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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風險觀察家》關注的重點為永續性，內容包括一篇探討海運業減碳現況
專文以及甫上任的Britannia永續團隊負責人JacoB DamgaarD專訪，分享
他對於因應ESg挑戰的看法。 
 
永續性對於政府、金融機構、主管機關以及整個社會的重要性與日俱增，P&i協
會也不例外，尤其會員將本協會視為長期倚賴的合作夥伴。永續性的概念不僅
融入Britannia的管理流程，同時也是本協會內部文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我們亦與跨部門夥伴合作，確保整個海運業的永續發展。誠如本協會支持會員
在永續方面的努力，我們亦同樣鼓勵旗下員工深入瞭解本協會的永續性策略，
並在履行日常職責時善加運用。 
　 
Britannia所承辦的所有業務中，均建立、記錄並報告一些關鍵績效指標，以
符合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這些指標包括多樣化與包容性、健康與安全、
訓練與發展等相關衡量措施。 
 
本協會自西元2021年起開始監控航空差旅的相關碳足跡目標，並衡量本協會企
業捐獻計畫所引發的影響，同時界定關鍵經理人在發展多點行動計畫時所負擔
的ESg責任。 
 
執行長anDrEw cutlEr先生在最新一期永續報告書的結語中提到：「自西元
2021年首次發行報告書以來，我們對於截至目前的進展感到滿意，而我們也將
致力於保持2022年以及往後各年度的發展，並持續邁向更加永續的未來。」 
 

 

 

 

 

CLAIRE MYATT 

編輯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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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讀者會喜歡本期的《風險觀察家》內容。我們將努力維持並增添文章的實用性、
相關性與探討大家普遍關注的議題。如有任何想法或意見，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
britanniacommunications@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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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諸如永續性與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等名詞不僅在海運業極為風行，同時也在全球掀起一股熱潮，然而，這些文
字在實務上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就海運業來說，所謂永續性幾乎已經成
為減碳的代名詞。然而，永續性不僅僅是指減碳，在著手處理氣候變遷的問
題時亦應牢記這一點。 
 

首先，重要的是要瞭解永續性與ESg之間的差異。
廣義而言，永續性一詞雖是與時俱變的概括用語，
但可定義為：「廣義上旨在促使人類長期安全共存
的社會目標」，此定義能夠轉換成各種倫理目標及
負責任的商業行為。另一方面，ESg則具體制定了
用以界定永續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制度的準則，
並保護會員避免遭受營運與商譽風險。這也說明了
永續概念超越單純的減碳。對於想著手辦理ESg的
會員來說，研究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與聯合
國全球盟約十大原則，並將其融入自身的內部策 
略、政策與程序，將會是好的開始。 
 
欲瞭解ESg，可以先從g -公司治理這方面入手。
比起S與E（社會與環境）來說，g（公司治理）有
時更容易被忽視。不過，這就好比興建房屋，欲深
入開展ESg工作，則必須以公司治理做作為穩固的
地基，並清楚定義會員管理其事業的界限。除了法
定規範（當然必須遵守）之外，這些界限還應包括
業界最佳實務，以及相關程序與政策的發展與落 
實，如此才能確保會員既符合法令要求，且行事上
合乎倫理規範。這將有助於激勵我們的會員將ESg
積極融入其事業體系 – 將內心的想法凝聚成一股
推動ESg的力量，並成為會員經營事業時自然而然
且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地基穩固了之後，接下來就是S - 也就是社會，
這包括了建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其實，這對
於海運業來說其實不算是什麼新鮮的概念，而且
這已成為國際船舶安全管理規則(iSm)的主要目標
之一，並且早在九十年代即強制實施，另外，國
際勞工組織之海事勞工公約(mlc)已於西元2013
年強制生效，以確保船員之權利能在世界各地獲
得保障，包括安全無虞的職場環境。然而，ESg
卻不僅止於此。相較之下，雖然海事勞工公約與
國際船舶安全管理規則適用於船員及其船舶之運
作，但ESg卻適用於會員的岸上或海上整體組 
織。因此，對會員來說，ESg包括保障勞工權利
以及職場公平、包容與發展。此外，亦應建立商
業倫理典範，也就是不使用現代奴役與童工，並
確實努力防範賄賂及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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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其重要性可能會與日俱增。銀行業界已引
進《波賽頓原則》，提供了一個可以將氣候考量整
合至借貸決策的架構以有助於推動海運業的減碳概
念。然而，永續性與ESg的推動進程不僅來自銀行
端，同時也來自於商業需求及顧客期望，會員不僅
在氣候變遷方面須以負責的態度審慎應對，在自身
承擔的社會及公司治理義務方面亦應如此。 
 
會員若對永續性及ESG議題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Britannia P&i永續性團隊，電子信箱為：
sustainability@tindallriley.com 

2022 UPDATE FROM 
BRITANNIA’S CEO

ANDREW CUTLER 
CEO, BRITANNIA P&I

 WE ARE A LEADING

 PARTICIPANT OF THE IG’S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Transitional risks could take the form of requests from Members 

for cover for risks related to new technologies or new commercial 

terms being implemented by charterers as part of moves to 

decarbonise the industry. We have also built resilience into 

our business by assigning sustainability chang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to individual directors of Britannia to enable us 

to assess future risks and introduce suitable mitigations. How we 

have done this is detailed within this report and we believ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our regulator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stakeholders.

