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商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2005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深圳国际仲裁院合作课程：海商法

The Cooperative Course b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henzhe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aritime Law ( Theory and Practice )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法理学、民法学

（一）课程定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帮助学生了解海商法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司法、仲裁实践问题，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
培养优秀的涉外法治人才。

（二）课程目标
1.掌握海商法的基础理论知识；
2.熟悉国际、国内海商、海事立法、司法实践与海商海事国际仲裁等争议解决机制；
3.运用海商法知识分析与解决现实中的海商、海事类诉讼、仲裁案件。
（三）主要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涉及海商法概论、船舶与船舶物权、海上货物及旅客运输、船舶租用、

海事法、海上保险、海事诉讼、海事仲裁、国际海事海商争议解决实践的新趋势与新发
展等内容。

（三）重点难点
1.海商法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
2.我国海商法立法及其司法、仲裁现状；
3.运用海商法知识分析并解决现实中复杂案件。
（四）主要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五）基本要求
1.课前做好案例阅读；
2.课堂上认真学习，并积极参与讨论与分析；
3.课后认真学习与研究，做好知识点的总结。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ll about maritime law（Theory and Practice）.

1.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m,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maritime-related legal affairs and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trength of China’s maritime dispute
resolution, the cours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maritime law,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maritime affairs, the related PRC’s national strategies,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and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go deep into the social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maritime and related fields.
2. Objects of the Course
(1)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law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2)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itime law;
(3)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itim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4）Analyzing and solving maritime arbitration cases with the knowledge of

maritime law.

3. Contents of the Course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scope of maritime law, ship and ship
property rights, maritime cargo and passenger transport, charter party, maritime
law, marine insurance, maritime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the new trend and new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etc.

4.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 points
(1)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aritime law;
(2)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hinese legislation and legal practice of maritime
law;
(3) analyze and solve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mmercial cases.

5. Main Teaching Methods
This course would mainly adopt case analysis method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6. Basic Requirements
(1)Read the cases carefully before the course;
(2)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including case analysis;
(3)Study the cases carefully after the course, summarize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urse.

*教材

（Textbooks）
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第四版，2018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1. 初北平：《海上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2. 张文广：《海运承运人责任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

3. 郭萍：《租船实务与法律》，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4. 郭萍：邮轮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法治保障，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2版。

5. 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6. 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仲裁法：从开庭审理到裁决书的作出与执行》，法律

出版社 2010年版。

7. 刘晓红：《仲裁“一裁终局”制度之困境及本位回归》，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8. TETLEＲY W．：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nd admiralty law． translated by ZHANG

Yong-jian, et al. Beijing: Law Press，2005 (in Chinese).

9. 郑睿：《海上保险法：法律与实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10. Baris Soyer：《Warranties in marine insurance》2006年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张文广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SCIA仲裁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海商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事仲裁等。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成员1 李志文教授
李志文教授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商法。
成员2 郭瑜副教授
郭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SCIA仲裁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海

商法、海上运输、供应链、国际贸易法、海上保险法等。
成员3 郭萍教授
郭萍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SCIA仲裁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海商法、海上保险法、海上运输、商事调解等。
成员4 傅廷中教授
傅廷中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商法、保险法、

国际经济法等。
成员5 默燕兵
默燕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建群工部高级专家、

SCIA仲裁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保险法、海商法。
成员6 付本超
付本超为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员、SCIA仲裁员，曾在青岛海事法

院及山东省高院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审判经验，主要研究方向为保险
法、海上运输等。

成员7 李连君
李连君为香港礼德齐伯礼律师行合伙人、SCIA仲裁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国际海事法、海上运输法、国际贸易法、船舶融资与买卖、国
际经济贸易与海事仲裁法、英国法及香港法等。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认识中外海商法学的发展概况与历史脉络。

2.通过案例掌握海商法的相关知识，夯实海商法的理论基础。

3.通过现实中的海商法诉讼和仲裁案例的学习与分析，训练运用海商法知



识与方法研究境内外海商案件的能力，开拓知识视野，提升思维能力，提

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复杂海商事案件的实务能力。

4.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诉讼、仲裁案例分析，提升学生进行案例

分析的能力。

*考核方式（Grading） 平时成绩一般占总评成绩的 3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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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

第九周 4 4

第一讲 海商法概论

一、海商法的起源与发展

二、海商法的形式与特点

三、海商法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

四、国际海商争议解决的新发展

第十周 4 4

第二讲 船舶与船舶物权

一、船舶物权概述

二、船舶所有权、抵押权

三、船舶优先权、留置权

四、船舶物权争议解决

第十一周 4 4

第三讲 海上货物、旅客运输

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三、海上货物运输国际公约

四、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

五、海上运输争议解决

第十二周 4 4

第四讲 船舶租用

一、船舶租用合同概述

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

三、定期租船与光船租赁合同

四、船舶租购合同

五、船舶租用争议解决

第十三周 4 4

第五讲 海事法

一、海事法概述

二、海事法的含义与特点

三、海事法的发展趋势

第十四周 4 4

第六讲 海上保险

一、海上保险合同概述

二、海上保险合同法

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四、船舶保险合同

五、保赔保险合同

六、海上保险争议解决



第十五周 4 4

第七讲 海事诉讼

一、海事纠纷与海事诉讼

二、海事诉讼管辖

三、海事请求保全

四、海事强制令

五、海事审判程序

第十六周 4 4

第八讲 国际海事海商争议解决实践的新趋势与新发展

一、国际海事海商争议解决实践的新趋势

二、国际海事海商争议解决实践的新发展

三、国际海事海商仲裁的发展趋势

四、海事仲裁的典型案例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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