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司法解释摘要与释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油

污司法解释”）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生效。该司法解释主要规定了适用范围、案件管辖、

油污责任、赔偿范围与损失认定、船舶优先权、油污责任限制及债权登记与受偿、油污

索赔代位受偿权等方面的内容。现对该司法解释做以下摘要和释义。 
 
第二条（摘要）：就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提起诉讼、申请设立油

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由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管辖。 

 当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引起的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

的其他海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造成油污损害或者形成油污损

害威胁，当事人就船舶油污事故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申请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

基金，由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释义>：本条对适用《1992CLC 公约》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作出了以船舶油污

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集中管辖的原则规定；并对发生在我国域外、适用《1992CLC 公

约》的船舶油污事故引起的纠纷，作出了以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

的海事法院管辖的补充规定。 
 
第三条（摘要）：两艘或两艘以上的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能够按照漏油量

及泄漏油类的危害性合理分开损害的，由各漏油船船舶所有人分别承担责任。不能合理

分开的，各漏油船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时，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

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释义>：本条秉承了《1992CLC 公约》、《燃油公约》的相关规定，对漏油船对外

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漏油船之间如何承担责任予以明确。 
 
第四条（摘要）：船舶互有过失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漏油船所有

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释义>：本条对因船舶碰撞导致的油污事故的责任承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可

以请求漏油船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高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时也提及，

船舶油污事故的责任原则上由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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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字面上来看，本条又未将非漏油船所有人明确地排除在油污责任承担主体的范

围之外，将来可能会引发争议。 
 
第五条（摘要）：油轮装载的持久性油类造成油污损害的，依照《防污染条例》、

CLC 公约确定赔偿限额。 

<释义>：本条明确了无论是国际航线还是国内航线的装载的持久性油类的油轮，在

发生持久性油类泄漏时，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额适用《1992CLC 公约》规定。 
 
第九条（摘要）：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一）清防污等预防措施的费用及损失；

（二）事故船舶之外的有形财产损害；（三）有形财产损害引起的收入损失；（四）因环

境污染造成的收入损失；（五）环境恢复措施的费用。 

<释义>:本条秉承了国际油污基金组织的《索赔手册》中对船舶油污损害的分类标

准，有利于相关索赔、理赔、评估及诉讼活动的开展。 
 
第十一条（摘要）：对遇险船舶实施的作业性质的划分，首先按其开始作业时的目

的划分为防污措施和救助措施。具有双重目的的，按目的的主次比例合理划分费用。无

法合理划分的，平均分摊。 

<释义>：本条确定了划分清污费用和救助费用的标准，原则上解决了对遇难船舶同

时发生的清污费和救助费这两种不同性质费用的分摊问题。 
 
第十五条（摘要）：未经许可从事养殖和捕捞的，主张收入损失，不予支持。但请

求赔偿清洗、修复、更换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 

<释义>：本条虽然规定了对非法养殖/捕捞的收入损失不予赔偿，但对其清洗、修

复、更换的合理费用则规定是可以赔偿的，体现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 
 
第十九条（摘要）：对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油污损害

的赔偿请求，适用海商法中的规定。 

同一海事事故造成前款规定的油污损害和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

偿责任的其他损害，船舶所有人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主张在同一赔偿限额内限制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释义>：本条明确了适用《燃油公约》规定的油污损害赔偿与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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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性质，按照“一次事故，一次限额”的原则，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与同一

事故引起的其他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共同享有同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第二十条（摘要）：以避免沉没、搁浅、遇难船舶中的油类（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

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污染为目的的起浮、清除或其他措施，不能限制赔偿责

任。 

<释义>：本条秉承了《燃油公约》中对以防污染的为目的而采取的上述措施，应当

属于非限制性债权的规定，将这些措施纳入残骸清除范畴，从而排除在非人身伤害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的之外。 
 
第二十五条（摘要）：对于油轮装载持久性油类造成污染损害，受害人主张船舶所

有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的，法院可以对此争议先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释义>：本条对适用《1992CLC 公约》的案件，法院可以先行审理对船舶所有人

是否有权限制其赔偿责任的争议。对于其他非适用《1992CLC 公约》的案件，此争议

仍将留到基金设立后的实体审理阶段去解决。 
 
第二十九条（摘要）：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行使油污索赔代

位受偿权的程序的规定。 

<释义>：本条秉承《1992CLC 公约》规定，对适用该公约规定的油污损害赔偿，

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可以从自己设立的基金中，代位受偿其事先

已支付的油污损害赔款。 
 
第三十条（摘要）：船舶所有人主动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而支出的费用或合理牺牲，

可进入基金分配。 

<释义>：本条秉承《1992CLC 公约》规定，对船舶所有人主动采取清防污措施所

支出的费用，可以在自己设立的基金中获偿。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摘要）：油类……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

久性货油。 

<释义>：本条明确了非持久性货油不是本司法解释中所定义的“油类”。据最高院民

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的表示，对非持久性货油造成的油污损害，目前可适用《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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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商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一旦1996 年《国际海上运输

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HNS公约）对我国生效，则非持久性货油导致的

油污损害，应适用HNS公约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