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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中海事仲裁机制的重要性 

 

谭国戬 刘琦 陈晓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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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地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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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国内十

大海事法院的制约、以及我国对海商事仲裁的重视程度不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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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中国十大海事法院相比，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的受案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与其他航运国家相比较，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也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文以中国海事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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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探讨有利于为广州南沙的发展提

供海事仲裁服务的机制，本文认为，为进一步有效解决广州南沙海事仲裁机制的

缺失，同时也为广州南沙海事争议纠纷提供参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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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海商业务发展及争议解决机制现状 

经济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而交通、商贸则是促进经济成长的两大主要因

素。古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将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方

式，截止今日，许多国家也将海上运输方式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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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中国海事发展历史悠久。但从目前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在海事争议解决

问题上未有权威地位，未得到国际认可。而近年来，中国海事争议纠纷剧增且纠

纷解决集中在十大海事法院。仲裁作为全球主要航运国家受理大量本国或涉外的

各种海事海商争议案件的处理方式，譬如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美国海事仲裁员

协会等，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近年我国海商业务发展概述 

 中国是大陆国家，亦是重要的海洋国家。我国有 13个面临大海的省和自

治区，在四个直辖市中有两个是港口城市，其中沿海地级市、县级市已有 100

多个，除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外，还有 60多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中

国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海事海商业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据中国涉海数据统

计，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造船总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

吐量持续位居世界首位。可见，我国的海洋，贸易、海商事业务量等在世界占

有一席之地。2 

（二）目前我国海事海商案件争议解决机制与现状 

我国在海事海商业务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该领域的争议解决问题上

未有话语权。近年来，我国的海事海商的业务发展迅速，呈现逐年递增的现象。

为促进和保障我国海运事业发展，国内的海事海商争议解决机构应运而生。我国

主要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解决机制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海事争议。但与世

界航运发达国家中以仲裁为主的争议解决方式相比较，我国在解决海事争议纠纷

时多呈现出“大诉讼、小仲裁”的局面，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海事纠纷的

占比大。 

经了解，当下中国专门受理海事争议案件的唯一仲裁机构是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其成立标志着中国海事仲裁事业的起航。1959年 1月 22日，该仲裁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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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设有上海总部，在

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州、舟山、海口设有分会/仲裁中心；在大连、青

岛、宁波、广州、南宁等国内主要港口城市设办事处。为满足行业仲裁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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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要，中国海仲下设航空争议仲裁中心、航空争议调解中心、建设工程争议

仲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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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中的海商发展

与海事仲裁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广州南沙与海事商事有关的交易量、交易类型快速增加，

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由此引发的海事争议亦逐年

递增，法律环境亦变得更为复杂，已经形成集中海事纠纷的爆发地。从高效便捷

处理区域性纠纷的角度出发，推进专门的南沙海事仲裁机制具有迫切性及必要

性。 

（一）广州南沙的海商发展现状与前瞻 

广州南沙设有重要的枢纽港口，航运业在南沙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

据重要地位。据统计，包括南沙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00万标箱，粤港澳三地港口共同形成了全球客货运量

最庞大的湾区港口群。大湾区内90%以上的外贸货物、95%以上的煤炭、99%以上

的原油和铁矿石运输是通过航运来完成的。4可见，南沙的海商业务发展壮大，

而安全、绿色、高效的航运秩序已经成为南沙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广州南沙的海事海商争议解决机制现状与制约 

根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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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1 件。5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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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每年上千件海事案件的受案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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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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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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徘徊不前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呢？可能

的原因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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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仲裁委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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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决纠纷的却微乎其微。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宣传推广的主体是商会，其宣传目的极其容易被误以为是为了商业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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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事案件争议的特殊性。海事法律关系不可避免的具有涉外性、复杂性、

流动性等特殊性质，以致于静态的合同无法完全呈现，由此导致无法通过合同条

款来约束各方当事人；此外，中国的许多船舶是国外的保赔协会会员，鉴于该协

会与保险公司均拥有长期合作的海外律师事务所，而海外仲裁机制作为主要解决

海事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选择海外仲裁已经成为常态的争议解决方式。 

3、受到国际老牌仲裁机构的冲击。国际老牌仲裁机构的国际地位具有不可

替代性，譬如，英国伦敦仲裁院。它是国际社会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常设仲裁

机构之一，任何国家的任何国际争议均可提交该仲裁院，特别以海事仲裁在国际

社会中享有盛名。该仲裁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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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惯例深受英国海商法的影响。相较之下，我国相关部门对中

