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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秋的某一天，收到闻银玲博士的邀约，请我为她的新书作序，我欣然应诺。
作为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老师，看着学生的成果能够面世，心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和欣
慰，这就是为人师的一种幸福吧。
　　该书题为《海运履约方法律制度研究》，以《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鹿特丹规则》）中一类运输参与方——海运履约方的相关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
“海运履约方”的概念是伴随《鹿特丹规则》起草工作的深入而逐步走入学人视野的，此概念和其上
位概念“履约方”连同“承运人”，三者共同构成了海运业运输主体细化和分类的新格局。
新概念的诞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从法律上定位海运履约方，如何界定、识别海运履约方，
如何设定海运履约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如何预测和评估海运履约方规则的制度价值，以及海运履
约方概念对我国海商法有何触动和启发？
种种问题，殊值探讨。
《海运履约方法律制度研究》一书，正是对上述问题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晶。
　　该书首先从历史上纵向考察了海运履约方制度的沿革，进而研究了海运履约方的界定和识别，随
后对海运履约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条分缕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海运履约方制度的价值和前景予以评
析，最后提出了我国海运履约方制度的构建之策。
全书的研究，充分借鉴了民法履约辅助人理论，但又注意到民法履约辅助人和海运履约方在制度构造
上的不同；吸收了传统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的既有成果，但又敏锐地捕捉到了海运合同在合同相对性
方面的突破；检讨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履约辅助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我国未来立法完善的
可能之途。
鉴于此，我想将本书评价为海商法领域一部“小题大做”的佳作应该不为过吧。
　　寥寥数言，不足以为读者诸君及学界方家完整介评该书。
感兴趣的朋友们，请你们耐心地展卷阅读吧！
同时，借此机会我也祝愿闻银玲博士能在海商法的教学和研究上再接再厉，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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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从1996年开始致于统一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新尝试，经过多年磋商讨沦
，2008年7月3日通过厂《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联合国大会授权在2009年9月23日鹿特丹举行的签署仪式士：开放：约供签署，并建议将该公约听体现
的规则称这“鹿特丹规则”  (Rotterdam Rules)。
    公约内容庞杂，其适用范围和调整事项均超出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墜规则三个现行有效的海
运公约。
海运履约方制度是公约中颇具特色的制度，它构成厂公约责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公约起草过程
中讨沦的重点内容。
    海运履约方制度虽然十足该公约第一次将承运入的履约辅助人纳入调整，但却是最全面、最彻底的  
次、它统一了海运段的承运人履约辅助入的责仟，是国际海运法律体制统，化进程小的又一进步，意
义深远。
本文即运用历史分折、比较分析、理论分析的方法对海运履约方制度的沿革、制度构成、制度值和我
国相关制度构建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运履约方法律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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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扩大了承运人的贡任期间　　新公约规定，承运人根据本公约对货物的责任期，自承运人
或履约方为运输而接收货物时开始，至货物交付时终止，即“门到门”。
　　（3）加大了承运人的若干义务　　根据新公约第14条规定，履行海运义务的承运人必须在开航前
、开航当时和海上航程中恪尽职守，履行适航义务。
而海牙规则仅要求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履行适航义务。
新公约加大了承运人的适航义务。
　　（4）提高了承运人的责任限额　　根据新公约第59条规定，承运人所负赔偿责任的限额，提高到
按照索赔或争议所涉货物的件数或其他货运单位计算，每件或每个其他货运单位875个计算单位，或按
照索赔或争议所涉货物的毛重计算，每公斤3个计算单位，以两者中较高限额为准。
根据新公约第60条，承运人对迟延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是相当于迟交货物应付运费两倍半
的数额。
新公约规定的限额高于海牙一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所规定的限额。
　　新公约加大了承运人的责任，反映了现今国际货物运输市场上承运人与托运人的力量对比。
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及总的来看，国际货物运输市场是在持续地向着有利于货主的方向发展，运输
的服务性更加突出，对运输服务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
也就是说，这一市场不断地表现为以货主为主导的托运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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