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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际贸易货物不同的运输方式中，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是运输量最大的一种方式。
在有港口的国家，海上货物的运输量一般都会占进出口贸易运输总量的80％-90％。
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和长江等岸线，具有许许多多的天然良港和人工建设的深水港。
随着我国对外开发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国际海上运输的货物总量和集装箱货物运输
量都有大幅度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海运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业的市场环境和业务实践提供了法
律保障。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践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开展也发生着变化：集装箱货物的集运分拨业务的开展、“
电放”的产生、无船承运人制度的确立，使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产生了一些新的做法。
本书在阐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基本业务知识的基础上，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也做了论述。
由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还会产生新的实践做法，所以敬请读者对书中的疏漏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共分十章，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概述、班轮货运业务、班轮提单和海运单、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有关公约与中国法律、班轮运价与运费、国际海运管理法律制度、租船运输、租船合同、国际多
式联运、索赔与理赔。
本书可供外贸运输、航运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实践工作的同志参考
使用。
　　本书由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主任王学锋教授拟订大纲，并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教学和实践
经验，由王学锋、殷明、郏丙贵撰写。
周鑫参加了第9章的部分撰写工作。
　　在本书出版之际，作者对为本书撰写和出版给予了极大帮助的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和同济大
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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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阐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基本业务知识的基础上，也对新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和实践中出现的一
些新动向做了论述。
　　本书共分十章，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概述、班轮货运业务、班轮提单和海运单、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有关公约与中国法律、班轮运价与运费、国际海运管理法律制度、租船运输、租船合同、国际多
式联运、索赔与理赔。
本书可供外贸运输、航运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实践工作的同志参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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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海上货物运输行业组织　　1.2.1 国际海运行业组织的分类　　随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业的不
断发展，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相继成立了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海运企业间也成
立了一些具有经营协作性质的组织。
这些组织在保证海运安全、建立国际公约和提供海运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参与的成员的性质，国际海运行业组织可分为政府间国际海运行业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海运
行业组织。
政府间国际海运行业组织的成员是以政府为主体，或者代表政府利益的民间机构作为成员参加。
非政府间国际海运行业组织是以企业为主要成员的行业自律组织，因而一般也被称为国际海运行业协
会。
　　在国际海运业，除了政府间国际海运行业组织和国际海运行业协会外，还有一类具有经营协作性
质的组织，可称之为国际航运协议组织。
国际航运协议组织，是指从事国际海上运输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根据相互订立的协议而组成的各种
经营合作性质的具有组织机构形式或没有组织机构形式的组织。
目前，国际航运协议组织的主要形式包括班轮公会、协商协议组织、运营协议组织等。
　　国际航运协议组织具有自律性质，以实现经营上的合作为目的。
这些组织不同于国际海运行业协会，因为其具有垄断性质，排除或减少了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
由于各海运国家通过特别立法赋予这些组织反垄断豁免，国际航运协议组织一直以来在国际海运业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1.2.2 国际海事组织　　1948年2月9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海事大会，并于同年3月6日通过了成
立“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IMCO)的公约，即《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公约》。
该公约于1958年3月17日生效。
195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大会期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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