As CEO of Britannia,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propose a business 

strategy for Board approval, monitor Britannia’s and its Managers’ 

performance and ensure our culture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enables the organisation to deliver on its objectives for both our 

Members and employees. Sustainability influenced all three of 

these areas over the past year.

GOVERNANCE

The Britannia Group (or Britannia) comprises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Holdings Limited,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Europe (Britannia Europe) 

and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In 

January 2021 the 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approved an 

application by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for an order under Part VII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to transfer all of its business to 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Europe. The majority of that 

business transferred on 20 February 2021, with the remaining 

balance transferring on 20 February 2022. The transfer has 

enabled Britannia to continue to meet our Members’ insurance 

needs following the UK’s vote to leave the EU (Brexit) and was 

not driven by a desire to seek a more beneficial tax regime 

or less robus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Britannia Europe is a 

Luxembourg domiciled insurer regulated by the Commissariat aux 

Assurances (CAA) and is managed by Tindall Riley Europe Sàrl 

(TRE), Tindall Riley (Britannia) Limited (TRB) and Tindall Riley & 

Co Limited (TRC) (collectively ‘the Managers’ or ‘Tindall Riley’).

INTERNATIONAL GROUP

Britannia i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IG) of P&I Clubs. 

Since 2021 our focus has been:

(i) as a leading participant of the IG’s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to 

help guide the I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 level sustainability 

report,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by all 13 IG Clubs during 2022. 

That report will be distinct from any report published by individual 

IG Clubs. Britannia is currently one of four out of the 13 Clubs in 

the IG that publishes its own sustainability report

(ii) within the marine insurance industry, a number of reinsurers 

and hull and machinery insurers signed up to a Poseidon 

Principles style of agreement in late 2021 to declare their portfolio 

Level 3 emissions (Level 3 being the portfolio CO
²
 emissions of 

their clients). Britannia sits on the IG working group which is 

debat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P&I. While we are supportive of 

initiatives working towards decarbonisation, we also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will in fact benefit all of our Members and 

global trade (with its associated benefits)

(iii)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reinsurer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IG’s role. Britannia holds the Chair for the 

IG reinsurance sub-committee and, as such, can help ensure that 

sustainability forms an important part of all of the IG’s reinsurance 

discussions. 

We have also embedded further ESG responsibilities into our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These are detailed within 

this report.  

COMMITMENT TO UN SDGs

In our 2021 report we declared a commitment to a number of the 

UN SDG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e have met 

that commitment by implementing concrete ac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We report on our performance against relevant metrics 

in this report and will strive to improve on these on an ongoing basis. 

Once again, we trust that as you read this report you will find that our 

transparency and approach will instil confidence that Britannia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and build on its long history in a sustainabl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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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external events listed in the introduction, climate risk in both physical and transitional 

forms is likely to influence our business in the future. Typical physical risks are likely to include casualties 

or cargo damage due to severe sea conditions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OUR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THE 
UN SDGs HAS BEEN
EMBEDDED ACROSS 
OU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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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BRITANNIA P&I

POSITIVE ACTIONS

All of these events have impacted Britannia’s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We hope that this report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actions that Britannia has taken in 2021 and 2022 to date and 

which we are committing to in the future. 

CLIMATE CHANGE RISK

As climate change predictions evolve and world economics 

change, climate change risk continues to pose a material financial 

risk to Britannia. Increasing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challenge 

the safety of our Members’ vessels and crew, as well as the safe 

carriage of cargoes. As a longstanding provider of P&I and FD&D 

insurance, representing a global membership of approximately 

250 shipowners, Britannia has always maintained high standards 

and been an industry leader in ensuring that shipping risk is 

minimised, for the benefit of stakeholders and society in general. 

Our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risk is no different to the other 

risks we have managed and mitigat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hich dates back to 1855. Sustainability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our culture. This 2022 sustainability report outlines how we 

continue to embed the management of climate related risk into 

our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tegrate sustainability into Britannia’s 

and the Managers’ core processes including claims, loss 

prevention, underwriting and investment. 

PARIS AGREEMENT 

As outlined in our 2021 report, we have maintained our alignment 

with the UN Global Compact, the UN SDG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our regulators, while supporting the maritime insurance 

industry as it looks to assist shipowners in developing transitional 

methods to achieve the aim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roughout this report, the terms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are used depending 

o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In general, we have used the term 

sustainability where the focus i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SG where the context is broader and assumes all aspects of 

sustainability, not just environmental issues.

• COP 26 and the resulting Glasgow Climate Pact issued on 13  

 November 2021 

•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n Corridors’ between signature  

 countries, with the first being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January 2022 

•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U’s Green Deal entitled “Fit for 55”  

 which affects shipping through the FuelEU Maritime initiative  

 limiting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at EU ports and the  

 expected inclusion of shipping in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 The introduction by the EU of the EU Taxonomy to categorise  

 businesses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support for decarbonisation 

• The adop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MO)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76 of  

 further measures to reduce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shipping,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a growing number of states to  

 make decarbonisation targets more challenging 

• 2021 was one of the top seven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despite  

 the economic slowdown caused by the pandemic

• An increased focus by global reinsurers on oil and gas   

 company alignment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

•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ich continues to impa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eople’s health, making shipping more  

 difficult to operate 

• Alignment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 1.5 degree target   

 through science based assessment has ensured that clear 

 commitments and targets replace broad “greenwashing”  

 statements

•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has put increased pressure  

 on the transition to cleaner energy and may actually lead in the  

 shorter-term to countries reverting to alternative supplies of  

 fossil fuels to support their energy requirements

• The war in the Ukraine has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trong sanctions compliance procedures and has given  

 rise to other key soci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 The publication in April 2022 of the latest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report entitled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highlights  

 that without immediate and deep emissions reductions across 

 all sectors,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1.5°C is beyond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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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to governments, intergovernmental bod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surers), regulator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Sustainability is embedded in Britannia’s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key events since the release of our 

inaugur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in 2021:

IN OUR INAUGURAL REPORT BRITANNIA 

COMMITTED TO:

AGREEING OUR SUSTAINABLE INVESTMENT STRATEGY 

This will be completed in 2022 and our Investment Committee has 

agreed principles for Britannia’s strategy and measuring the ESG 

alignment of our advisors.