国海事仲裁的重视程度不高，推广力度不足。 

4、受到国内海事法院的制约。国内海事法院的一审诉讼费用的收费标准低

于仲裁收费标准，且海事法院就标的额小、国内或涉外性质的沿海海事纠纷问题

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服务网络，给当事人参加庭审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根据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

讼或者仲裁程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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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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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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不足等原因，导致包括南沙在内的横琴、前海双合作区呈现“大诉讼、小仲

裁”的局面。若充分发挥海事仲裁解决机制，既能减少十大海事法院的压力，又

能高效专业的解决海事纠纷。 

三、推进广州南沙海事仲裁机制的法理依据与前瞻性 

自香港澳门回归后，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以下称《香港基本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以下称《澳门基本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二条可知，两特别行政

区的行政区域虽然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但是保留原来的法律，享有高度自治的

权利。而根据两基本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提出了可与全国其他地

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这为推进南沙

多元海事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南沙海商事业务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的海商事纠纷。

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机制具有高效、专业、便捷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因此，推进并完善南沙海事仲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现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案

件的涉案情况、海事仲裁机制的重要地位、以及设立南沙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必要

性角度进行分析。 

（一）涉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案件涉案量大、占比重 

以广州海事法院为例，2021年 8月 12日下午，广州海事法院召开线上海事

审判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0年广州海事法院海事审判白皮书。这是广州海

事法院第五次以中、英、葡三个语种发布白皮书，也是自 2010年以来连续第十

一次以中、英双语发布白皮书。根据白皮书通报的广州海事法院 2020 年海事案

件审判情况可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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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显示，2020年，广州海事法院全年共受理案件 3454 件（含执行

案件 1214 件），其中新收案件 2860件。结案 2865件，结案率 82.95%。全年结

收案比为 100.17%，同比上升 1.51个百分点。执行结案率为 92.42%，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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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个百分点。6其中，有财产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率 95.83%，终本案件合格率

100%，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 100%，网拍覆盖率达到 100%，执行到位金额 81288.1

万元。上述的数据显示情况与前述提及的中国唯一的海事仲裁院的受案量情况形

成了鲜明对比，海事仲裁机制未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地位。 

（二）海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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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国海事仲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还未得到充分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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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是由中国贸促会从具有航运、法律、港口等方面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的中外专家中聘任的，这些仲裁员共同建成一支高水准的仲裁员队伍。 

2、海事仲裁的程序较为灵活和高效。譬如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在实施简

易程序的仲裁案件过程中，要求在开庭之日起 30天内或组庭之日起 90天内作出

裁决。 

3、海事仲裁结果的保密性更强。在仲裁机制创造良好的保密环境之下，仲

裁员能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公平正义高效的进行裁决，以避免受到舆论压力

而有失公允。 

4、海事仲裁更加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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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立南沙海事仲裁委员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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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多家媒体报道我院 2020 年白皮书发布

https://www.gzhsfy.gov.cn/web/content?gid=93219，最后访问时间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 

https://www.lawtime.cn/zs_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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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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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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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未完全含括包括南沙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

无法为南沙提供优质、快捷便利的海事仲裁法律服务。为此，建议专门在南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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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进广州南沙海事仲裁机制建设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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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并推行南沙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推进广州南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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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严格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选任 

南沙在选任海事仲裁员时，要注重各地区仲裁员比例的聘任，引入和监督高

素质人才。选聘具有从事航运、外贸等丰富经验以及法律界等专业人士作为人才

储备的首选队伍，此外，应当以案件质量为立足点，加快建设并推进正规化、专

业化和职业化的仲裁队伍，助力海事仲裁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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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62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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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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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选择海事仲裁解决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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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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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广

州南沙海事仲裁机制，通过海关、海事局等行政机关的配合，确保海事仲裁裁决

执行以及保全措施的完成。关注市场需求和集群效应，提供优质的仲裁服务，更

是为广州南沙的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