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审判工作发展的若干意见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6_9C_8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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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审判工作发展的若干意见(法发[2006]27号) 海事审判是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11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首

次明确了海事法院的法律地位。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这一决定

，先后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武汉、海口、厦

门、宁波和北海设立了10个专门审理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的海

事法院。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不服其辖

区内海事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并对海事法院

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

事审判工作。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建立专门海事司法机构

最多的国家。 海事法院成立以来，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遵循海事审判规律，不断

完善海事诉讼制度，不断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专

门审判职能，依法公正审理了大量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为经

贸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司法保障，为建立规范的

海事审判制度、完善海事立法以及海事法律的研究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目前，海事司法已成为中国司法的对外窗口

，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不断增强。 进入21世纪，海事审判工

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不断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对外经贸和航运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国际航运中心和区域航运中心建设方兴未艾，海运经济和



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一领

域的司法保障需求日益凸显。随着经贸航运事业的迅速发展

，海事海商纠纷不断增加，海事法律关系日趋复杂，海事审

判任务越来越重，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严峻，加强海事审判

工作势在必行。 一、海事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指导原则 1.

今后五年海事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围绕

“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遵

循海事审判工作规律，健全和完善海事审判制度，规范海事

司法行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努力实现法官职

业化，全面提升我国海事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经贸和

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为实现“十一五

”规划的奋斗目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2.加强海事审判工作，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海事审判工作发展思路

，又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海事司法制度，

保持开阔的国际视野，公正维护国际航运市场秩序。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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