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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事仲裁机制是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一，高效、便捷、专

业是它的代名词。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当事人选择诉讼方式解决海事

纠纷远多于选择仲裁的方式，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老

牌仲裁机构以及国内十大海事法院的制约、我国对海商事仲裁的重视

程度不够等。中国十大海事法院上千的受案量与国内唯一的中国海事

仲裁委员会每年不到 3 位数的受案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以中国海

事委员会与中国海事法院为研究对象，分析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以

及探讨出有利于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海事仲裁服务的机制，同

时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争议纠纷提供参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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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中国唯一解决海事纠纷的仲裁机

构，但与中国十大法院、甚至与其他航运国家相比较，其未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通过国内外现状的对比，以及分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受

案量少的原因，进一步剖析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仲裁机制的必要

性，并为初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仲裁机制提供相关的意见建议，

以有效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仲裁机制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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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

（一）国外现状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全球与海事商事有关的交易量快速增多，与

此同时，不可避免引发的海事争议亦逐年递增，法律环境变得更为复

杂。全球主要航运国家基本通过仲裁方式受理大量本国或涉外的各种

海事海商争议案件，如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美国海事仲裁员协会等，

呈现出“大仲裁、小诉讼”局面。并且这些海事仲裁机构已创设独特

的仲裁规则，并备有仲裁员名单供当事人选用。这种通过仲裁方式解

决海事纠纷更具高水准、高效率的特点。

（二）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海事海商争议案件亦在不断增加，特别是粤港澳大湾

区。虽然我国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

化方式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海事争议。但与世界航运发达国家相比较，

我国在解决海事争议纠纷时多形成“大诉讼、小仲裁”的局面，当事

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较多，而通过仲裁方式较少。

经了解，目前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专门受理海事争议案件

的唯一仲裁机构。它成立于 1959 年 1月 22 日，设立于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内解决国内外海事海商、交通物流以及其他契约性或非契

约性争议的常设仲裁机构。中国海仲设在北京，在上海、天津、重庆、

广东、香港、福建、浙江设有分会；在国内主要港口城市，大连、天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B%B2%E8%A3%81%E8%A7%84%E5%88%99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B%B2%E8%A3%81%E6%9C%BA%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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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设有办事处。为满足行业仲裁和多元化

服务的需要，中国海仲下设航空争议仲裁中心、航空争议调解中心、

计量争议仲裁中心、物流争议解决中心、渔业争议解决中心、海事调

解中心等业务中心。分会可以受理和管理仲裁案件，并与中国海仲北

京总会适用统一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
1

但根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2019 年年度工作报告可知，近四年

中国海仲受案量情况为：2016 年 69 件；2017 年 72 件；2018 年 65

件；2019 年 91 件。
2
可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近几年的案件受理量

均未超过 3位数，相较于其他仲裁机构每年几百件甚至上千件的受案

量，或是相较于中国十大海事法院每年上千件的受案量，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的受案量的确甚少。海事仲裁委员会作为专门为解决海事方

面争议而设立的组织，采用仲裁方式解决海事争议。这种方式不仅历

史悠久，而且被国际上普遍承认并采用。那么当下中国唯一的海事仲

裁委员会受案数量徘徊不前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呢？可能的原因

如下：

一是宣传力度及深度不够；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至今已经六十多

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在

内外航运界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但是最终选择中国海事仲裁的却微

乎其微。因为单靠商会宣传推广很容易被误以为是为了利益。而且过

去几十年的宣传只是浅层的，如何让大家主动地接受并使用海事仲裁

1 简介.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2 2019年年度报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B%B2%E8%A3%81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B5%B7%E4%BA%8B%E4%BA%89%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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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争议，需要整个立法、司法及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以

及需要商会更深层次的宣传。

二是海事案件争议的特殊性；一方面，海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

海事法律关系具有特殊的不平等性、流动性和涉外性，往往无法通过

静态的合同所体现，给通过仲裁条款约束海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造成

了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船舶是国外的保赔协会会员，保险公

司和保陪协会又有长期合作的海事律师事务所，已经长期习惯了在伦

敦仲裁。

三是受到国际老牌仲裁机构的制约；据了解，伦敦仲裁解决了世

界海事争议的很大一部分，世界各国的法律以及国际公约、国际惯例

受到英国海商法的影响深远。而相比之下，中国海事仲裁在我国都得

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且当下只有商会在宣传推广中国海事仲裁机

制。因此，国际海事案件受到伦敦仲裁的排挤。

四是受到国内海事法院的制约；对于小标的、涉外或纯国内的沿

海海事纠纷，因为海事法院形成了第一线的服务网络，十分便利当事

人参加诉讼，并且一审诉讼收费低于仲裁，所以很大一部分当事人选

择诉讼而非仲裁。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的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

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可

见，申请扣船的当事人更愿意直接在扣船地法院提起诉讼，以便于未

来法院判决更容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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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以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受重视

