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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国内丢锚案件保赔处理分享  

作者：理赔二部 吴奕润 

 

摘要 

在协会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题为《警惕锚设备故障及丢锚事故》一文中，浅析了此

类事故造成的原因以及船东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损失，并提供了详尽的防损建议。本文借

助笔者在实践中协助会员处理丢锚案件的经验，旨在从保赔险案件处理的角度，分享此

类案件处理的一些心得，分析处理要素，强调处理要点，以供会员参考。 

一、案情简介 

协会某入会船在我国华南某港口附近水域停泊抗台期间，左锚及若干节锚链落入海

中，发生了丢锚事故。事发后，当地海事局出具强制打捞令，要求会员船东及时安排打

捞以清除锚及锚链，并要求提供相应担保。该丢掉的锚及锚链后被推定全损，同时该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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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舶险保险人书面确认放弃船锚所有权。协会委派当地检验人及律师，及时联系安排

与打捞公司签订打捞协议，出具协会担保，使得会员船按照既定航期及时离港。 

二、协会条款 

协会保赔险条款（十四）条规定，协会的残骸处理责任包括对入会船残骸实施起浮、

移动、拆毁、设置照明或标记所产生的开支或费用，但此等作业应是根据法律规定而强

制实施的，或此等作业的费用应是由会员依法承担的。由此可见，丢锚产生的开支、费

用落入协会保赔险承保范围主要强调的是因“法律规定而强制实施的，或此等作业的费

用应是由会员依法承担的”。 

三、国内法规 

在国内法范畴内，就上述协会条款提及的法律规定和依法承担的法律来源主要有以

下几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一条：碍航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术

规范的要求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碍航物的名称、形状、尺寸、位置

和深度，并在海事管理机构限定的期限内打捞清除。碍航物的所有人放弃所有权的，不

免除其打捞清除义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内河通航水域内可能影响航行安全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其所

有人和经营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在海事管理

机构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没有所有人或者经营人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打捞清除或者

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保障通航安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 

第五条：妨碍船舶航行、航道整治或者工程建筑的沉船，有关港（航）务主管机关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申请期限和打捞期限，通知或公告沉船所有人。沉船所有人必须

在规定期限以内提出申请和进行打捞；否则，有关港（航）务主管机关可以进行打捞或

者予以解体清除。 

四、案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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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锚作为船壳险保险标的的一部分，丢锚事故一般由船壳险保险人主导案件处理。

但在锚成为残骸，且海事主管机构出于维护航道、锚地安全等需要，向船东出具强制打

捞令的情况下，即船东产生以上国内法规定的处理残锚的法定责任时，该案将会落入保

赔险风险之内。 

1. 及时报案保留材料 

在协会曾处理过一起丢锚事故中，由于报案及时，协会从案件初期即介入处理。最

终从案件发生到船锚打捞上岸、船舶顺利开航总计不超过 48 小时，大大减少了各项费

用开支和风险。为后续与各方协调赢得宝贵时间，也减轻船舶被滞留影响船期的风险，

同时也减少船东在面临各方催促时的压力，提升最终实施打捞作业的成功率。因此我们

建议会员在发现丢锚后要及时报告协会，提供丢锚事故发生时船位和锚位的经纬度等位

置信息。 

2.  谨慎签署打捞协议 

国内打捞公司提供的打捞协议版本往往比较简单，涵盖内容不全，因此在签署打捞

协议时，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首先，需注意打捞上来的锚及锚链的处理问题。已经掉落的锚及锚链如无法重新归

船方正常使用，则往往仅存在作为废铁的残值。锚及锚链重量、体积均较大，后续仓储

保存等待处理的费用较高。因此，建议提前约定打捞上来的锚及锚链的残值归属，以残

值折抵打捞费用。同时也需要注意，就残值的具体金额可以参考专业人员意见，在打捞

协议里一并约定。 

其次，建议约定打捞费用为一揽子包干费用，与打捞相关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

支出等由打捞公司承担，以避免如在打捞过程中出现其他意外，船东面临的不必要的风

险。 

再次，需对打捞费用的支付方式进行明确规定。打捞费用通常有多种计价方式。如

约定打捞费仅仅包含 1 次摸排及 5次打捞作业，5次以外打捞需额外收费，再如约定前

期探摸收取一部分费用，后期打捞再收另一部分费用，打捞次数不限。无论如何，通常

打捞公司往往都需要船东支付一定比例的打捞费用作为定金或订金。 

最后，必须将打捞公司的义务明确，不仅限于进行几次打捞作业，而要明确无论打

捞成功与否，由其协助与海事主管机构沟通和协调，作为合同终止及剩余款项最终付款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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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理心得 

在船舶丢锚案件处理中，由于船东在前期担心延误船期，打捞协议往往在较短的时

间内被签署。作为优先解决船舶正常开航的条件，打捞公司还可能会在签订打捞合同时，

要求船东接受较高比例的前期预付费用。在签订打捞协议后，由于摸排、定位和打捞的

作业时间较长，容易形成案件“前紧后松”的特点。因此，船东应定期跟进案件发展与

后续打捞进度，力争分阶段支付费用，如约定全部打捞费用包括前期摸排阶段费用、确

定残锚位置后准备进场打捞阶段费用、最终成功之后的费用。同时，保持与打捞公司、

当地海事主管部门的联系，把握好案件处理节奏，减少案件处理时间过长带来的后续风

险。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