CREATING AND MONITORING OUR CARBON FOOTPRINT 

TARGETS DUE TO AIR TRAVEL

Until our global travel returns to more normal levels, the KPI 

measurement in 2021 is not likely to be useful as a baseline. 

Nevertheless, we have recorded every flight taken by the directors 

of Britannia and the Managers on Britannia business during 2021.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OUR CORPORATE GIVING 

PROGRAMME 

This is monitored by ou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ommittee which monitors our chosen charities to ensure they 

have impactful programmes.  

DEFINING THE ESG RESPONSIBILITIES OF KEY 

MANAGERS 

This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multi-point action plan and the 

details are provided in this report.

ENGAGING WITH OUR EMPLOYEES TO CONTRIBUTE TO 

OUR ESG STRATEGY THROUGH FOCUS GROUPS 

It was 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focus groups in 2021 due to the 

ongoing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pandemic. However, we have 

instigated a regular ESG newsletter for employees and developed 

a sustainability section on our intranet as well as a dedicated 

mailbox for employees to contribute their thoughts and ask 

questions.  

減緩氣候變遷所導致的現象。如上所提及，「環境」
幾乎成為減碳的代名詞，這其實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而且緊急的目標，也無疑是海運
業持續進步的重大挑戰之一。然而，企業肩負的環
境責任還包括許多其他因素，例如：減塑、提高回
收再利用、開發廢棄物的改良處置方法、以及全面
關注海洋與陸地環境。 
 
一旦會員找出目前與日後的ESg相關風險及控管措
施後，下一步就是制定衡量績效的關鍵績效指標
(KPi)，並發行年度永續性報告書，向利害關係人揭
露這些資訊。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業已制定標準，找出包
括海運業在內的77項產業中，與財務績效最為相關
的ESg議題。 
 
SaSB運輸產業永續會計標準規範了多項海運相關
ESg報告類別，這些規範不僅關注氣候相關因素，
還包括生態衝擊及商業倫理、員工健康和安全管 
理。 
 
Britannia年度永續性報告書提出了更為詳盡的永
續性策略，可瀏覽此網站內容：
https://bit.ly/3wlfGnx 
 
儘管有人認為永續性與ESg不過是流
行語，實際上這卻不會過時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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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介紹了 
 「ESG」這個名詞 – 但ESG和
永續性有什麼差異呢？ 

首先說明永續性的一般定義。永續性一詞
雖是與時俱變的概括用語，但可定義為：  
 「廣義上旨在促使人類長期安全共存的社
會目標」或是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於西
元1987年提出的定義：「既滿足當代的需
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所以，追根究柢而言，永續性是以合乎倫
理的審慎方式，確保生活於地球的當代及
後代人類之福祉。 
 
ESg則是將永續性「細分」為三大領域 -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並在這些領域上
實行制度與措施來達到整體永續性目標，
而此目標的達成可以透過引進政策與流程
及相關關鍵績效衡量指標以及設定改善目
標。 

永續性之所以重要的理由 
目前的普遍共識是，對抗氣候變遷以降低
長期世界衝擊可說是迫在眉睫，因此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13指出 - 「首要之務是對
抗氣候變遷及其衝擊。」然而，永續性發
展還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氣候變遷同樣
重要，這需要導入永續性規劃及目標，讓
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當今的消費者具有較高的政治意識，他們
自然會期望企業在所有營運方面都能夠符
合倫理道德。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輕微
的過失都可能造成企業營運與商譽蒙受嚴
重損失 - 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再者，政
府機關也積極制定遠大的永續性目標，像
是綠色能源過渡相關目標。 
 

減緩氣候變遷的迫切性帶動了海運業的減
碳需求，這也使得金融業界紛紛引進《波
賽頓原則》，亦即將氣候考量納入借貸決
策的架構。該架構以及海運貨物傭船契約
等措施，都為會員增加了許多壓力，例如：
為了確保船隊融資無虞而施行的永續性措
施。此外，整體業界也針對採用綠能者提
供獎勵措施，再加上主管機關所制定之要
求以及期盼公司能秉持經營倫理的內部員
工期望。因此，會員在永續性經營及促進
永續性方面承受的諸多壓力，在未來勢必
會增加。 
 
在瞭解這些名詞的意義後，
britannia自身應該如何更具
永續性？ 
Britannia現有的經營方式已融入永續性
概念，我們致力於達成聯合國17項永續發
展目標(SDg)以及聯合國全球盟約十大原
則所涵蓋的多項目標。這項努力也催生了
數項行動計畫：從提供可重複使用的水壺
給員工，再到檢視租用辦公室空間，支持
慈善及反貪腐活動，制定可量測商務差旅
碳足跡的關鍵績效指標，勞動力平等性等
等。 