程度、便利程度不足等，导致中国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大诉讼、

小仲裁”的局面，如果部分案件是选择通过海事仲裁方式解决，既能

减少十大海事法院的压力，又能快捷专业的解决争议。故，建议加大

力度宣传海事仲裁机制，相关部门亦应更加重视海事仲裁机制。

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仲裁机制的必要性辨析

（一）涉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案件涉案量大、占比重

如前述可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中近四

年中国海仲受案量情况，就算与十大海事法院之一广州海事法院 2019

年海事案件审判情况相比较，亦是少之甚少。根据白皮书通报的广州

海事法院 2019年海事案件审判情况可知，2019年涉粤港澳大湾区案

件具有案件量大、占比高、执行难等特点，详细如下：

1、一审诉讼案件大幅上升。全年新收一审诉讼案件 1946 件，占

新收案件的 57.6%，同比增长 63.1%。一审诉讼案件结案 1847 件，占

结案总数的 56.6%，同比增长 42.1%，一审诉讼案件新收和办结数量、

占比同步大幅上升。

2、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占比高。2019 年共受理涉外和港澳台地

区案件 725 件，占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 29.15%，审结 616 件，占一

审案件的 23.91%。

3、涉港口纠纷集中显现。2019 年共审理涉港口作业、港口建设、

港口疏浚、港口货物保管等海事案件 54件，涉案标的额达 1.4 亿元，

为重点港口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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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民生案件数量较多。2019 年共审理涉民生案件 259 件，涉

案标的额 5715.85 万元，全力维护船员、渔民、海难事故受害者及近

亲属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全年共审理 5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和水域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涉案标的额 4151.08 万元。

5、稳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在“南粤执行风暴 2019”执

行专项活动中，执结率 89.88%，执行到位金额 14.5 亿多元，顺利通

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评估验收。

6、网络司法拍卖溢价率较高。2019年度执行网拍 94次，成交金

额 1.2亿元；网拍成交平均溢价率 71.97%。其中执行拍卖船舶 52艘

次，成交金额 8883.5万元，平均溢价率 67.8%。
3

（二）海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海事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不可避免地

海事纠纷的需求亦会非常大。但是近年来海事法院的案件量居高不

下，而海事仲裁的受案量又徘徊不前，这说明我国海事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海事仲裁目前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优

势和作用。实际上，海事仲裁机制相较于海事诉讼有着不可替代的优

越性，具体如下：

1、海事仲裁的仲裁员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海事从业者。如中国

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从具有航

3 广州海事法院发布涉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审判暨 2019年海事审判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市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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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港口、保险、法 律、物流等方面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外专

家中聘任，建成高水准的仲裁员队伍。

2、海事仲裁的程序较为灵活和高效。如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根

据《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简易程序的仲裁案件在开庭之日起 30

天内或组庭之日起 90天内作出裁决，一般仲裁案件审限为组庭之日

起六个月。

3、海事仲裁结果具有保密性。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员能够运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仲裁机制创造良好的保密环境，使得仲裁员更加公

平和高效地处理纠纷。

4、当事人意思的高度自治。经仲裁委员会同意，当事人可以选

择仲裁的语言、仲裁适用的实体法，这样可以完全排除外界干扰，体

现当事人高度的意思自治。

（三）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无法有针对性、高效快捷的处理粤港

澳大湾区海事争议纠纷

一方面，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设在北京，在上海、天津、重庆、

广东、香港、福建、浙江设有分会，分会可以受理和管理仲裁案件。

在大连、广州、天津、宁波、青岛设立办事处，但是办事处仅是仲裁

委员会及分会的仲裁专业联络和宣传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

在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举行设立仪式，其首个在内地以外的仲裁中心，提供国际

海事争议仲裁服务，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澳门并未设有海事仲裁中心

以便于解决纠纷。

https://www.lawtime.cn/zs_22333/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62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62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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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案件涉案量大、占比重，并且所有

的案件压力聚集在海事法院，未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

海事仲裁。虽然此前中国存有唯一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但是宣传

力度及深度不足，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且设立的分会、办事处

未完全含括粤港澳大湾区，无法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优质、快捷便利

的仲裁法律服务。为此，建议专门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有针对性的海

事仲裁委员会，即能够方便该地区域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又能

够减轻海事法院的压力。

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可行性分析与建议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

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为实现设立粤港

澳大湾区仲裁委员会助一臂之力。此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

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决策部署，仲裁成为现代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国内唯一的海事仲裁机构，设立并推

行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委员会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事仲裁委员会平台建设

一方面，建立便于当事人立案、申请中止仲裁等操作的平台建设。

制定规范的海事仲裁规则，细化仲裁审理要点、审查程序、收费标准

等，发展海事仲裁中的小额仲裁程序；另一方面，建立电子卷宗共享

平台，通过平台快速上传裁决、审判数据，打破过去仲裁委与人民法

院一直缺乏制度化的沟通协调渠道，搭建司法与仲裁良性平台。最后

确保海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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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选任，注重人才储备

粤港澳大湾区在选任仲裁员时，要注重各地区仲裁员比例的招

聘，引入和监督高素质人才。具有从事航运、外贸等丰富经验以及法

律界等专业人士是人才储备的首选队伍，应当以案件质量为立足点，

加快推进仲裁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

（三）提高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机制的知晓率

商会应当加大宣传通过海事仲裁解决争议的优势地位的广度与

深度，以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大对

海事仲裁的重视程度，通过政府宣传更具有公信力，增强当事人对海

事仲裁的信任。

四、结语

构建完善的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于国内/国际航运中心

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断扩充和完善海事司法信息集聚与

利用功能，探索建设“数据法院”；通过海关、海事局等行政机关的

配合，确保裁决执行和完成保全措施。当然，关注市场需求和集群效

应，提供优质的仲裁服务，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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