕｎｄｅｒ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ｓｈａｌｌｂｅａｌｌｏｗｅ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ｅｒｉｌ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２０１６年《约克 安特卫普规

则》又做出了调整，其第６条（ａ）款总体上把救助报酬作为共同海损处理，只是为了简化理算而进行了一些妥
协，规定在各方对救助人各自承担合同和法律责任时，原则上不在对救助报酬进行共同海损分摊，除非存在第５
条（ｂ）款规定的五种情形。
《海商法》第２２条第４款。
《海商法》第４９条第２款；《海商法》第５１条第７款。
《海商法》第１３９条。
《海商法》第１６２条第２款。
《海商法》第２０４条、２０５条、２１１条、２１２条。
《海商法》第２０７条第１款、第２０８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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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４９〕 可见，“海难救助”与《海商法》中的诸多制度相互关联。进而需要考虑的问题

是，在《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相一致的修改思路下，不同章节中的海难救助是否有不同

的法律地位，有关海难救助的规定是否需要区分“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和固定费用的

救助。

海难救助除了作业方式的多样化之外，海难救助合同本身并未作实质区分，仅是救

助合同义务实际上被区分为“合同自由约定”和“法律强制性规定”两种情形。而固定

费用的救助即是海难救助合同下的权利义务由双方“自由约定”的一种情形，但其也必

须符合“对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进行援助的行为或行动”，即“救助作业”的基本要

件。在前述澳大利亚联邦法院ＭｏｕｎｔＩｓａＭｉｎｅｓＬｔｄｖ．ＴｈｅＳｈｉｐ“Ｔｈｏ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案中，

法官认为，构成海难救助的条件不需要看危险到底有多么紧迫，而要看救助标的面临真

实的、明显的风险，救助人进行了自愿救助。〔５０〕 英国学者也认为，“再次强调，不存在一

个穷尽所有救助服务的清单。只要满足了海难救助诉因的实质条件，其就有权索赔救助

报酬。”〔５１〕因此，固定费用的救助合同下的救助人，只要主观上期望通过其作业使处于

实际危险的救助标的脱离危险，客观上又在《海商法》限定的水域实施了某种救助作业

的法律行为，都应属于《海商法》下的海难救助。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的统计看，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８年间救助作业以“无效果，无报酬”条件签订合同的比例不超过２０％。如果

其余合同都归类于一般“海上服务合同”，可能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并不相符。因

此，“固定费用的救助”与“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相比，差异仅是其救助报酬的确定存

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

从《救助公约》起草讨论会议的记录看，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６５条关于“救

助费用”不包括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或其雇佣的其他人为避免承保危险而提供具有救助

性质的服务所支出的费用的古老做法并未作为一种例外情形被进行特别地考虑。〔５２〕 英

国海上保险实践在《１９１０年救助公约》和１９８９年《救助公约》之后已经有所调整。英国也

有学者认为“雇佣服务”（Ｅｎｇａｇ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符合《救助公约》下救助作业下的定义。〔５３〕 考

虑到其他国家也确实存在法律效果各异的“固定费用救助”机制，因此，《救助公约》用合

同自由的方案统一各国分歧不失为务实之举。从海难救助的实践看，“无效果，无报酬”

·１５·

《海商法》下海难救助制度的架构完善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海商法》第２６２条。
［２０１８］ＦＣＡ１３２６．
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ｅｒ，Ｂｒｉｃｅ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４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ｅｅｔａｎｄ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ｐ．１０５．
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原文：Ｓｅｃｔｉｏｎ６５：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１）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ａｎ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ａｌ
ｖａｇ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ｉｎ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ａｌｏｓｓｂｙｐｅｒｉｌｓｉｎｓｕｒ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ａｙｂ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ｓａｌｏｓｓｂｙｔｈｏｓｅｐｅｒｉｌｓ．（２）“Ｓａｌ
ｖａｇ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ｂｙａｓａｌｖ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ｙｄｏｎｏｔｉｎ
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ｓｓｕｒｅｄｏｒｈｉｓａｇｅｎｔｓ，ｏｒａｎｙｐｅｒｓ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ｆｏｒ
ｈｉｒｅｂｙｔｈ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ａｖｅｒｔｉｎｇａｐｅｒｉｌｉｎｓｕｒ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ｕｃｈ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ｗｈｅ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ｉｎｃｕｒｒｅｄ，ｍａｙｂｅｒｅｃｏｖ
ｅｒｅｄ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ｒａ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ｏｓ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ｅｒ所引述的关于“ｅｎｇａｇ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是否可以得到救助报酬的案例基本是在１９１０年《国际救助公约》生
效之前，没有１９８９年《救助公约》生效之后的案例。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ｅｒ，Ｂｒｉｃｅ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４ｔｈｅｄ．，
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ｐｐ．１１７－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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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助也有针对具体的风险条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ｂａｓｉｓ）作出与《救助公约》和《海商法》不同
约定的做法：尽管救助费用的支付条件为“无效果，无报酬”，但救助费用的评判标准与救

