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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海上救助报酬是为鼓励人们冒险参与海上救援!由受益人给予救助人的补偿和回报!具有射幸性!奉行4无

效果'无报酬5的给付原则"本文以救助方成本性和非成本性投入对救助效果的贡献为依据!首先对各方的成本性

投入进行补偿(然后从资源要素的关键性和参与人的重要性两个维度对各救助方的贡献进行综合评价!并按贡献

度对4剩余5部分进行二次分配!两次分配之和即为各救助方所获得的分配总额"通过运用4重购成本5和
7'0

<

1*

O

值法分别对资源要素的关键性和参与人的重要性进行客观度量!该方法可同时解决共同救助报酬的外部分配与内

部分配问题!不仅避免了目前各国司法实践中按成本投入比例进行分配的不合理性!也更能体现相关国际公约和

国内立法有关救助报酬分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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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激励人们冒险对海上遇险船舶及货物等实施

救助!6

$"L"

年国际救助公约7第十三条及我国6海

商法7第一百八十条都规定)海难救助的受益人应给

予救助方必要的救助报酬!救助报酬的给付奉行4无

效果'无报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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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5的原则!即救助报

酬具有射幸性"为提高海难救助的成功率以获得救

助报酬!就需要参与救助的各方及其内部人员之间

密切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即是对救助报酬的合理分

配"但是!由于参与救助的各方存在资源禀赋上的

差异!且因投入资源具有异质性!因此很难对各方投

入的大小进行比较!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很难依据相

关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的指导性原则对救助报酬进

行合理分配!仅限制救助报酬激励作用的发挥!不利

于提高救助的成功率"

目前!相关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立法都承认救

助报酬应在多个救助方之间以及救助方内部进行公

平合理分配的原则!并对救助报酬的外部分配与内

部分配方法做出明确规定!即)在由多方参与救助

时!应首先协商确定分配比例!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或

仲裁机构裁定(而针对救助方的内部分配!在早期的

救助法律中!救助报酬是给冒险救助的个人!船东无

权获得%

$

&

"但随着救助船舶价格的增长!从
$"

世纪

开始!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救助报酬应在船东'船长

以及船员间按比例分配的做法!具体规定如下表
$

所示)

表
!

!

世界主要国家对内部分配的规定比例

国家 依据 船东 船长 船员

希腊 希腊海事私法典
$

.

! $

.

% $

.

%

德国 德国海商法
!

.

> $

.

G $

.

G

日本 日本商法典
!

.

> $

.

G $

.

G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商船

航运法典
>

.

M !

.

M

英国 判例法
>

.

% $

.

%

美国 判例法
!

.

> $

.

>

我国6海商法7针对救助报酬的分配并没有明确

加以量化!而是在司法实践中依据相关法律指导原

则确定外部分配额度!并由各救助方自行确定其内

部分配的做法"

国内外学者和司法实践一直对共同救助报酬的

合理分配问题进行着研究与探索"从劳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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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海难救助报酬分配案

例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仲裁方式分配

救助报酬!分配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一类考虑马力与

时间进行分配#如4

U'*30I-*/0

5$

%

!

&

(另一类根据

马力'船员数量和其他相关专业因素评估结果进行



分配#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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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

\*Q()+

等%

M

&从经

济分析的角度对海难救助法作出了探讨"

U*(6*1D

c0.5

%

G

&分析了美国海上救助报酬制度"

\0)+0H0D

/0

%

@

&研究了海事救助法及应采取的适当法律措施以

保护救助方的利益"

P0/*)6

%

L

&分析了目前海难救助

法的效力"任律珍%

"

&论述了海难救助报酬的法律性

质'确定救助报酬的原则和分配等问题(王秋阳%

$#

&

'

魏鑫%

$$

&借鉴国际救助公约及英'美等国相关法律规

定!提出了完善我国海难救助报酬分配的对策建议(

陈志立等%

$!

