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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本报告叙述一九$六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七日在 

纽约举行的委员命第此届舍议的情形。 

2.依照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205 (XXI)号决议的规定，现在将 

这件报告提送大会，同时送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意见。 



本届会议的组织 

A . 幕 

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会）第九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 

二日 幕。由秘书长主持 幕事宜。 

B.成员和出席情形 

4.依贸易法委会据以设立的大会第2205 (XXI)号决议，委员会由大会选出 

二十九国组成。大会第3108(xxvm)号决议将委员会的成员从二十九国增加到 

三十六国。委员会现有成员是由大会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一九七三年十 

二月十二日选出的下列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比利 

时、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法国*、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圭亚那*、匈牙利、印度、日本*、肯尼亚、 

1 依大会第2205(xxi)号决议规定，委员会成员国当选任期为六年。但初次选 

举时由大命主席用抽签方法选定的十四个成员国的任期则于三年终了时届满 

(一九七(b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十五个成员国的任期于六年终了时届 

1满（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选出十四个成 

|国，规定任足任期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又在第二十八 

届会议选出十五个成员国，规定任足任期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届满。大会第二十A^会议又选出七个增设的成员国。这些增设的成员国 

中，3卜成员国的任期由大会主席用抽签方法选定于三年终了时届满（一九七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四个成员国的任期则将于六年终了时届满（一九 

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标有星号的成员国任期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届满。其他成员国任期贝彳将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墨西哥、尼泊尔*、尼日亚*、挪威*、菲律宾、波兰*、塞拉利昂、新加坡*、 

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5.除塞浦路斯、圭亚那、索马里外，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派有代表出席本届 

会议。 

6.下列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派有观察员 

列席： 

(a)联合国机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b)专门机构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c)政府间组织 

经济互助理事会；欧洲理事会；东非共同体；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阿 

拉伯国家联盟。 
I 

(d)国际非政府组织 

美洲商业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会；国际航运商会；国际商业仲裁理事 

会人国际法协会；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船主协会；国际海上保险业 

‘联合会 。 

C -选举职员  

7-委员会鼓掌选出下列职员：2 

2选举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曰第一七三和一七四次会议举行。根据委员会第一 

届会议的决定•，委员会设副车席三人，以便将主席和报告员连同计算在内，使 



主 席 

副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报告员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莫特里先生（巴巴多斯） 

鲁齐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奥耶孔勒夫人（尼日利亚） 

： D . 议 程 

8.委员会在一九七木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七三次会议上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如 

1 .会议 幕 

2.选举职员 

3.通过议程、暂定会议日程 

4.国际销售货物 

5.国际支付 

6.国际航运立法 

7.国际商业仲裁 

8.批准或加入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 

9.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 

1 0 .未来 i作 

1 1 .其他事务 

12.第十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续）大会第2205 (XXI)号决议第二节第1段列出的五组国家的每一组都有代 

表担任委员会的职员（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6号》 

(A/7216),第14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一九六八 

丨一她6^》(餘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1. Y.1)),；第二编，第一章第14段)。 



E-设立全体委员会 

9.委员会决定设立两个全体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和第二委员会），这两个委 

员会将同时集会，审议下列议程项目： 

第一委员会 

项目6.国际航运立法：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 

第二委员会 

项目7.国际商业仲裁：贸易法委M•裁规则。 

10.第一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六日期间集会，一共举行了三 

十一次会议。
5
第二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期间集会，一共举 

行了十九次会议。4 

11.第一委员会在四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选出穆•谢菲克先生 

为主席，内•盖伊罗斯先生（巴西）为报告员。第二委员会也在同一夭的第一次 

会议上一致选出罗•洛伊先生（奥地利)为主席，其后在第六次会议上一致选出萨 

斯先生（匈牙利）为报告员。 

12.委员会在五月七日的第一七八次和一七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一委员会的报 

告；在四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的第一七五、一七六和一七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 

