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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湾区建设  
 

 

• 功能 

 

                       综合运输体系重要枢纽  

                       九市二区，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依托，以泛珠三角地区为腹地 
 

• 定位 

 
                     中国经济新引擎、新经济策源地 
 

                     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 

                     发挥“海港”和“空港”枢纽双引擎叠加优势 

                     自贸试验区  

                     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制造中心  

                     投资中心  

                     企业孵化中心  

 

 



1、 大湾区建设 

•  航运中心应该覆盖的领域 

 

                       港口航运 

                       港口设计建设 

                       航道疏浚 

                       海上救助打捞 

                       金融保险 

                       海事法律仲裁 

                       口岸通关 

                       临港工业（造船基地、珠三角装备制造业） 

                       物流产业（海港枢纽、航空枢纽） 

  

  

 

 



1、 大湾区建设 

• 国际航运运输方式的多样化 
  
                       运输方式发生改变, 杂货集装箱化 
                        
                       可航船舶总量在减少，船舶吨位增加 



2、大湾区与长三角的对比 
 

 
  

•   人口对比 

     长三角人口 约1.5亿 

     大湾区人口6956万 

 

•   区域影响力对比 

    上海：名列2018全球国际航运中心第四名，辐射长江经济带  

    大湾区：广州港、香港、深圳港三个世界前十的港口 

                      珠三角众多的机场，人流，物流，资金流 
  

 
  
  

 

 



 

2、大湾区与长三角的对比 

 
 

  
•    上海、宁波、广州海事法院收案数据对比 

  
  
  

 
  

 
  
  

 

 

2017年收案 2017新收案件立案标的总额 

上海海事法院 5207件 28.9亿元 

宁波海事法院 5541件 76.9亿元 

广州海事法院 2614件 79.34亿元 



 

3、大湾区目前各自为政，需要优势整合 
 

 

 

  
•   城市建设方面： 

 

      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 

 

      以湾区整体来规划产业和城市功能 

  

      将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地域和涵盖范围扩大到深圳、珠海和湛江 

  
  

 

 



 
3、大湾区目前各自为政，需要优势整合 

 
 

• 司法资源方面： 

      深圳：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前海物流仲裁中心； 

                   贸仲和海仲华南分会； 

                   最高法院深圳巡回法庭 

                   最高院在深圳设立国际商事法庭 

      广州：广州仲裁委，下设东莞分会、中山分会、 南沙国际仲裁中心 

      南沙：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 

                  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 

                  湾区法商研究院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南沙办公室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南沙调解室 

 
•   

 

•   
 



4、建立大湾区国际仲裁院的必要性 
 

 
  
一国两制三法域 
  
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合作平台 
  

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并将《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延伸至香港、

澳门。这意味着仲裁是最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纠纷解决方式。  
 

  
  

 

 



4、建立大湾区国际仲裁院的必要性 

 
•   设立大湾区国际仲裁院 
  
     便于三地案件统一受理 

     便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 

     便于统筹规划，集中管理，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   司法上做一个配套服务，设立航运物流仲裁中心 
  
     有利于激发港航产业活力 

     高度集聚航运要素， 

     大幅提升国际航运枢纽功能 

     增强大湾区的国际航运话语权 
  

 
  
  

 

 



 

二、海事律师的现状  
 

 

 
  

1、 从业人数 

2、 海事律师现状 

3、海事律师从业领域 

 
  

 
  
  

 

 



 

1、 从业人数 
 

 

 
 

•  全国律所和律师人数（内所、外所） 
  

    内所数据： （截至2018年5月） 

     律所总数> 2.8万家  

     律师总人数> 36.5万  

 

     外所数据： （截至2018年10月19日）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215家（2017年是244家）  

     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60家 （ 2017年是64家 ）   
  
•   业务总量： 
     
    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律师业务总量从240多万件增长到440多万件 
 
    海事业务：当前航运市场仍处于萎缩状态 

 
  

 
  
  

 

 



 

2、 海事律师现状 
 

 

 
 

•   海事律师从业人数,比例 
  
 
    全国海商海事律师大约800多名，是专业化、小众化的律师团队 
 
    占全国律师总人数比例0.2% 
 
 
   
•  中国海事律师的业务分布 
 
 
     业务沿海岸线分布，具有以海事法院所在地港口城市为中心的特点 
  

 
  