&考虑救援及时性'各方贡献'救助成本

与专业性四个方面!提出运用多评选夏普利值法对

海难救助报酬进行分配"但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

未对影响救助效果各要素进行全面分析!缺乏针对

异质性要素贡献度的客观度量方法!且研究方法均

偏重于定性分析!未能得出明确且有可操作性的分

配比例或额度!极大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

本文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有关救助报

酬分配的指导原则!首先从救助报酬总额中扣除各

种资源要素的投入成本(然后将剩余部分按各救助

方的贡献大小进行二次分配"救助方的贡献可以从

其提供资源的关键性和自身的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

评价"各救助方的救助报酬为从上述两次分配中所

获得份额之和"这种针对救助报酬的分配方法既是

共同救助报酬外部分配的基础!也是各救助方内部

分配的依据"

"

!

问题描述

海上商业救助报酬的给付以救助效果为依据!

并奉行4无效果!无报酬5的原则!具有典型的射幸

性!因此!它不仅是救助所提供劳务的对价!而且是

救助方除了所提供劳务和所付出费用以外!根据救

助的实际效果而获得的额外奖励"因此!救助报酬

的获得可以看成是由救助成本和冒险奖金两部分构

成的!也正是由于奖金的存在才对救助方冒险对海

上遇险财产进行救助提供激励"即救助报酬的分配

应当是在扣除救助成本后!依据各参与人对成功救

助的贡献度进行分配"

根据对救助责任主体的划分!海上救助报酬的

分配可分为外部分配与内部分配!外部分配与内部

分配的关系如下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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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年国际救助公约7与我国6海商法7均明

确规定!海难救助报酬的确定应从鼓励救助作业出

图
$

!

救助报酬分配示意图#外部分配与内部分配$

发!并考虑下列因素!但与其排序无关)#

$

$获救船舶

和其它财产的价值(#

!

$救助方在防止或减轻对环境

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

>

$救助方获得成功的程

度(#

%

$危险的性质和程度(#

M

$救助方在救助船舶'

其它财产及人命方面的技能和努力(#

G

$救助方所花

的时间'费用及遭受的损失(#

@

$救助方或其设备的

责任风险及其它风险(#

L

$提供服务的及时性(#

"

$用

于救助作业的船舶及其它设备的可用性及使用情

况(#

$#

$救助设备的备用状况'效能和设备的价值

等"上述规定用于确定救助报酬总额!对救助报酬

的合理分配也有指导意义"从救助效果上看!在既

定的救助情形下!影响救助效果有诸多因素!一般可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直接用成本量化的因素!包括

救援物资'设备及人工费用等(另一类是无法直接用

成本量化的因素!包括救助情报'救助人员的知识技

能'协作水平以及积极性等"

根据救助报酬的给付原则!救助方能否获得救

助报酬以及金额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救助成本的投

入!更依赖于救助效果的优劣"为提升救助效果!各

救助方必须全力以赴并进行有效协作"因此可将获

取的额外奖励看作是合作剩余!合理分配该剩余既体

现了公约鼓励救助的立法宗旨!也是各方密切合作的

基础"由于海上救助报酬本身具有射幸性!且单次事

故救助组成的海上救援力量通常是临时性的!因此对

救助报酬的分配更应强调参与人的贡献度"

0

!

救助报酬分配模型

0/!

!

模型假设

#

$

$设已获得的救助报酬总额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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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所有救助要素所组成的集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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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所有救助方所组成的集合为
C

!

C

%

+

$

!

!

!/!

&

!/

'

,(

#

%

$设救助方为救助所提供的第
N

类资源要素

总量为
)

N

'其单位成本为
L

N

'单位重购成本为
7

N

!#

N

X$

!

!

!/

O

$(

#

M

$设资源要素
N

对救助效果所做贡献的关键

度为
#

N

!#

N

%

$

!

!

!/

O

$(

#

G

$全部救助报酬在所有救助方之间被完全分

配"

0/"

!

救助报酬分配步骤

救助报酬的分配可以用下图
!

的分配流程来表

示)

图
!

!

救助报酬分配流程图

根据图
!

的救助报酬分配流程!具体的计算步

骤与方法如下)

步骤一)计算救助费用!即各方投入的总成本之

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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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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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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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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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

!

!

!/!

>

$ #

$

$

'

为救助方总数(

>

为可直接成本化的资源要素

的种类(

)

&

N

与
L

&

N

为救助方
&

提供的第
N

类资源要素

的数量与单位成本"

步骤二)确定救助奖金!为救助报酬中扣除总投

入后的剩余为)

+

%3#

R

#

!

