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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实践。
在近几十年中，中国的发展无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也通过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方式逐渐融入
到国际社会中，融入到国际经济生产当中。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都获得迅速的增加，在国际经济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远洋运输也大量增加。
与之相适应，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参与和制定方面也曰趋活跃。
本书就针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国际经济法方面的实践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国际贸易领域、
国际投资领域、海事海商领域(其中特别介绍了《鹿特丹规则》以及中国的实践等)。
此外，针对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动荡，本书对美国近年来在金融法领域所做的努力也作了一些研究
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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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鹿特丹规则》尝试解决长期困扰航运界或司法实践的难题，对传统制度有大胆突破　　
目前，在航运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少长期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如货物交付中的无人提货和无单放
货问题、承运人识别问题、港站经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FOB贸易下卖方地位问题、提单上的管辖权
条款和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等。
这些问题在以往的国际公约中并未规定，或者规定得不明确，导致在实务中产生很多争论，给当事人
维护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在《鹿特丹规则》所规定的内容中，有不少是直接针对航运实践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难题而设定
的。
为了解决实践中“谁有权利要求签发提单”、“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的地位”、“FOB贸易下卖方的
地位”等问题，《鹿特丹规则》特别规定了“单证托运人”并将其与“托运人”区分开来（《鹿特丹
规则》第33条）。
为了解决承运人识别的难题，《鹿特丹规则》第37条规定：单证合同事项中（如提单）载明承运人名
称的，则以此为准；当提单中未载明任何人为承运人的，则推定装载货物的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承运
人，除非该登记所有人能够证明运输货物时该船舶处于光船租赁之中，且能够指出该光船承租人及其
地址，这种情况下，则推定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
为了解决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鹿特丹规则》第1条第7项规定了海运履约方，与《汉堡规则
》及我国海商法下的“实际承运人”相比，《鹿特丹规则》下的“履约方”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它
不仅包括港站经营人等在《汉堡规则》下是否应被视为“实际承运人”尚存在很大争论的主体，而且
，它还包括只是承诺履行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的有关义务而并不实际履行此种义务的人，而这种人在
《汉堡规则》下，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实际承运人的。
为了解决无单放货的难题，在《鹿特丹规则》“货交收货人”一章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
且对提单传统的“凭单放货”功能有重大变革（《鹿特丹规则》第47条）。
为解决提单背面的管辖权条款与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公约规定管辖权条款或仲裁条款所选定的地点
仅仅是拥有管辖权的管辖法院之一（《鹿特丹规则》第67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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