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将第一和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载入本报告作为附件(附 

件一和二）。 

卫.通过报告 

18.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的第一七九次会议上通过了本报告。 

‘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简要记录载于 A / C U • 9 / I X / C . 1 / S R . 1 至 S R . 3 1 。 

4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简要记录载于 A / C H • 9 / I X / C . 2 / S R . 1 至 S R . 1 9。 



国际销售货物 

A.关于国际销售货物的统一规则 

工作小组的报告 

14.委员会收到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至十六日在日内瓦 

举行的第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CN. 9/116)。 委员会指示工作小组除其他事 

项外设法确定附列于一九六四年海牙公约的国际销售货物统一法的案文应如何修改 

方可使这些案文得到不同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更广泛的接受和拟订^•个反 

映这些修改的薪的案文」报告叙述了工作小组在履行委员会交办的任务方面所取得的 

进厌o 

15.如工作小组的报告所指出，该小组已完成对国际销售货物公约草案第五十 

七至六十九条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仍有问题有待解决的其他若干条的审议。工 

作小组以后在二读时审议了公约草案的全文。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8号》（A/7618)，第3 8段 

所载决议3 (a)分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巷：一九六八年 

九七〇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71.V.1)，第二编，第 

二章，第3 8段）；《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8417)， 

第9 2段所载决议1(c)分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一 

九七一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72.7.4)第一编，第二章，第 

92段）。j一九六四年关于国际销售货物的海牙公约及附载的统一法（销售统 

一法），见《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和其他文书的登记册》，第一卷(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1.V.3)，第一章，第1节。 



16.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工作小组在完成二读后已经核可了国际销售货物公约 

草案的案文，从而完成了委员会所交给它的修订国际销售货物统一法的任务。要员 

M注意到工作小组没有就放置在方括号内的第七条第2款和第十一条案文达成共 

同意见，工作小组成员国的代表并对其他若干条保留立场，以期在委员会第十届会 

议审议公约草案时提出问题。工作小组所通过的案文载于其报告附件一。 

17.委员会还注意到工作小组没有审议关于执行、声明和保留的规定草案或公 

约草案的 后条款，并要求秘书处编制这些规定草案，以供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审议。 

18.工作小组报告说：它收到对载于工作小组第六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 

100),附件一的面际销售货物公约草案案文的评注草案（A/CN. 9 / W G . 2/WP.22 )， 

它并已要求秘书处参.酌它的审议和结论对这个评注草案进行修订。评注载于工作 

小组报告附件二。 

19.委员会同意工作小组的下列意见:公约草案附加评注是可取的，因为这样 

可以使工作小组所通过的公约草案的各条款的准备工作_根本方针更加便于查考。 

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6 

20.委员会指出按照它第AJ会议所作的决定，已将该公约草案连同评注送请 

各国政府和各有关国际组织发表意见，并将编制一份关于这些意见的分析，提供委 

员会第十届会议审议。 

21.委员会决定根据从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所收到的评论，在第^届会：n  

议审议这项公约草案。 

6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七三次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这次会议的 

简要记录载于A/CIT. 9 / S R . 173号文件。 



B.国际销售货物契约的订立和效力 

l i ‘ , ‘ 

22.委员会曾在第二届会议决定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应当考虑如何修改附载 

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海牙公约的订立国际销售货物契约统一法，使其能为不同法 

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更广泛的接受，并为此目的拟订一个新的案文。7委员 

会第三届会议决定工作小组应优先审议国际销售货物统一法，等到完成这一任务后 

才处理订立契约问题。8 / 

23.委员会在第七届会议审议了国际统一私法学社所提委员备在它的工棒方案 

中列入审议“关于统一若干有关国际销售货物契约效力的规则的法律草案”的项目 

的请求，这个项目是该学社理事会在一九七二年通过的。在该届会议上，有人表 

示也许 好是在一个文书中处理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宑早应当考虑在其与国 

际贸易有关的限度内制订关于一般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是否得当的问题V 

7《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8号》（A/7618)，第3 8段所 

载决议3(a)分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巷：一九六八年-一 

九七〇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lm),第二编，第二章，笫 

3 8段）。一九六四年关于订立国际销售货物契约统一法的海牙公约及附载的 

统一法见《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和其他文书的登记册》第一卷(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E.71..V.3)，第一章，第1节。 