$

救助报酬的分配应首先根据式#

$

$中的成本构

成对各方进行补偿!收益不足应按投入比例分配!如

有剩余则根据各救助方的贡献度对救助奖金进行分

配"

步骤三)确定救助方的救助奖金分配比例!为)

E

%

B

#

8

%

#

4

&

$

$

U

'

#

>

$

E

为所有救助方的奖金配比向量!

4

&

为救助方
&

的奖金分配比值!对
E

%

+

4

$

!

4

!

!/!

4

)

,进行归一化

处理)

+

(

%

4

&

.

(

'

&

%

$

4

&

#

%

$

得到
+%

+

+

$

!

+

!

!/

+

)

,!

+

为救助方奖金分配百

分比向量!

+

&

为救助方
&

获得的救助奖金百分比"

步骤四)确定救助方
&

救助报酬分配额)

+

&

%+

&

+

#

M

$

*

&

%

R

&

0

+

&

#

G

$

&

%

$

!

!

!/!

'

+

&

与
*

&

分别为救助方
&

获得的救助奖金与救

助报酬"

步骤五)确定救助方
(

救助报酬内部分配额"

救助方内部分配涉及船东'船长与船员三方!船

东投入的资源要素为信息'设备与物资!其奖金取决

于上述要素的贡献"救助报酬包括投入救助设备与

物资的成本与奖金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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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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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N

%

$

!

!

$

N

%

$

为救助设备(

N

X

!

为救助物资" #

@

$

*

5

&

%

R

5

&

0

#

#

%

0#

M

$

(

M

&

%

$

#

&

+

&

#

L

$

R

5

&

与
*

5

&

为救助方
&

的船东的救助成本与获得

的救助报酬"

船长与船员的救助报酬包括基本工资与救助奖

金!救助过程中!船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救助指挥

上!即其专业知识!船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专业技

能'积极性与团队协作等方面"救助技能贡献按照

船员岗位工资比进行分配!救助积极性与团队协作

按照公式#

%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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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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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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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为救助方
&

的船长与船员的计时工资(

!

&

G

为救助方
&

的船员
G

的计时工资(

*

^

&

与
*

8

&

为救

助方
&

的船长与船员的救助报酬(

*

8

&1

G

为救助方
&

的船员
G

的救助报酬(

%

&

G

为对船员
G

的激励强度系

数#

#

&

%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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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要素关键度评价

海上救助效果是所投入的各类资源要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无论是人员'物资'设备等有形资源!还是

情报'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源!都对救助效果做出了

无可替代的贡献!对于任一事故救助!资源所发挥的

关键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投入要素的关键度可用4可替代程度5进行度

量!即救助所需的要素在同类要素市场上可替代程

度!而非要素间的相互替代程度"在模型化时!现有

研究多采用专家打分法等定性分析的方法计量"为

客观体现各种类型资源的价值!本文引入4重购成本

#

/*D

<

./8'0+*8-+6

$5的概念!即假设该要素
A

不被

使用!转而从其他渠道去获得该要素所产生的损失"

通过转化!将要素
A

的重要度与经济学分析通用的

成本概念相联系!即可解决各种要素关键度的计量

问题%

$>

&

"救援中各类要素4重购成本5的计算方法

分别为)

$:

信息价值 #

)

$

7

$

$

信息的价值体现在随着相关信息量的增加!使

救助效果得到提升所带来的救助收益的提高"根据

乔治-斯蒂格勒#

*̂-/

4

*,-+*

<

'76(

4

1*/

$的信息价

值理论!信息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Y1

@

0

#

$

#

@Y

$

1

$

#

@

&

#

%

@1

@

0

#

$

#

@

$

1

$

#

@

& #

$%

$

@

与
$

#

@

为未获取信息前高效与低效救助的

概率!

@Y

与
$

#

@Y

为获取信息后高效与低效救助的

概率!

1

@

与
1

$

#

@

为高效与低效救助的收益!重购信

息价值要求
6

!

!

)

$

7

$

取其临界值
!

"

!:

专业知识技能 #

)

!

7

!