 
  
  

 

 



 

 

2、 海事律师现状 

 
 

 
 

•   特殊的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 
  
     海事律师的来源：  
 
    大连和上海两个海事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 
  
    各政法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  
 
    海外留学回国人员  
 
    曾在海事法院工作担任书记员或助理审判员，或审判员的离、退休人员  
 
    曾在企事业单位工作过的并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员 
   
  （航运公司、货代或船代公司、保险公司等）  

 
  

 
  
  

 

 



 

 

2、 海事律师现状 
 

 

  
 
 

•   海事业务的复杂性 
 
 

 
      涉及航运、保险、船舶建造、打捞 

 
  

 

  
  

 

 



 

 

3、海事律师从业领域 
 

 

  
 
 
• 实务领域：律师、公司法务 
 
•  政务部门：海事局、海事法院、仲裁机构 
 
•  科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  
 
•  其他与航运法律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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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大湾区建设存在的不足 
 

 

 

 
 

 
 
•  现代航运服务体系不完善 
  
     航运服务要素集聚 
 
     建设发展滞后 
 
     航运交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现代航运服务业不够发达 
  

 
  

 
  
  

 

 



 

 

1、 目前大湾区建设存在的不足 

 
 

 
 

•   法律服务营商环境需要提升  

目前，可以由粤港律师在前海设立联营所，粤澳律师在横琴设立联营所，但是，
三地联营的律师事务所还没有建立 
  
•   律师、仲裁员资质壁垒  

广东律师可否在港澳从事非诉讼法律业务，港澳律师可否直接在广东从事非诉讼
业务？  

澳门和葡萄牙的律师可以到对方的城市去执业，但是，内地和澳门的律师却不能
到对方的城市执业  

仲裁员的资质，三个法域各不相同，能否统一标准，多渠道吸收优秀律师充实仲
裁员队伍？  
 
•   人才流动审批程序复杂  
     人才政策：香港有“优才计划”，澳门有技术居留，广东有激励措施 
     各地人才流动申请审批程序复杂：可否开通工作绿色通道 
     专业资格互认：驾驶证互认（比如澳门和内地即将签署驾照互认协议），律师
资格互认、仲裁员资格互认等等 

 
  
  

 

 



 

 

2、参与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湾区 
 

 

 

 
 

建议： 
 

争取中央和地方，包括省政府的支持，将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地域和涵盖范
围扩大到深圳、珠海和湛江， 大力建设大湾区，有利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
互补优势整合 
  
推进大湾区航运服务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的衔接 
 
参与制订大湾区航运市场一体化政策 
 
（港澳航线船舶按照国内航线管理、粤港澳船员实行免签等） 

 
  

 
  
  

 

 



 

3、参与大湾区制度设计和部门的建立 
 

  
• 完善航运司法服务 

 

• 开展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试点工作，支持区域间专业人士执业资格的
互相认可 

 

• 争取让贸仲和海仲华南分会迁到广州，确立广州作为华南海事仲裁和诉讼争
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4、参与大湾区国际仲裁院的建设 

 

  

•  组建大湾区国际仲裁院， 提供多种语言，三种法系审理模式选择 

 

• 为航运物流、金融保险、航运服务等国际商事纠纷提供公平公正的国际仲裁
服务 

  

• 拓展国际航运仲裁服务，创新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提高仲裁公信力 

 

• 深入开展国际仲裁交流与合作，结合航运仲裁法律法规及国际仲裁公约，研
究制定开发能够的仲裁规则 

 

• 建设国际航运专业化仲裁员队伍 

 

 



 

5、呼吁政府政策扶持和人才资助 
 
 

  
 

• 落实CEPA（《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
加强与港澳航运律师、会计审计、咨询等服务业合作与交流 

  

• 倡议政府加大对大湾区人才战略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 

 

      经费用途：重点用于海事法律学术前沿研究、建设航运法律人才培训基地、
引进培养航运法律高层次人才、对外交流等方式来吸引人才、历练人才 

 

      经费数额：建议提供八位数的经费支持，财政拨款 

 



 

 

6、 参与制定标准交易文本、合同文本 

 

  

•  参与制定标准交易文本、合同文本 

 

 



 
 

                           
发言人：王 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海商海事专业委员会    主任 

 

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 

 

Tel: 86-020-8393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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