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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件摘录

海损理算第一案

“海东”轮1965年4月9日自厦门驶往香港途中触礁，船

体严重破损，船舶返回厦门修理。船东宣布共同海损。

国内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汇集中国贸促会，共同研究，

查阅资料，经过3年的努力，于1968年编制完成理算书。

海外现场办公

七十年代，海损理算处派员同货方及其他有关方一起

赴非洲现场协助处理“斯巴马托利工程师”案的相关事宜。

在船东弃船及货物严重损坏的情况下，安全地将货物运回中

国；并通过编制理算书，协助保险公司完成了索赔工作。

集装箱船舶的共同海损

某集装箱船舶在驶往欧洲途中搁浅，船上载有集装箱

三千余个，船东委请国外理算师协助收集共同海损担保。案

件的最终结算显示，收集货物共同海损担保的费用大大的超

过共同海损理算的费用。

某集装箱船舶自中国驶往欧洲港口途中发生海损事故，

船东宣布共同海损。海损理算师同船东在目的港的代表相互

配合，使用中国特色的简单方法，顺利完成了的货物的共同

海损担保收集工作。大大降低了收集担保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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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费用提供咨询意见

某轮因意外事故被拖入避难港，海损理算处应有关方要

求赴避难港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海损理算师利用其专业知识协助船东就该案所请求的救

助费用提供相关意见，使救助费用最终达到一个各方都认为

合理的金额。

早期事故处理

某轮在满载下搁浅。在决定是否签定“无效果，无报

酬”的救助合约时，船舶保险人同意签署“无效果，无报

酬”的救助合约。但在救助意向上，当时救助的意愿是完成

脱浅后将船舶直接拖带入避难港。

海损理算师在了解了搁浅船舶状况后建议，可考虑将救

助请求限定在船舶起浮上。船舶起浮后，经验船师检验符合

自航条件。

由此，避免了起浮后的拖带在“无效果，无报酬”的救

助合约下可能产生的较高救助报酬。

灵活处理案件

中、日、韩航线发展迅速，而航线中的一些船舶也不时

会在日本和韩国海域发生海损事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

行正式的处理（宣布共同海损），往往会影响到船舶的正常

运营，也会不可避免地因在日本和韩国进行永久性修理而产

生较高的修理费用。

海损理算师通常会根据上述情况出具一份简单处理案件

的意见。以代替编制正式理算报告，最大限度地保障不因事

故而影响已经订立的船舶营运计划。



59

四
十
年
历
程

简易理算

某轮在海上航行中发生海损事故，宣布共同海损。海损

理算师考虑该案相关费用虽然金额较大，但项目较少。建议

编制简易理算书，由此既降低了理算费用，又缩短了索赔的

时间。

沿海共同海损

某沿海运输船舶发生海损事故，船东宣布共同海损，

海损理算处根据中国海商法及北京理算规则编制了海损理算

书。

碰撞案件的第二步理算

某轮与他轮发生碰撞，双方互有责任。船舶共同海损和

单独海损理算赔偿顺利完成。

海损理算师根据双方的索赔清单，律师的工作报告（包

括双方责任确定及各项索赔的最终同意金额）等编制了“索

赔划分及碰撞责任下的索赔”报告，将本船各方的损失以及

支付的赔偿（包括共同海损分摊及单独海损赔付等）给予划

分，并计算出船舶保险单碰撞责任下的索赔，将已经支付分

摊和赔偿的各方利益，及船东的船期损失索赔等给予了清晰

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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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法院委托进行理算

某沿海运输船舶在航行中搁浅，船体受损严重，后经救助脱

浅。

船东同船舶保险人就赔偿问题产生分歧，并诉诸法院。

为了计算相关损失，法院正式委托海损理算处进行共同海损

和单独海损理算。所编制的理算书，为法院顺利解决船东及

船舶保险人之间的赔偿纠纷提供了有力依据。

受保险公司委托协助审核由国外理算机构
编制的理算报告

某外国油轮开航不久发现舵丢失，船东安排将船舶拖入

避难港并在那里将货物转运。船东宣布共同海损，编制完成

理算书后，向中国的货物保险人要求分摊。

货物保险人委托海损理算处审核该理算书，征求意见。

审核过程中，海损理算师就理算书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国货物

保险人提供了相关建议。最终，中国货物保险人根据海损理

算师的意见成功地拒付了不合理的金额。

联合理算

某轮发生共同海损事故，运输合同中规定理算地为国

外。中国船东在考虑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后，希望由海损理算

处理算案件。海损理算处通过与国外理算机构建立的关系采

取联合理算的方式。案件的处理既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又保

证了有关方索赔工作的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