8《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8017 )，第72段(《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一九六八年-一九七〇年》（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E.7I.V.1),第二编，第三章，第72段）。 

9《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9617)第91至93段（《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年鉴，第五卷：一九七四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5.V.2),第一编，第二章，A,第91 至9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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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的报告  
1  

24.报告声称，工作小组一致认为应在下届会议 始处理关于订立契约旳统一 

法的工作，并应试图在比国际销售货物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制订这些规则。如桌它 

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判明不能在同一案文中处理销售契约和其他种类契约所根据的 

原则，该小组将单独致力于销售契约的工作。工作小组还认为它应当考虑把关于 

效力的规则的一部分或全部和订立契约的规则合并是否合适的问题。工作小组决 

定向委员会第M会议提出它的结论，以便获得委员会对于这些结论的意见。 
1 ! ‘！ . 

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1° 

25.委员会集中讨论三个主要问题： 

(a)提议的国际销售货物公约和关于国际销售货物契约的订立和效力所拟 
i 

通过的规则应该合并订入一个公约，还是后喊规则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公约的 

主题； 

(b)如果决定拟订两个公约，这两个公约应该提交一个全杈代表会议审议， 

还是应该提交两个各别的全杈代表会议审议； 

(c)关于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应为国际贸易所使用的不同种类的契约 

拟订，U应当单独为国际销售货物而拟订。 

26.关于头两个问题，有人指出如果只有一个案文，对那些使用委员会拟订的 

规则的人来说将比较方便。又有人指出拟订一个单独的案文或者 低限度在同一 

个全杈代表会议上审议两个案文将便利这些Aj手方法和所用词语都相同的案文的拟 

订工作。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拟订关于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需费时日，要等 

待这项工作完成后才召 全杈代表会议审议国际销售货物公约将是不合要求的。也 

10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七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 

的简要记录载于A/CU.9/SR.173号文件。 



有人表示如果把关于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和国际销售货物合并在一个案文内， 

将更加难于获得大量国家的批准。而且，还有人指出审议国际销售货物公约草案 

的本身便会占据全权代表会议的整个议程，这样一个会议将很难同时充分注_契约 

的订立和效力问题。 , ‘ i ； 1 

2 7.关于第三个问题，委员会认为：工作小组的工作应限于拟订关于订立国际 

销售货物契约的规则，以便尽可能在 短的时期内完成它的任务，但工作小组可以 

自由决定要不要列入一些关于这种契约的效力的规则。委员会请工作小组向委员 

会第十届会议报告它在这方f的结论。 

委员会的决定 

28.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七三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赞赏地注意到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第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2.祝贺工作小组迅速和成功地完成了交给它的关于修订一九六四年七月 

一日《海牙公约》所附载的国际销售货物统一法的任务； 

3 .决定： 

(a)在第十届会议审议国际销售货物公约草案； 

(b)将关于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规则应该载入关于国际销售货物的规 

则的同一公约，还是应该载列于单独的公约的问题以及如果分载于两个公 

约，应否由同一个全杈代表会议审议的问题推迟至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c)指示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它关于契约的订立和效力的工作应以 

国际销售货物的契约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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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支付 

票 据 

2 9.委员会收到国际票据工作小组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至十二日在纽约举行的 

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CN. 9/117 )。 该报告叙述工作小组对编订国际汇票 