專訪BRITANNIA P&I 

永續團隊負責人  

JACOB DAMGAARD 

我們都知道永續性是迎向 
未來的關鍵要素，海運業

也不例外。本期的《風險觀察家
》著墨於多項永續性相關議題，
而這也似乎是介紹Jacob 
DamGaarD的最佳時間點。不
少會員對於Jacob的瞭解都是
源於損害防阻團隊，不過他最近
接任britannia永續團隊負責
人。我們藉此機會向Jacob提
出幾個問題，以瞭解他對於ESG
及永續性議題的看法。

Jacob Damgaard 
新加坡損害防阻副主任 
jdamgaard@tindallr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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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britannia以能力所
及的最好方式，協助會員及整
體業界追由永續性發展。 
Britannia每年依公認報告標準發行的永
續性報告書，皆有深入詳述所有細節，內
容亦公開於本協會之網站：
https://bit.ly/3KbfZXa 
 
您是否能說明britannia為了
促使會員持續邁向永續性所提
供的支持？ 
重要的是Britannia以能力所及的最好方
式，協助會員及整體業界追求永續性發 
展。舉例來說，減碳與淨零溫室氣體排放
經濟過渡期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運用新
的科技，但這也同樣帶來全新的風險。由
於Britannia與各種背景之優質會員保持
密切聯繫，才能在獨特的位置上協助會員
瞭解這些潛在風險以及如何減輕風險來避
免損失，特別是每一位會員採行的減碳與
其他永續性面向之方法並不相同。這也是
為什麼Britannia發行永續性報告書範本
的理由，就是為了協助會員開展永續性措
施而提供的指引及出發點，我們已於網站
公開範本： 
https://bit.ly/3wpvJkb 

另外，身為P&i保險協會，重要的是採行
容納而非排外原則，這也意味著針對想要
投資並檢測替代燃料等新技術的會員，我
們提供的安全網並不會限制其P&i險承保
範圍。只要會員履行必要的盡職調查，我
們打算協助並鼓勵整個業界推動創新，這
是達成零碳排目標的必要之舉。 
 
您認為海運業面臨的最大ESG
挑戰為何？ 
我認為整個業界都有這樣的共識，那就是
減碳是目前海運業面臨的重大挑戰，當環
境危機時鐘分秒逼近，減碳需要全新的技
術以及大量的研發與訓練投資。 
 
然而，長期推動減碳的同時，亦不能忽略
其他領域。Britannia身為海洋反貪腐 
網路(macn)成員，將與旗下會員通力合
作，盡力打擊消滅海運業貪腐行為，雖然
已有顯著進展，但仍有許多工作待辦。另
一個重要的領域是性別平等，尤其是鼓勵
更多女性在規劃職涯時，能選擇投入海運
業，共同攜手合作，確保能為每個人打造
一個零騷擾的職場環境。一如既往，我們
的首要之務便是確保全體員工的安全與福
祉。 

 
您對於今年冬天可能發生能源
危機的預測有何看法？這項衝
擊對ESG有什麼意義嗎？ 
俄烏戰爭確實促使歐盟會員國討論有關依
賴少數來源之化石燃料供應的現況問題。
就一方面而言，會員國力圖在能源資源方
面更能自給自足，我們可能會看到風力一
類的綠能技術投資規模攀升，此情況將轉
而支持ESg議程的環保部分。另一方面，
各國競於確保掌握充分能源資源，可能造
成化石燃料供需出現長短期復甦，為達成
巴黎協定的氣候變遷目標，核能在能源組
合所具的角色，勢必再度燃起激烈辯論。
無論是何種選項，必然引發一連串倫理、
環境與安全問題，這需要嚴肅考量相關風
險及機會，以及是否符合ESg整體議程。 
 

組織內的每個人應該如何善
盡本分？ 
永續性與ESg不會與企業其他部門切割，
而造成自掃門前雪的「穀倉效應或過度分
工」。唯有人人充分參與才能真正產生效
果。全體員工當然應該依循公司的政策及
流程謹慎行事，包括遵守ESg相關政策及
流程，並能向經理人/永續專責代表提出
其可能的任何疑慮。員工亦應能毫無窒 
礙，衷心提出可改善公司ESg績效的建 
議。永續性並非僅是企業外在認知形象，
同時也是內部員工所見的模樣，這一點勞
資雙方都應銘記在心。 

                重要的是britannia以能力所及的最好方式，協助會 
       員及整體業界追求永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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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減碳儼然成為最海運新聞媒體最熱門的流行語。聯合國在西元2015年提
出巴黎氣候變遷協定，其中承諾在西元2100年前，將全球平均升溫幅度控制在低於
工業時代前水平的攝氏2度，同時致力於將升溫幅度縮減至攝氏1.5度。

西元2018年4月，國際海事組織(imo)正式通過
船舶溫室氣體減排(GHG) 初步策略，設定下列
目標：碳排放強度在西元2030年降低至少40%，
並於西元2050年達到70%，而溫室氣體能夠在
西元2050年減排至少50%。此外，許多國家與
海運業界都強烈希望能夠在西元2050年達到減
排100%的目標。 

業界也清楚體認到，最終的目標是要終止化石燃料的使用，這意
味著在不久的將來需要引進具商業利益的零碳排船舶。由於全球
大多數商輪船隊均使用化石燃料做為動力，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思
考目前正在進行融資、設計與興建的船舶，如何能在營運年限後
期改用或切換成非化石燃料的替代燃料。 