$

依据雅各布-马尔萨克#

,08-c30/+8'0H

$知识

获取收益模型!随着专业知识技能完备程度的增加!

救助成功概率增加所带来的收益为)

Q

%

#

G

1#

G

$

1

#

$M

$

G

1

和
G

为在救助专业知识技能较完备与欠缺

时救助成功的概率!

1

为救助成功所获收益!重购专

业知识技能价值应
6

Q

!

)

!

7

!

取其临界值
Q

"

>:

救助人员 #

)

>

7

>

$

海上救助过程中!救助效果需要救助团队通过

彼此协调与合作最终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

果"团队运作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协同效应与

4搭便车5效应%

$%?$M

&

"由于当
'

个救助人员组成团

队合作时实现的是联合产出!当各自的努力程度无

法区分时!可以根据实现的总收益向成员支付报酬!

其重购成本确定方法为)

/

%

>

(

'

&

%

$

6

&

02

#

$G

$

K

&

#

/

$

%!

&

0

%

&/

#

$@

$

WX

(

'

&

%

$

K

&

#

/

$

%

(

'

&

%

$

!

&

0

#

>

(

'

&

%

$

6

&

02

$

U

(

'

&

%

$

%

&

#

$L

$

/

为合作产出函数!

>

是团队协同系数#

>

6

$

$!

即团队的协同程度"当
>

%

$

时!团队绩效仅为个体

单独工作绩效的简单相加!不存在协同效应(

>

越大

成员间合作的协同效应越大!合作救助的效果越好"

6

&

#

&

%

$

!

!

!/!

'

$为第
&

个救助方的努力水平!且
6

&

"

#

#

!

0

#

$(

2

是
'

个救助人员合作时共同面临的

外在不确定因素!服从均值为
#

!方差为
&

!的正态分

布"

K

&

#

/

$与
!

&

为第
&

救助方得到的报酬与其固定工

资(

%

&

是激励强度系数#

#

&

%

&

&

$

$"救助团队重购

成本要求
6

W

!

)

>

7

>

取其临界值
W

"

%:

救助设备 #

)

%

7

%

$与救助物资#

)

M

7

M

$

救助设备与救助物资的重购成本是指在当时条

件下!为获取相同物资或设备所需支付的价格'物流

成本以及损失的避免等"

为简化计算先假设经济活动只需资源要素
)

$

!

)

!

!其收益由自身价值与合作创造的收益两部分组

成!

)

$

!

)

!

在合作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
#

和
$

#

#

!市场平均价格分别为
(

$

和
(

!

!总收益分别为
3

$

和

3

!

!合作收益为
3

!则)

3

$

%(

$

)

$

0#3

#

$"

$

-

@@

-

第
"

期
! !!!!!!!!!!!

王军等)基于协同救助的海上救助报酬合理分配方法



3

!

%(

!

)

!

0

#

$

##

$

3

#

!#

$

若
)

$

不与
)

!

合作转而选择在市场上重新采

购!则可获得全部收益!但需考虑重购成本!

)

$

'

)

!

单位重购成本
7

$

和
7

!

!考虑重购后总收益为
3

5和
3

5

!

则)

3

5

$

%(

$

)

$

03?

)

!

4

!

#

!$

$

3

5

!

%(

!

)

!

03#

)

$

4

$

#

!!

$

根据纳什讨价还价解!双方在对称的情况下!合

作收益分配解满足如下条件)

#%

0/

4

50F

%#

3

$

#3

5

$

$

$

.

!

#

3

!

#3

5

!

$

$

.

!

& #

!>

$

其中!%#

3

$

#3

5

$

$

$

.

!

#

3

!

#3

5

!

$

$

.

!

&为4纳什乘

积5!其定义为)

1-

4*

9

%

$

!

1-

4

#

3

$

#3

5

$

$

0

$

!

1-

4

#

3

!

#3

5

!

$

#

!%

$

将方程#

!>

$右边转化为标准的对数形式!有)

#%

0/

4

50F

#

1-

4*

9

$ #

!M

$

将方程#

$"

$

&

#

!!

$代入方程#

!%

$!有)

1-

4*

9

%

$

!

1-

4

%#

)

!

4

!

#

#

$

##

$

3

$&

0

$

!

