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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4_BA_BA_E5_c122_480228.htm 内容提要 由于我国

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锚地和航道的具体管理人，所以当发生

船舶碰撞海产养殖物纠纷时，船东赔偿了受害人以后，往往

可以从保险人或者船东互保协会取得赔偿。但保险人和船东

互保协会赔偿以后，就不再继续追偿了。本文结合现行法律

法规的规定，分析后得出结论，保险人和船东互保协会依法

提起行政诉讼，向海洋局和港口局追偿是有法可依的。 长期

以来，中外船舶在我国的航道或者锚地碰撞海产养殖物以后

，都要承担经济责任。而这个赔偿责任最后总是落在保险人

或者保赔协会的肩上。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保险公司的惯

常做法，保险公司和保培协会在赔偿船东以后，也就不再代

位追偿。这种做法是否合法且正确？笔者经过对中国现有法

律法规的研究和思考以后，认为在确定维护和保养锚地和航

道的主体以后，保险人向其提起行政诉讼，并追偿经济损失

还是有法可依的。 关键词 船舶碰撞水产养殖物纠纷-保险人

追偿途径-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诉讼 一、保险人追偿的客观要

求 任何一个诉都需要有事实和理由，即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

事实，而该法律事实又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或者行政法律

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如果船舶所碰撞的海产养殖物位

于航道和锚地以外，保险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任何人行使代

为求偿权；而只有船舶所碰撞的海产养殖物位于航道和锚地

以内时，保险人才有可能向有关方行使代为求偿权。 另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锚地和航道的具体方位必须在合法有效的海



图上有明确的标示，而船舶的航行不得有偏离航线的任何污

点。 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航道和锚地的各种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 这个条例是1954年1

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该条例第十条规定：

“ 海港之水域，包括港口所占有之水面与水下、船舶出入港

口之航道、一切锚地与泊位、与港口相通并为港口所需要之

汊港支流、以及与海港将来有发展可能之贴近水域。” 从上

开发条不难看出全国各港口局代表国家对港口行使所有权，

而港口的范围则包括了航道和锚地。据此，港口局对航道和

锚地负有维护和保养责任，就有了法律依据。 2、《中华人

民共和国港口法》 《港口法》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有

关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用于港口公用的航道

、防波堤、锚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显然，《港口法》的规定与54年的海港管理条例

发生了矛盾。但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还是以《港口法

》的规定为准。就上开法条的文意解释，似乎港口局不应承

担航道和锚地的维护保养责任，而应由各地方政府负责。但

因为港口局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对港口实施管理的当然

代表人，所以全国各港口局就应当对航道、防波堤、锚地等

港口设施承担维护和保养的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道管理条例》 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国家批准计征港

务费的沿海和内河港口，进出港航道的养护费由港务费开支

。” 上开法条的规定，明确了维护和保养航道的费用是港务

费，即船舶港务费和货物港务费。 4、《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收费规则》 我国的港口收费规则分为内贸和外贸两部分，

在收费规则中所规定的货物港务费，明确规定是公益性收费



。内贸的货物港务费由港口经营人收取，外贸的货物港务费

由港口局和港口经营人各收取50%。 依据港口收费规则的上

述规定，港口局对锚地和航道承担维护和保养的责任是毋庸

置疑的。但港口经营人作为一个公司法人，行使行政权力收

取公益性费用，着实令人费解。从谁收钱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看，既然港口经营人收取了公益性的费用，就应当与港口局

共同承担起维护和保养航道和锚地的义务。 5、《港务费收

支管理规定》 1990年，交通部和财政部以（90）交财字566号

文，发布了《港务费收支管理规定》。该规定不仅对货物港

务费的收支作了规定，还对船舶港务费的收支作了规定。即

规定港口局只能收取货物港务费，并规定货物港务费只能用

于航道、泊位、港地和锚地的测量、破冰以及本港挖泥船进

行维护性挖泥所发生的费用。关于船舶港务费，规定由海监

局收取，并规定只能用于码头和港内的灯塔、浮标的修理和

增添必要的附属设备等。 从上述规定也可以看出，港口局对

航道和锚地的维护和保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时间

的推移，今天港口局已经与港口经营人政企分家，货物港务

费也作为一份财产随之分配。在明了我国港口体制的历史变

迁以后，港口经营人应当与港口局共同承担航道和锚地的维

护和保养责任，也就愈加清晰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 该法第七条规定：“ 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

的监督管理。” 上开法条规定了对全国海域行使公权力的主

体，即国家海洋局及全国县级以上的各级海洋局。各级海洋

局代表国家向从事水产养殖的公民或法人核准和颁发海域使



用权证书。从理论上说，经海洋局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所

确定的海产养殖水域，是不应当与航道和锚地的范围相重叠

的。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沿海，有许多地方海洋局所颁发的

海域使用权证书上标明的海域范围，与航道和锚地相互重叠

。这就使得船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三、保险人追偿的途

径 保险人在赔偿船东以后，也就当然得取得了代为求偿权证

书；保培协会在赔偿船东以后，虽然没有代为求偿权证书，

但可以船东的名义进行追偿。依据前述的法律规定，保险人

和保培协会可以通过下述几种途径进行追偿。 1、向海洋局

提起侵权的行政诉讼。 《行政许可法》第七条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

、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

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

要求赔偿。” 由于锚地和航道的范围是一个在长时期内较为

固定的范围，而且是经过一定的程序向世界各国从事航海管

理的政府部门公布的范围。我国出版和发行海图的部门是海

军航海保证部，其发行的海图上都明确地标示了航道和锚地

的范围，所以说海洋局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行政行为，肯

定晚于海图的出版时间。如果此时海域使用权证书上标明的

养殖范围与锚地或者航道重叠，就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

十一条关于实施行政许可，应当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定。因此，向海洋

局提起行政诉讼是有法律依据的。 2、向港口局提起不作为

的行政诉讼。 因《航道管理条例》和《港务费收支管理规定

》都明确规定港口局在收取了货物港务费以后，应当承担起

锚地和航道的测量及养护责任。从测量航道和锚地的角度说



，港口局在发现海产养殖物侵犯了锚地和航道以后，应当主

动与海洋局沟通，或者向共同的上级政府汇报，以便尽快解

决这一航海隐患。如果港口局没有这样做，就应当承担行政

不作为的责任，并赔偿船东因此而遭到的经济损失。 关于港

口经营人，虽然是公司法人，没有行政权力，但由于在《港

口收费规则》（外贸部分）中明确规定，港口经营人有收

取50%货物港务费的权利，依据法律的公平原则，享有权力

就应承担义务。所以说港口经营人应当和港口局共同承担船

东因碰撞海产养殖物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3、向港口局和海

洋局提起共同侵权的行政诉讼 港口局对航道和锚地没有承担

起维护和保养的责任，是一种行政不作为，但对于船东的安

全航行权，却是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海洋局所颁发的海

域使用权证书与航道和锚地重叠，也是一种对公共利益的侵

权行为。保险人如果能够将这两个行政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对于解决锚地的范围和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合法性问题会有很

大的助益，因为这两个行政机关都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而辩解，这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清事实，解决纠纷

。 综上所述，保险人在赔偿了船东以后，向有关的行政机关

追偿，是大有法律依据的。只是港口经营人不是行政主体，

仅因其收取了用于公益事业的行政费用，就将其作为行政诉

讼的被告，似乎还有一点法律上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

本方法还是应当由交通部修改《港口收费规则》。 作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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