替代燃料 
由於這些轉變的推波助瀾，使得非化石燃料的替代燃料市場在近
幾年迅速增加，現今已有許多替代燃料通過檢測，並有可能成為
海運業減碳的解決方案。不過，目前仍難以判斷哪些燃料將是取
代化石燃料最為可行的替代方案，因為這不僅取決於目前進行的
大規模檢測結果，還包括其他因素而定，例如能夠確保任何新燃
料的全球穩定供應等。 
 

 

使用替代燃料可能伴隨的P&i相關風險 
相較於化石燃料，引進替代燃料意味著將新增風險。從P&i的角
度來看，會員可能由於以下因素而承受到額外的責任，而這些風
險可能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有所進化與變化： 

可取得性 - 無法穩定供應的能源會導致營運中斷，船舶無法
取得其他類型的可用燃料，最壞的情況是造成船舶無法運作。若
是租用船舶，船舶可能無法履行租傭船契約義務而釀成糾紛。 
 
至於租傭船入會，會員若是負責提供船舶燃料的租傭船人，則需
要更詳盡的長期規劃，才能確保在指定地點供應充足的燃料，同
時避免租傭船人必須負擔龐大燃料差額的可能性。 

基礎設施 - 為了確保燃料的充分供應，需要投入龐大的投資
來發展必要基礎設施。海事顧問服務公司university maritime 
advisory Services估計，海運業欲在西元2050年前達到減碳目
標，預計需要投入1.65兆美元的成本，其中有87%專用於興建燃
料供應輸送的基礎設施。 
 

目前的進度與未來的發展

1 UMAS (2020)，海運業減碳累計投資額。



不定期航運型態將是未來減碳的最大挑戰，因為船舶的營運沒有
既定的時程表，最受歡迎的替代燃料必須是容易在世界各地即刻
取用的燃料，如果基礎設施沒有到位，那麼會員必須事先謹慎規
劃，以確保船舶能夠獲得充足的燃料。若無法做到此點，船舶必
須偏離原定航道，改往合適的燃料補充地點，或是停泊閒置以等
待可用的燃料，此時就可能引發離租糾紛。 

品質 - 大多數的替代燃料都缺乏國際標準，例如：規範化石燃
料的iSo 8217標準。這將增加燃料糾紛的風險，因為會員難以主
張替代燃料不符合指定規範。 
 
會員需要提供燃料供應商的詳盡燃料規範，以確保供應商僅供應
的燃料適合船舶使用。會員亦應制定合適檢測參數，據此判斷替
代燃料的品質，並針對燃料規範與租傭船人達成協議 

燃料管理 - 員使用替代燃料時，需要確認正確使用這些燃料
時所伴隨的任何相關營運風險。會員應提供船員適當的實務訓 
練，使船員瞭解如何充分降低這些風險，進而避免引擎故障而造
成租傭船契約離租爭議。 

健康、安全與環境 - 使用替代燃料衍生的潛在健康問題，
視燃料類型而不同。所有供應的燃料應檢附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根據資料表徹底評估風險，確認備妥適當的安全柵以
降低船員可能面臨的已知風險。舉例來說，氨氣已知具高度毒 
性，任何外洩都可能導致暴露其中的船員喪命。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安全問題是有關於特定燃料的閃點溫度，此溫
度可能低於《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目前要求的攝氏
60度。使用此類燃料需要通過嚴謹的審核流程，像是諮詢船旗國
等，並制定更加穩健的安全措施，以確保船舶的安全燃料處理。 

燃料訂價 - 替代燃料相對於化石燃料的訂價，可能是會員面
臨的另一項商業風險因素。目前的替代燃料價格高於化石燃料，
且價格與可取得性亦隨著地方與區域而變動。不過，替代燃料市
佔率日益成長，成本可能會因科技進步及燃料量產而逐漸降低。 
 
 
 
 
 

結論 
目前要說哪一種燃料可做為化石燃料的優先替代方案仍嫌過 
早，這個答案將取決於眾多因素。其中一項因素是各種替代燃
料的明顯環境優勢，但船員面臨的最大挑戰，則與可取得性、
配套的基礎設施以及替代燃料的價格相關。這些要素需要全都
安排到位後，燃料才可能成為業界廣用的可行替代方案。 
 
此外，有必要增加大型的檢測，以判斷並確認替代燃料運作的
適當性及可靠性。會員在選擇合適的燃料時，需要徹底進行營
運評估，包括諮詢各利害關係人，以利判斷何種替代燃料最契
合會員的營運要求。 
 
從保險責任角度來看，因缺乏穩定供應與基礎設施而衍生的供
應問題最令人憂心。會員需要制定詳盡的計畫，確保旗下的船
舶能迅速取得充分的燃料。此外，不同替代燃料之間的差異，
以及缺乏標準化規範的問題，都可能提高燃料糾紛發生的可能
性。 
 
會員需要重新檢視安全管理系統(SmS)，並落實穩健的執行程
序，培訓關鍵人員，才能妥善管理這些風險。 

目前的進度與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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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檢視了多種最為常見的替代燃料，並指出各種燃料的優缺點。

替代燃料 

液化天然氣(LnG) 

液化石油氣(LPG) 