1-

4

#

)

$

4

$

#

#3

$ #

!G

$

将式#

!G

$对
#

求导!并令其等于
#

!有)

!

3

-

3#

%

3

%

)

!

4

!

#

#

$

##

$

3

&

#

3

#

)

$

4

$

##3

$

%

#

#

!@

$

将式#

!@

$整理得到)

#%

$

!

0

$

!

#

)

$

4

$

#

)

!

4

!

$

3

#

!L

$

扩展到
'

个资源要素时!可将要素
N

看成一类!

其余要素总体作为另一类!第
N

类要素的关键度为)

#

g

%

$

!

0

$

!

#

)

N

7

N

#

(

O

\

/N

)

\

7

\

$

3

!

\

!

N

%

$

!

!

!/

O

!

\

/

N

#

!"

$

0/5

!

救助方的重要度评价

针对共同救助!在确定救助资源关键度的基础

上!对于单次事故救助方案中投入的各类资源要素!

各救助方所起的重要性作用不同"各方采取符合集

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仅考虑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该博弈可以标准化为一个带权的多方合作博弈!即

博弈 #

C

!

:

$

%

$G

&

"

I

N

#

K

$

%

$

(

&

"

1

@

&

N

6$

N

#

!

#其他$

#

&

%

$

!/!

'

(

N

%

$

!/!

O

(

1

.

C

5

)

*

$

#

>#

$

其中!

C

为救助方的集合#

C

%

$

!

!

!/!

'

$!

'

为

救助方的数量(

1

为
C

的子集#

1

.

C

$!

(

&

"

1

@

&

N

为联

盟
1

中资源
N

的配置总量(

$

N

为既定的救助方案中

资源要素
N

的最低需求量(%

$

N

,

G$

!

G!

!/!

G'

&!#

N

%

$

!

!

!/!

O

$!

G$

!

G!

!/!

G'

为各救助方拥有的资

源量(

I

#

K

$为定义在集合上函数!表示救助方联盟

的资源总量是否满足救助方案的要求!当
(

&

"

1

@

&

N

6

$

N

时!联盟资源要素总量满足救助最低要求
I

#

K

$为

$

!否则为
#

"

多人合作博弈可以使用博弈赋值求解方法中的

7'0

<

1*

O

值进行求解"求解时应满足
7'0

<

1*

O

值公

理体系!即)

有效性公理)

(

&

"

1

/

&

#

I

$

%

I

#

1

$(

对称性公理)

/

&

#

I

$

%

/

3

&

#

I

$(

可加性公理)

/

&

#

1

0

8

$

%

/

&

#

1

$

0

/

&

#

8

$"

有定理)当
C

给定!存在唯一的
S

0

+

'

0 的映

射
/

! 满 足 以 上 公 理! 且 )

/

&

#

I

$

%

(

8

"

C

&

"

8

#

2

#

$

$8#

'

#

2

$8

'

8

%

I

#

8

$

#

:

#

8

>

+

&

,$&

&

%

$

!

::

!

'

即为
7'0

<

1*

O

值的一种表示形式"

/

&

#

I

$为救

助方
&

对既定救助方案的贡献度!可得唯一解"其

中!

2

为救助方集合
8

中所包含的救助方数(

:

为定

义在
C

所有子集上的特征函数!满足救助方案要求

为
$

!否则为
#

(每种排序出现的概率为#

2

#

$

$8#

'

#

2

$8.

'

8!救助方
&

对联盟的边际贡献为
:

#

8

$

#

:

#

8

>

+

&

,$"

'

个救助方对
O

类资源的重要度矩阵为
B X

#

/

&

N

$

'

U

O

!#

&

%

$

!

!

!/

'

(

N

%

$

!

!

!/!

O

$!

/

&

N

为针对

既定救助方案!救助方
&

对资源
N

贡献的重要度"

(

'

&

%

$

/

&

N

%

$

!

#

$

/

&

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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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例分析

!##@

年
!

月!4

VVV

5货轮装载约
"!!#

吨河沙

航行至台湾海峡南口!在距澎湖花屿岛约
M#

海里

处!因主机故障导致该轮失控"事发海域当时持续

东南风
@

至
L

级!阵风
"

级!浪高
%

&

M

米!长涌浪!

