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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鹿特丹规则释义：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内容是对《鹿特丹规则》
条文的逐条解读。
《鹿特丹规则》的全名是《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公约含18章96个条款，是迄今国际上有关货运法律法规中内容最丰富、涉及的问题最广泛、适用范围
最宽、结构最复杂、条款最多的一个公约。
公约为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运输方式的变革做出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规定，如，“海运+其他”
模式、电子运输记录、控制方的权利、承运人的识别、货物的交付、批量合同等。
它的出现不仅对国际和国内现行的相关法律会产生相当重大的冲击，而且对今后的国际贸易、国际货
物运输、银行业务、保险业务、港口营运等诸多行业可能也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因而受到各国政
府和国内外相关业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同时也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热议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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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合并和移转  第72条  争议产生后的协议和被告应诉时的管辖权  第73条  承认和执行  第74条  第14章
的适用第15章  仲裁  第75条  仲裁协议  第76条  非班轮运输中的仲裁协议  第77条  争议产生后的仲裁协
议  第78条  第15章的适用第16章  合同条款的有效性  第79条  一般规定  第80条  批量合同特别规则  第81
条  活动物和某些其他货物特别规则第17章  本公约不管辖的事项  第82条  管辖其他运输方式货物运输
的国际公约  第83条  赔偿责任总限制  第84条  共同海损  第85条  旅客和行李  第86条  核事故造成的损害
第18章  最后条款  第87条  保存人  第88条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者加入  第89条  退出其他公约  
第90条  保留  第91条  声明的程序和效力  第92条  对本国领土单位的效力  第93条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的参与  第94条  生效  第95条  修订和修正  第96条  退出本公约《鹿特丹规则》评论文献索引(国际)《鹿
特丹规则》评论文章索引(国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鹿特丹规则释义>>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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