甲醇

生質燃料 

氫氣 

氨氣 

電池 

合成甲烷

說明

需要一個使用液化天然氣驅動的引擎，搭配
能處理不同燃料的系統，燃料儲存空間增加 

需要能使用液化石油氣的引擎，搭配能處理
不同燃料的系統 

主要由天然氣生成／可用於使用燃油或甲醇
的雙燃料引擎 

許多引擎雖能兼容生質燃料，但有些船舶卻
需要改造燃料系統及引擎才能使用 

研發主要針對零排放燃料電池/亦可使用於
專用內燃機 

能透過催化反應，利用空氣中的氮及水中的
氫製造而成，內燃機或燃料電池都能使用 

電池係透過高壓岸電連接(HVSC)系統為船舶
充電，以儲存船舶推進所需電能 

使用再生原料與二氧化碳廢氣生成的多餘能
源，混入氫氣來生產燃料 

優點 
能夠安全使用／技術熟成／不斷發展之燃料
裝載(bunkering)網路／一氧化二氮、硫氧化
物與懸浮微粒(PM)含量很低／>二氧化碳少
於20%／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能使用揮發廢氣 

一氧化二氮、硫氧化物與懸浮微粒含量低／
二氧化碳少於10-20%／液化石油氣運輸船
能以貨物作為燃料／大量的貨櫃場基礎設施  

在處理燃料與風險管理方面，較液化天然氣
簡單／「綠色甲醇」為零碳排/氮氧化物與
硫氧化物減少／可使用現有貨櫃場基礎設施 

有些種類的生質燃料，現已量產供應且價格
具競爭力，亦能使用現有廢棄物生產／引擎
與燃料處理系統需要進行一定限度的改造 

兼具乾淨能源且產量龐大的優點，能吸引巨
額技術投資/燃料電池效率優於內燃機 

產量與交易量已有相當規模/船舶本身為零
碳排/為「綠色氨氣」，完全不排放溫室氣
體 

船舶本身為零碳排／岸電也採用綠能則為零
碳排／目前已用於小型渡船／港口HVSC設
施網路已逐步擴大 

此種燃料能用於液化天然氣驅動之引擎／有
可能將液化天然氣運用於「橋接燃料」以外
之用途／進行碳捕捉及再利用的好方法 

缺點 
甲烷逃逸／液化天然氣仍為化石燃料／運載
燃料的可取得性因區域而有所不同／液化天
然氣未來訂價仍具不確定性／高基本建設費
用 - 尤其是改造／貨物容量可能有所損失

到目前為止，大多作為液化石油氣運輸船燃
料，極少作為其他船用燃料／仍視為化石燃
料／經濟誘因取決於訂價 

改造作業可能較為複雜/低能量密度/短期成
本高/有毒且易燃/全球產量有限 

船舶通常不會發生二氧化碳還原作用/碳排
放量視供應鏈而定/永續性問題（例如生產
棕櫚油的土地利用問題） 

燃料生產仍屬能源密集/量產成本昂貴/尚未
發展出運載燃料的基礎設施/必須極低溫儲
存（-253˚C），費用昂貴 

目前採用高能源密集製程（哈伯－博施法）
/能源密度遠低於油基燃料/毒性與腐蝕性極
高/大量氮氧化物排放/可能難以持續燃燒/
需要增設安全系統來管理毒性風險 

所需電池尺寸龐大，體積較大或航程甚長的
船舶較不可行／上游仍可能排碳／可能損失
貨物運載空間／許多地點不適用／部分電池
類別有安全顧慮 

製程使用能源仍缺乏效率且成本昂貴/目前
可取得性有限 

資料出處：clarkson research



britannia香港辦事處提供中港台三地會員優質的承保與理賠處
理服務，並為韓國會員提供理賠處理服務。所有britannia的會
員如在香港海域需要協助時，香港辦事處亦提供聯絡處服務。香
港保險主管機關已於西元2018年12月起授權britannia得在香港
為會員從事保險業務。 

永續的辦公室環境 
Britannia於西元2019年搬遷至新的辦公室 – 位於英皇道的K11 
atEliEr，這是全球公認最具永續性設計的大樓。tr(B)HK已與
K11集團簽署一份「創造共享價值」（cSV）租賃方案。雙方透
過該方案攜手合作，共同致力於改善廢棄物管理與能源效率。
tr(B)HK同意指派一名永續大使，並承諾採用永續性經營作法，
包括參與K11廢棄物管理暨回收再利用計畫。 
 
創造共享價值租賃方案的目標是為了推動永續生活，並為此舉
辦了一些節能（減碳）及廢棄物管理的活動，包括透過永續性
新知、座談會與網路機會創造共享價值並提高永續意識。K11 
atEliEr辦公大樓更提供70項以上的永續性特色與擴大綠化，
面積相當於26座網球場。該大樓並配置亞洲最大的太陽能光電
與熱能混合安裝系統，能同步生成電力與熱水。屋頂空中花園
開放給全體租戶使用。 

Britannia  
在香港 
tr(B)HK/Britannia香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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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b)HK負責人暨britannia香港分公司行 
  政總監tim FullEr先生表示:「我們與K11

續約並且簽署這份新的租賃方案具有相當的意義，這
不僅清楚展現britannia與經理人致力於使用永續性
辦公環境的決心與作法，並以企業思維核心，提供永
續的工作環境，為員工謀福祉。」  
 
TIM FULLER, Director of TR(B)HK and Chief Executive of Britannia’s  

Hong Kong branch.

