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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撰写一本有思想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贸易法教材，是笔者多年的夙愿。
现在，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经过近三年的呕心沥血，这本书终于在2008年底脱稿，可以
奉献给读者了。
　　2008年注定要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一年中，从“5·12”汶川大地震之国殇到北京奥运，接踵而至的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
球经济危机，使中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融入国际社会遭遇的阵痛。
不过，除了自然灾害留给人们心灵的大悲和北京奥运的大喜之外，相信任何中国人一定会对2008年作
为改革开放30周年留下特殊记忆。
因为，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现代中国第一次主动的对外开放，标志着国家命运的战
略性转折点。
回首这风云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倘若我们以1978年为起点、每10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考察，可知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周年对中国的发展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1988年时，中国人曾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
所致的抢购风，国有企业数以千万计工人的下岗失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尚不清晰。
1998年，香港主权回归后不久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以一国之力与国际游资进行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金融斗争，捍卫了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果；此时的中国尚徘徊在国际社会的边缘
而未融入国际社会，人们尚未明显地感受到生活的实质性变化。
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10年时，伴随着加入WT0，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不可逆转。
在这个10年间，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人民的许多梦想已成真。
2008年原本是许多人以为吉利的年头，想不到2008年的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伤痛、喜悦和考验，这些
或许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过程肯定要经历的磨难。
也正是这些伤痛、喜悦和考验，昭示了中国开始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我们回顾过去30年发展史时，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复兴和人民更加美好的未来将在下一个30年内实现
。
　　过去的30年对笔者同样是刻骨铭心，它记载了笔者从一个下乡知青到大学教授的人生轨迹。
笔者对于如何克服种种难以名状的困难而于1977年秋报考大学的情况仍记忆犹新。
就在30年前的1978年初，在下乡插队9周年之际笔者欣喜地接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
第一批考试入学的幸运儿之一，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老三届”下乡知青和“77级”大学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颇具历史意义的两个名词，它几乎浓缩了令
全体中国入无法忘怀的共和国60年历史中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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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亦是作者20余年国际贸易法教学、研究成果以及国
际仲裁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全书内容和篇幅安排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制度”、第五章“国际贸易
支付和融资制度”是整个国际贸易法的核心，所以写得最为详尽和深入，篇幅也最大。
第四章“国际货物运输和运输保险制度”就相对简写，注释和案例等相对简略。
此外，将运输和保险列为一章，除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以外就不再介绍航空运输保险和铁路运输保险
。
此外，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是现代保险制度的起源，航空和铁路运输保险并无特殊性。
    本书既可供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法律服务、司法部门以及国际贸易实务人员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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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合同与保单    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四、海上保险标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      五、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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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二、国际保理的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    三、国际保理的若干法律问题    四、中国的国际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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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概要    二、英美法系代理制度概要  第二节  关于代理的国际法律文件    一、国际代理统一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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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三、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和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    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处理仲裁事项通知》与
仲裁协议  第三节  仲裁庭和仲裁员    一、仲裁员的资格    二、仲裁庭的组庭方式  第四节  国际商事仲裁
裁决的司法审查    一、仲裁裁决撤销的基本理解    二、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    三、中国撤销仲裁裁决
的制度  第五节  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    一、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概述    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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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承运人的责任原则　　《汉堡规则》对承运人规定实行完全过失责任制，该原则的制订从根本
上改变了传统的承运人的责任原则，即废除了颇有争议的承运人管船方面的免责及其他有关免责条款
。
根据《汉堡规则》，在发生事故时，对承运人应采用推定过失与举证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在运输途中发生货物灭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等行为，首先应该推定承运人有过失；如果承运人试图援
引过失免责条款免除其责任，就必须负有举证之责；反之，承运人将承担有关责任。
此项原则解决了承运人援引免责条款的合理性。
《汉堡规则》对承运人的责任基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规定：　　（1）除非承运人证明他本人、其雇
佣人员或代理人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已采取一切所能合理要求的措施，否则必须对其保管货
物期间内发生的货物灭失、损坏和延迟交货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2）承运人未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或虽无约定、但未做到谨慎处理以致不能在合理要求时间
内，或合同规定的装卸港交货，即为延迟交付。
　　（3）承运人、其雇佣人员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造成火灾，引起的货物灭失、损坏、延迟交货
，承运人负责赔偿，但索赔人必须负有举证责任。
　　（4）承运人未在交付时间届满后连续60天内交付货物，则对货物拥有索赔权的人可以视之为货物
已经灭失。
　　（5）承运人对活动物运输所造成的任何特殊风险不负责任，除非证明灭失、损伤或延迟交付的
全部或部分是由承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致。
　　2.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汉堡规则》第4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间，包括
货物在装货港、运输途中和卸货港处于承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
”根据该条文规定，承运人的责任自承运人从托运人或其代理人手中接受货物时开始；或根据装运港
适用的法律和规章，承运人必须从有关或其他第三方接受货物时，自该时间开始。
承运人的责任终止，是指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或根据装运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将货物交给必须交付
的当局或其他第三方；或当收货人不提货时，承运人可以根据合同或贸易惯例，将货物交于收货人支
配之下。
此项规定对承运人掌管货物的期间开始和终止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3.承运人责任限制　根据《汉堡规则》第6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每
件或其他装运单位以835特别提款权或毛重每公斤2.5特别提款权为限，以两者中高者为准。
承运人对延迟交付货物的赔偿，相当于该延迟交付货物应付运费的2.5倍的数额为限，不得超过本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运费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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