助费用的分摊与支付主体做了特别的约定。从这个角度说，在《海商法》中将海难救助区

分为“无效果，无报酬”和固定费用的救助并不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同时，即使作出此种

区分，《海商法》其他章节的相关条款也很难排除对固定费用的救助的适用。尤其在国际

上ＬＯＦ格式签订救助合同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将《海商法》调整的海难救助限定为“无
效果，无报酬”为报酬支付条件的救助，会使实践中相当大比例的海难救助在适用其他章

节的相关条款时产生疑问。而且，从国际立法例来看，并未发现有国家专门针对海难救助

作此种区分。因此，“《海商法》设置了‘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报酬支付机制”与“《海商

法》仅调整‘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作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命题。

尽管《海商法》中的海难救助具有统一适用于各章的含义，但船舶优先权中海难救助

款项的给付请求是否应排除固定费用的救助报酬（或限定为“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报

酬），或者给予特别的序位安排，不仅在《海商法》修改建议案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围绕

“加百利”案的争论中，已有学者建议应在具有政策保护性质的优先权担保项目中将雇

佣救助费用予以排除，因为雇佣救助不符合《救助公约》和《海商法》所规定的主观要

件———欲获得“无效果，无报酬”原则下的救助报酬，其从性质上判断不属于海难救助，

仅属于一般的海上服务合同。〔５４〕 本文所论述的“固定费用”的救助，虽然比上述“雇佣救

助”更强调符合“救助作业”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其救助费用的确定属于自由约定的结果，

如果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不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救助报酬的数额，第三方将缺乏

有效的途径对不合理的救助费用提出质疑，这有可能损害其他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人

的受偿利益。因此，固定费用的救助费用即使有必要列入政策性保护的范畴，其在船舶优

先权担保的债权中应如何定位，也是《海商法》修改中被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值得进行

专门研究。

四　结　论

《救助公约》下的救助法律体系给予救助合同当事方最大限度的订约自由，并在“救

助合同”条款中规定了船舶所有人和船东的代理权以及对订约自由的限制，避免了固定

费用救助对于公约的适用之争，同时也与国际海难救助、共同海损以及海上保险实践保持

一致。我国加入《救助公约》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海商法》与《救助公约》的原则与内容基

本一致，但对比分析二者的内容却存在诸多差异。《救助公约》以案件审理地为连接点确

定适用范围，导致我国法院或仲裁庭管辖的海难救助案件中《救助公约》与《海商法》具有

很大的适用冲突可能性。鉴于我国的诚信履约义务和《救助公约》的优先适用位阶，以及

《救助公约》将较长时间保持现状，我国《海商法》关于海难救助章修改的最佳方案是，着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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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海商法》与《救助公约》制度架构的一致性，采用合同自由约定优先与强制规定为辅

的总体结构，将救助报酬的支付条件和评定标准做任意性规定，仅在双方没有约定时适

用。此外，基于固定费用救助的本质特征在于双方关于救助费用条件的意思自治，其同样

受“海难救助”的约束，并区别于一般的海上服务，《海商法》的海难救助章无必要做“无效

果，无报酬”救助和固定费用救助的细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Ｍ．Ｖ．“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ｈｅａ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ｉｎ２０１６，ｔｈｅ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Ｓａｌｖａｇｅ１９８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ａｐｒｅ
ｆｉｘｅｄｔａｒｉｆｆｒａｔｅ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ｓａｌｖａｇ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ｎ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ｔｓｅａ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Ｌａｗ．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ｘｉ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ａｎｄ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ｓｅ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ｈａｖｅ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
ｓｅｅａｂｌ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ｔｉｓ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ｓｐｅｒｔｈｅｐａｒ
ｔｉ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ｕｃｈａｓｐｒｅｆｉｘｅｄｔａｒｉｆｆｒａｔｅ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ｒｅｎｏ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ｄｅｎｉｅｄａ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ｂｙ
ｔｈｅ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ｕｃｈｋｉｎｄ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ｔｓｅ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ｔｉｓｎｏｔｗｉｓ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ｓｕｃｈａｎ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ｓｐｒｅｆｉｘｅｄｔａｒｉｆｆｒａｔｅｓｓａｌｖ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ｓａｌｖａｇｅａｔｓｅａ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ｂ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ｉｎ．

（责任编辑：姚　佳）

·３５·

《海商法》下海难救助制度的架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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