香港辦事處大樓降低了這個高密度街
區的都市熱島效應。



 
 
 
tim FullEr是trb香港業務的負責人，為tr(b)HK負責人暨
britannia香港分公司行政總監，從西元2018年1月1日起即居
住於香港。tim曾擔任過倫敦tinDall rilEy (Britannia) 
limitED營運長，最早於西元1987年加入tinDall rilEy擔任理
賠處理專員，在此之前曾擔任過一般貨船及配備裝卸設備之輕便
型散裝船二副。 
 
 
WinG Wai是tr(b)HK部門主管兼britannia香港分公司理賠
主任，同時也是香港分公司理賠處理主管。她是香港與英國合格
執業律師，率領理賠團隊為中港台三地會員提供服務。在西元
2014年加入tinDall rilEy之前，她曾在香港一家國際海事法
律事務所工作達七年的時間。在處理理賠與糾紛方面累積了豐富
的經驗，能針對廣泛P&i、FD&D與clH議題為會員提供可行的建
議。 
 
 
GWEn VEtuZ是tr(b)HK的部門主任，同時也是香港分公司韓
國理賠處理團隊主管。她是英國、新加坡與香港合格執業律師，
在西元2020年加入tinDall rilEy前，曾在新加坡與香港的國
際海事法律事務所任職十七年之久。目前率領Britannia團隊與
韓國會員合作，協助其處理P&i、FD&D與clH業務。 
 
SiSSi ZHanG是britannia香港分公司副主任兼核保負責人，
為中港台三地會員提供日常承保服務。她於西元2021年加入
tinDall rilEy之前，曾於一家大型國際保險經紀公司工作七 
年，當時最終擔任的職務是副總裁與海運事業開發負責人，負責
大中華地區海運業務。 
 

Sonia cHEnG自西元2020年7月起擔任tr(b)HK主任兼
britannia香港辦事處財務主任，負責企業法遵與監管通報、財
務報表製作與其他財務相關事項。Sonia在香港與美國取得會計
師資格，在保險業累積了長達18年以上的經驗，擔任過不同企業
的財務主管職務，包括直接保險與再保險公司，財務分析管理方
面的經驗相當豐富。 
 
香港分公司兩個理賠團隊的其他成員，還包括amanDa 
cHEunG、Ji YounG Kim、nicolE tSui、EDWarD 
allSoP、JaSon Ho、monica luo、EVa tanG與
bianca ZHEnG，他們將豐富的法務、海運與理算經驗融入理
賠處理流程。conniE cHan是聯絡處工作的主要窗口，必要 
時，包括tim與WinG在內的其他理賠團隊成員將提供充分的支
援。Britannia官網載有他們的聯絡資料：
https://bit.ly/3aw27mE。EmilY cHunG、rEbEcca 
WonG與JEnnY KWonG支援辦事處的行政作業，tonY 
tanG則是為團隊及tr其他亞洲辦事處提供it支援。 
 

BRITANNIA香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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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nnia香港分公司活動

一旦疫情限制放寬後，香港分公司將為會員與保險經紀人籌劃一
系列的活動，同時在辦公室舉行慈善活動，並納入cSr計畫的一
部分。這張照片是香港分公司成員，他們已經準備就緒，歡迎受
邀貴賓前來參加今年5月25日舉辦的會員午餐會。 



 
 
 
制裁、不可抗力與「合理努力」 
的範圍

英國高等法院針對「合理努力」一詞的範圍提供了指引， 
並確認當事人無須接受非契約履行(non-contractual 
PErFormancE)，以規避不可抗力條款之效力。 
 
(mur Shipping BV v rti ltd [2022] EwHc 467 (comm)) 
 
西元2016年6月，船東與租傭船人簽署運送契約(coa)，船東依約
同意從幾內亞運送幾批鋁礬土至烏克蘭。運送契約約定了不可抗
力條款，對不可抗力的定義包含以下：「係指...發出不可抗力通
知之當事人，無法即刻控制的事態......受影響當事人在善盡合理努
力下[無法]加以克服...。」 
 
西元2018年4月6日，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制
裁租傭船人母公司，將該公司列入《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
名單》。西元2018年4月10日，船東向租傭船人發出不可抗力通
知，提到繼續履行運送契約會違反制裁措施，並指出制裁措施不
再允許依支付條款明確指定的美元來付款。 
 
租傭船人駁斥該通知，表明母公司受到制裁並不影響貨運作業，
可改採歐元付款，而且船東為荷蘭公司，並非受到制裁影響的 
 「美籍人士」。 
 
船東不表同意，並且拒絕依運送契約指定其他船舶執行任務。租
傭船人因此尋求替代噸數(alternative tonnage)，並在倫敦仲裁庭
向船東提出損害賠償索賠。 
 

Georgiana Steiger,  
新加坡船隊經理
gsteiger@tindallriley.com

理賠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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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裁定租傭船人勝訴，依據理由為：船東如接受其提議改採
歐元付款，可符合所約定的「合理努力」條款範圍，並認定相較
於以美元付款，以歐元付款是「完全可行的替代方案」。仲裁庭
認為船東大可接受歐元付款且將不會承受任何損失，因為租傭船
人可賠償船東匯兌費用（租傭船人已表示會如此做到）。 
 
船東以「合理努力」是否能在運送契約要求應以美元付款下，擴
大解釋成接受改採歐元付款一事，上訴至英國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同意船東主張並推翻仲裁庭決議。善盡「合理努力」的
履約義務範圍僅限於履約雙方當事人在契約上同意的內容。高等
法院裁定，接受歐元付款不等同「履約」，這項舉動會超出所約
定的「合理努力」條款範圍。 
 