能见度
>

&

M

海里"为救助失控船舶!当时共有四个

救助方
BS

&

#

&

%

$

!

!

!

>

!

%

$为救援提供了支持!救

助成功后共获得救助报酬
>###

万元"

各方为救援所投入资源及其成本性支出#按当

时市场价格计算$分别为)

-

L@

-

中国管理科学
!!!!!!!!!!!!!!!!!!!!

!#$%

年



表
"

!

各救助方投入的资源及其成本

#单位)万元$

资源要素
BS

$

BS

!

BS

>

BS

%

合计

人员工资
!#:# $!:# %:# %:# %#:#

物资消耗
>#:# "#:# $L#:# >##:# G##:#

设备使用
!":# LL:# @%:# M":# !M#:#

其他支出
%#:# >#:# >M:# M:# $$#:#

费用合计
$$":# !!#:# !">:# >GL:# $###:#

扣除上面的成本性投入
$###

万元后!剩余的

!###

万元将根据各方对救援效果的贡献度再进行

二次分配"

#

$

$投入要素的重购成本

按照本文提供的计算方法!可得到本案例中各

种资源要素的重购成本如下表
>

所示)

表
0

!

资源要素投入参数与重购成本

#单位)万元$

资源要素 参数 数值 重购成本

情报信息
@

.

@Y

.

1

@

.

1

$

#

@

#:M

.

#:L

.

$%##

.

$### $!#

知识技能
G

1

.

G

.

1 #:"L

.

#:G

.

$### >L#

团队协作
6

&

.

%

&

.

>

$#

!

!#

!

>#

!

%#

.

#:G

!

#:@

!

#:L

!

#:"

.

!

G##

设备使用
%##

物资消耗
>##

根据上表的计算结果!运用公式#

!"

$可得该次

救助中各类资源要素的重要度为)

#

X

+

#:$$

!

#:!@

!

#:>L

!

#:!L

!

#:!>

,"

#

!

$救助方对救助方案重要度评估

为实现本案例的成功救援!对各类有形资源的

需求总量以及各参与方所拥有的有形资源量如下表

%

所示)

表
5

!

方案对资源的最低需求量与救助方的拥有量

资源类型
C

$

C

!

C

>

C

%

最低需求

人员
$# G ! ! $>

设备
! G % @ $$

物资
$ > G $# $%

救助资源对救助效果的重要程度不仅取决于救

助方案总体的需求!还依赖于各救助方所能提供的

资源情况!即是各救助方与该类救助资源相关的全

排列"以救助设备为例)本案例中!与救助方
;

$

相

关的全排列如下表
M

所示)

表
8

!

与救助方
"

!

相关的全排列"救助设备#

8 2

#

'

$

:

#

8

$

8

>

+

$

,

:

:

#

8

$

#

:

#

8

>

+

$

,$

+

$

!

!

,

L #

+

!

,

# #?#X#

+

$

!

>

,

G #

+

>

,

# #?#X#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M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X#

8

为由各救助方组成的小联盟!

:

#

8

$表示对应

小联盟的救助方案中针对救助设备的重要度!当满

足最低配置需求时为
$

!否则为
#

"由于任何单个救

助方都无法单独完成救助活动!因此该情况不需要

罗列"

对
C

$

'

C

!

'

C

>

'

C

%

同样进行全排列可得到
/

&%

X

#

$

.

G

!

$

.

>

!

$

.

>

!

$

.

G

$!救助人员'物资的影响权重

为)

/

(>

X

#

@

.

$!

!

$

.

%

!

$

.

$!

!

$

.

$!

$

/

&M

X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针对文中两类无形资源!救助方提供的信息和

专业知识技能之间交叉互补!各方掌握的信息量和

专业知识技能并不能独立完成救助工作!相互合作

增强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以及专业知识技能的

完备性!满足救助的最低需求是他们进行合作的前

提和基础!满足需求
:

#

8

$为
$

!否则为
#

"以救助方

C

$

为例!见表
G

"

表
R

!

与救助方
"

!