和国际期票统一法草案定稿所取得的进展。 

30.如该报告所指出，工作小组在第四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应委员会的决定而 

编订的国际汇票和国际期票统一法草案第七十九至八十六条和第一至十一条。“提 

议的统一法将确立适用于国际票据（汇票或期票）的统一规则，供国际支付中任择 

使用， 

31.该报告叙述工作小组关于诉讼时限，遗失票据，提议的统一法的适用范围， 

票据的正式要件和正式要件的解释的审议和结条。 

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 

32.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工作小组已完成对统一法草案的初读。委员会根据它 

需待工作小组完成所进行的工作后才审议该项工作的实质的一般政策，表示注意到 

国际票据工作小组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8417)，第3 5段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一九七一年》（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72.V.4)，第一编，第二章，A,第3 5段）。统一法草案 

及评注载于A/CN.9/WG. IV/WP.2号文件。 

12委员会在第一七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载于a/ 

CN.9/SR.173 号文件。 * 



委员会的决定 

33.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七三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下列决定： 

_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赞赏地注意到国际票据工作小组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2.要求工作小组按照委员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票据的决定中所阐述 

的任务规定，继续进行并迅速完成该项工作； 

3. 1秘书长依照国际票据工作小组的指示，与由各有关国际组织、银行 

和贸易机构提供的专家们组成的委员会国际支付研究小组璋商，进行关于国际 

汇票统一法草案以及关于使用支票结算国际支付的调查的进一步不作，并为这 

些目的召 必需的会议。 



第四章 

国际航运立法 

A . 导 言 

3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于其一九七一 

年二月第二届会议中通过一项夾议，建议委员会应着手审査关于提单的规则和惯例， 

包括《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及修正该 

公约的议定书（一丸六八年布鲁塞尔议定书）中所载列的那些规则，以便对这些规则 

加以订正和扩张，或于认为适当时拟订一项新国际公约，以供在联合国主持下采行• 

35.委员会于第四届会议时决定依循贸发会议工作组所通过的上述关于提单 

的决议（TD/B/C. 4/83,附件一）所揞示的方针，审查关于海洋货物运送人责任 

的规则。”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7号》（A/8417),第10至 

2 3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一九七一年》（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E. 72.V.4),第一编，11，^第1 0至 2 3段）。 

关于委员会先_就国际航运立法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参看《同上，第二十四届 

会议，补编第1 8号》（4/7618)，第114至133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年鉴，第一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 E . 7 1 . V . 1 ) ,第二编， H， A ,第 1 1 4至 1 3 3段）；《同上，丨 

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8017)，第157至166段（《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0年》，第二编，m, 

A，第157至166段)；《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87 j1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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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委员会二十一个委员国组成的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 

组，来执行这个工作方茱。工作小組举行了八届会议，并向委员会第A1会议提出 

了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案文广委员会先已于笫七届会议时请祕书长一俟国 

I示航运立法工作小组通过公约草案定稿，即将其送请各国政府及谷有关国际组织提 

出评论，并编制一项此种评论的分析，以供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 

37.委员会收到了下列各项文件： 

H A/-CN. 9/109： 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对于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 

评论。这个文件并转载公约草案的桨文（第4至1 9页）。 

㈡ A/CN.9/1 10： 各国政府和备国际组织对于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 

评论的分析. 

㈢ A/CE .9/115： 关于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执行、保留及其他 后 

条款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卓案是秘书处应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第八 

届会议的请求而编订的。工作小组还没有审议这些规定草案。 

第44至51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三卷：一九七二年》（联 

合国出版物，岀售品编号：E.73.V.6),第一编，’n，A第44至51段）； 

《同上，第二十A^会议，补编第1 7号》 ( A / 9 0 1 7 ) »第 4 6至 6 1段‘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四卷：一九七三车》（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74.V.3),第一编，耳，A,第46至61段）；《同上,第二 

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7号》（^/9617),第38至53段（’《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年鉴，第五卷：一九七四年》（联合国Hi版物，@售昴编号： 

