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商法暨其法源具有國際性特質，包括：海商法法源國際性、
海上風險具國際共通性、海商法使用者之國際化、船舶流動國際化、
海運產業國際化、海上經濟活動國際化、造船、航海、船舶運營、
航運管理技術國際化、海上經濟活動利益團體之國際化、海商法實
務學術不分國籍、法系使用相同的國際法律術語、概念與原則、海
事管轄與仲裁國際化等。 
        臺灣的海商法制度，相對於主要海洋國家的海商法制發展已屬
落後。落後主因之一，是我國既不能參與海商法國際公約的立法，
也沒有一套機制讓國內海商法制去跟進國際規範的發展。海商法國
際規範，不僅反映當代的海運實務作業與習慣，也預告未來全球海
商法律與秩序的走向。我國若能融入海商法國際規範的制定與國際
接軌，必能提升我國國家法律地位、國家經貿地位，以及海洋產業、
法律服務業的全球競爭力。 
        準此，本刊特別規劃「海商法的國際新思潮」專刊，聚焦於上
揭海商法國際規範: 國際公約、國際模範法、國際定型化契約、國際
定型化條款、國際海運商業習慣，於2005年至2015年十年間之國際
變革與趨勢，敬邀共同參與和響應!來稿請依循本刊格式（格式請見
本刊網頁）及相關時程投稿，會依本刊程序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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