相关的全排列"信息与知识技能#

8 :

#

8

$

8

>

+

$

,

: :

#

8

$

#

:

#

8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X#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X#

针对情报信息'知识技能'团队协作'设备使用

及物资消耗五类资源要素!各救助方自身的重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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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救助方对救助的贡献度
]

综合各救助方的重要度及其提供资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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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到各方对救助奖金部分的贡献度"

E

%

B

#

8

X

$

.

%

$

.

$!

$

.

$!

$

.

$!

@

.

$!

$

.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

%

@

.

?

@

A

B

$!

#:$$

#:!@

#:>L

#:!L

?

@

A

B

#:!>

X

#:>%

#:!%

#:>$

?

@

A

B

#:>L

经过归一化处理可得各救助方的奖金分配比例

为
+

8

X

+

#:!GG#:$LL#:!%@#:!""

,!分配额度为
+

X

+

M>$:M>@G:G%"%: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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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报酬的外部分配

各救助方所获得的成本性投入补偿和奖金分配

额度之和!即为其所得的救助报酬"具体分配情况

如下表
@

所示)

表
Y

!

各救助方所分得的救助报酬

#单位)万元$

资源要素
C

$

C

!

C

>

C

%

合计

投入成本
$$":# !!#:# !">:# >GL:# $###:#

奖金额度
M>$:M >@G:G %"%:L M"@:$ !###:#

救助报酬
GM#:M M"G:G @L@:L "GM:$ >###:#

#

M

$各救助方的内部分配

针对各救助方的内部分配!船东的贡献主要体

现为提供物资'设备的成本性投入(由于船长负责对

救助行动提供决策指挥任务!其专业知识与经验对

救助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船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其技能'协作及努力程度"根据前文提供的内部分

配的计算公式!各个救助方的内部奖金分配情况如

下表
L

所示)

表
`

!

各救助方内部奖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C

$

C

!

C

>

C

%

船东
!$>:% $M$:> $"L:@ !>":L

船长
$$>:# L#:$ $#M:! $!G:"

船员
!#M:$ $%M:> $"#:" !>#:%

合计
M>$:M >@G:G %"%:L M"@:$

由于船东'船长及船员的成本性投入按实际支

出给予补偿"根据表
!

所提供的数据并按船长'船

员的实际工资情况进行调整!可得到各救助方内部

救助报酬分配的具体额度如下表
"

所示)

表
^

!

各救助方救助报酬内部分配表

#单位)万元$

C

$

C

!

C

>

C

%

船东
>$!:% >M":! %L@:@ G#>:L

船长
$$M:# L!:$ $#@:! $!L:"

船员
!!>:$ $MM:> $"!:" !>!:%

合计
GM#:M M"G:G @L@:L "GM:$

从本案例有关救助报酬的内部分配结果与目前

各国司法实践所确定的分配比例有很大的差异!有

利于体现救助报酬的分配对救援的激励作用!也更

符合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对救助报酬分配的指导原

则"本案例中!船东'船长及船员的分配比例如下表

$#

所示)

表
!7

!

救助报酬内部分配比例"

a

#

C

$

C

!

C

>

C

%

船东
%L:# G#:! G$:" G!:G

船长
$@:@ $>:L $>:G $>:%

船员
>%:> !G:# !%:M !%:#

另外!有关每个船员实际所应分得的额度可按

公式#

$>

$的方法进行计算!此处不再赘述"

8

!

结语

本文针对海上救助报酬分配!根据国际公约与

海商法中对救助报酬的规定!从救助贡献度的角度

对救助奖金进行分配!除考虑可直接用成本量化的

要素外!还综合考虑到救助方提供的信息'知识'救

助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协作等无法直接用成本量化

的要素!将以往只考虑可直接量化的成本要素投入

扩展到涵盖无形资源要素的贡献!避免了单纯以投

入成本比例对奖金进行分配的弊端"该分配方法更

偏重于体现对参与人的激励作用!也更符合相关国

际公约和国内立法的要求"此外!本文针对异质性

资源要素贡献所提出的量化方法!不仅适用于海上

救助报酬的分摊!还可以用于对酬金'特别补偿以及

其他涉及非同质性贡献的权益分配问题!具有普遍

适用性"

需要说明的是!救助报酬的分配应根据救援的

具体情况!如救助报酬总额'风险值以及资源投入等

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即!针对不同的救援案例!其分

配结果也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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