V.2),第一编，H，A,第38至53段;’及《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 

第 1 7号》（ V 1 0 0 1 7 ) ,第 6 4至 7 7跌「 

“委贞会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戸第一七九次备议上表明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已 

就此完’成其任务，因‘决定将该|工作/I、组解散。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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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㈣ A / C N . 9 / l l 5 / A d d . l ：《劳埃德船舶年鉴》一九七五年表一及表二。 

㈤ A/CN. 9/105: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文件： 

- T D / B / C . 4/1 SL/1 9 ：提单一对于贸易法委会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 

组所拟订的一项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评论一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 

告;， 

- T D / B / C . 4 / I S L / l 9 / S U P P 1 . 1 和 S u p p l . 2：提单一海 

公约草案；贸发会议秘书处所编写的背景评论； 

— T D / B / C . 4 / I S V 2 1 ：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关于其第五届 

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报告. 
I 

38.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第一全体委员会来审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所通过 

的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并向它提出报告。第一委员会在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六 

日的期间集会，一共举行了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委员会给委员会的报告载列在本 

报告附件一，‘ 
！ ‘ 

:‘ B. 审议第一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 ‘‘ ； 

39 .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的第一七八次和第一七九次会议中审议了 

笫一委员会的报告。“ 

40.有人表示意见说，应提请将要召 从事締结海上货物运送公约的国际全 

杈代表义注意，_草案案文中凡是适当的地方，英文本中的将来时式命令语气 

" s h a l l ”是否可以改为现在时式直陈语气”is”。 

41.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核可了第一委员会所德议的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丨 

案的案文，但须作下列修改: 

1 5这两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载在A/CIL9/SR.178和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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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八条第1款和第2款“损失、损坏或延迟”一短语第一次出现时改 

为“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 一短语； 

( b ) 第十五条第2款英文本‘‘ this article，，与"shall state"芋 

样间加一逗号； 

( c )第二十条第1款删去括号内“要求赔偿的” 一短语和所附脚注； 

(d)第二十条第2款删去“ 始”后的“进行”两字； 

(e)第二十条第3款将“ 始进行"字样改为“ 始”两字； 

( f )第二十条第4款删去“的进行”字样； 

( g )第二十一条笫1款在“国家”两字后增添如下的脚注“6": “很多代 

表团赞成将‘国家，字样改为‘締约国，字样”； 

( H )第二十 -条第 5 款英文本 “ parti.es，，与 ‘‘after a claim，’字 

样间加一逗号； 

( i )第二十二条第1款“由于运送契约” 一短语改为“有关在本公约下运 

送货物的”一短语• 

4 2 . 关于有关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执行、保留及其他 后条款的规定 

草案(A/CL9/115)，委员会决定这些规定草案经秘书处依照第一委员会1 所通过 

的提议修改后，应连同公约草案分送各国政府及各有关国际组织，请其提出评论和 

提议。 

43.委员会一致认为大会应召 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根据委员会所核可 

的条款案，締结一项海上运送货物公约a 委员会注意到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 

工作组表示国际全权代表会议 好在一九七七年或一九七八年前半期丨举行。秘书 

长代表就举行此项会议所涉经费问题作了一项说明。 



委员会的决定 

44 .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第一七九次会议通过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回顾其第四届会议所作出的决足，即为响应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设国 

际航运立法工作组的一项决议而进行审査关于提单的规则和惯例，包括《统一 

有关提单的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及修正该公约 

的议定书（一九六八年布鲁塞尔议定书）中所载列的那些规则，以便对这些规 

则加以订正和扩张，并于认为适当时拟订一项新国际公约，以供在联合国主持 

下采行， 

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通过一项海上货 

物运送公约，确立由货主与运送人平衡分担危险，则将有助于世界贸易的发 

展， 

1 . M其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4 5段所载列的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 

案的案文; 