法院表示契約有規範必須以指定貨幣付款，這是一項「重要契約
給付義務」。所以，船東有權拒絕以其他貨幣付款，並要求以契
約同意的貨幣支付。 
 
本案說明了確保謹慎草擬不可抗力條款的重要性。在制裁措施盛
行的當下，這些條款準確地反映出當事人的真意，尤其契約要求
以美元付款時，更是至關重要。 
 
判決結果同樣引發關注，因為仲裁庭的決定反映出以偏商業方式
解決爭議，而法院則要考量具體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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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提示已發給租傭船人的載貨證
券下交貨：英國高等法院駁回錯交貨
物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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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tantinos Samaritis,  
希臘部門主任 
ksamaritis@tindallriley.com

英國高等法院近期審理的案件中，其中考量到當船東與託運人之
間簽有租傭船契約時，代表船東發出載貨證券給託運人的契約狀
態，以及在更替租傭船契約後將載貨證券背書轉讓給第三方的效
力(unicrEDit BanK ag V EuronaV nV [2022] EwHc 957 
(comm) (tHE SiEnna))。 
 
案件背景 
本案件之爭議源自SiEnna輪從鹿特丹運送一批低硫燃油至富吉 
拉。該批貨物的託運人亦是該船的原租傭船人。西元2020年2月
19日，船長代表船東簽發載貨證券，證實運送貨物已裝船。該載
貨證券憑託運人或其受讓人指示轉交。 
 
託運人/原租傭船人在出貨後即售出貨物。為該批貨物之買方提供
融資的銀行，於西元2020年4月1日依其與買方之間的融資合約開
立信用狀。該合約規定，發給合約融資貨物的載貨證券，其涵蓋
之權利全數質押轉讓給銀行。 
 
銀行與買方欲將貨物轉售給銀行核准的下游買方，其條件是下游
買方在發票日起90天內直接付款給銀行，包括提示這些下游買方
的發票。 
 
託運人/原租傭船人收到貨款後，依船東與買方在西元2020年4月
6日簽署的更替合約來更替租傭船契約。 
 
該批貨物於西元2020年4月26日至5月2日期間卸貨，並透過StS
轉運至另外兩艘船舶，期間沒有提示載貨證券正本。卸貨時，載
貨證券仍在託運人/原租傭船人手中，亦尚未背書轉讓。 
 

下游買方發票付款日為西元2020年7月26日與8月9日。銀行在付
款日即將到期時，才察覺買方有財務困難。託運人/原租傭船人於
西元2020年8月7日將載貨證券背書轉讓予銀行，銀行則於同年8
月13日收到。 
 
銀行沒有收到下游買方發票列出的應付全額貨款，認為船東在未
提示載貨證券正本下，即將貨物交給第三方，此舉違反載貨證券
契約，導致其蒙受損失，於是在英國高等法院向船東提出求償。 
 
法律問題 
法院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判斷銀行是否有權依載貨證券提出貨物
錯交之損害賠償。由於貨物託運人亦是租傭船人，載貨證券在此
僅作為收據之功能，而非檢付於租傭船契約下的運送契約。然 
而，當簽發給租傭船人的載貨證券遭租傭船人背書轉讓給第三方
時，載貨證券確實轉為運送人與被背書人之間的契約。本案，該
載貨證券並沒有在託運人/原租傭船人仍是租傭船人時（租傭船契
約先前已更替）背書轉讓給銀行。所以，載貨證券在背書之時，
不是由現任租傭船人所持有。 
 
銀行的主張則是，更替合約僅是將傭租船契約的權利義務從託運
人/原租傭船人轉移給買方，並不影響載貨證券作為運送契約之效
力。船東主張此意見有誤，並認為更替合約終結了船東與託運人/
原租傭船人的契約關係，載貨證券的用意並非從關係終結日起為
雙方建立新的關係。 
 
法官裁定船東勝訴，簽發給租傭船人的載貨證券視同貨物收據，
而非運送契約。法官認為，更替租傭船契約的同時，船東與託運
人/原租傭船人之間即建立了載貨證券所載的新運送契約，此論點
並沒有法律根據- 載貨證券在此種情況下仍僅具收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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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同意船東的論點，也就是簽發載貨證券時，託運人/原租傭船
人與船東不打算將雙方契約關係載明於載貨證券中，因為傭船契
約已規範此契約關係。雖然在託運人/原租傭船人將載貨證券背書
轉讓給第三方時，雙方真意可解釋為船東與託運人/原租傭船人間
的載貨證券可規範船東與第三方的契約關係，但，缺乏理由去認
定當更替租傭船契約之舉導致船東與託運人/原租傭船人契約關係
終止時，雙方確實有意改由載貨證券來規範這段契約關係。 
 
因此，法官裁定，自西元2020年4月6日起至指控貨物錯交之前，
該載貨證券並不能做為船東與託運人/原租傭船人間之運送契約。
銀行無法基於取得載貨證券之背書轉讓而有權興訟，索賠因此敗
訴。 
 
法院判定，即使是錯交貨物，銀行所蒙受的損失並非因船東違反
運送契約所導致。融資計畫已設想在無需提示正本載貨證券下交
貨，證據指出銀行亦知情載貨證券無法在交貨前準備好，意味著
默許在不提示載貨證券下交貨。



britanniapandi.com 
britanniacommunications@tindallril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