2. 1 秘书长： 

(a) 

(b) 

(c) 

将公约草案，连同将由祕书长拟订的有关执行、保留及其他 

后条款旳规定草案，分送各国政府和各有关国际组织,请 

其提出评论和提议； 

将公约草案和有关执行、保留及其他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递 

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所设立的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_其 

提出评论和提议； 

将从各国政府、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和各有关国际组织收到 

的评论和提议编制一项分析性的汇编，并将这项分析性的汇 

编提交大会可能有意召 的全权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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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g大会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早召 一次全杈代表会议，裉据 

委员会所核可的公约草案，締结海上货物运送公约。 

c. 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案文  

4 5 . 委员会通过的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案文如下： 



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 

第一编.通则 
‘ i 

第一条.定义 

, 在本公约内： 

1. “运送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送契约的任何人。 

2. “卖际运送人”是指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的任何人，以 

及受委托执行此种运送的任何他人。 

3- “收货人”是指有权受领货物的人。 

'4."货物‘”包括活的动物；货物归并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或另 

加包装，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人供给时，并包括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在 

内。 ’ 

5. “运送契约”是指规定运送人收取运费而承担由海上自一港口运送货物至 

另一港口的契约。 

6. “提单”是指作为运送奐约和运送人接管或装载货物的证明的文件，运送 

人承担对交还此项文件者交付货物。此种文件中所载货物应候指定拾头人之命交付、应 

候命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构成此种承担。 

7. “书面”除其他方式外，包括电报及专线电报。 

第二条•适用范围  

1.本公约的规卑应适用于两个不同国家港口间的一切运送契约，如果： 

‘(a)运送_约所规定的装货港位于締约国，或 

(b)运送契约所规定的卸货港位于締约国，或 

,I⑷运逡契约所规定的任择卸货港之一是实际卸货港，该港位于締约国,或 
• I . 

-19 -



(d)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是在締约国发给，或 

(e)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规定本公约的规定或任何国家实施 

本公约规定的立法应规制运送契约。 

2.本公约的规定的适用不考虑船舶、运送人、实际运送人、托运人、收货人 

或任何其他关系人的国籍。 

3.本公约的规定不适用于租船契约。但按照租船契约而发给提单时，如本公 

.约的规定规制运送人与非租船人的提单持有人的关系，即应适用于此种提单。 

.4.如契约规定将来在一约定期间对货物为一系列的运送，本公约的规定应适 

用于每一次运送。但根据租船契约而为运送时，则应适用本条第3款的规定。 

第三条.公约的解释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注意本公约的国际性及促进划一的需要。 

第二编.运送人的责任 

‘ 第四条.担负责任的期间 

！ 1.运送人对于本公约下的货物，于其在装货港、在进行运送及在卸货港掌管 

>物的全部期间，担负责任。 

2.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运送人自其接收货物之时起至依下列方式交付货物 

之时为止视为掌管货物： 

：(a)将货物移交收货人； 

1 (b)收货人不自运送人收受货物时，则按照契约或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特定贸 

為惯例，将货物放置于可供收货人自由支配的境地； 

；(c)将货物移交依据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必须交给的当局或其他第三方。 

f 3.本条第1款及第2款提及运送人或收货人时，除运送人或收货人外，应并 

运送人或收货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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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责任的基础 

1.运送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引起的损害，如引致损失、 

损坏或延返的事件发生于第四条所订明的货物由他掌管的期间，应付赔偿责任，但 

运送人能证明本人、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巳采取为避免其发生及其后果所能合理要求 

的一切措施者，不在此限。 

2.货物未予明白约定的期限内在契约所规定的卸货港交付，或于未作此种约 

定时，考虑到事件的情况，未在可以合理要求勤勉运送人的期限内交付时，即发生 

延迟交货情事。 

3.有权对货物的损失提出要求权的人在货物未按照第四条的要求于本条第2 

軟所规定的交付期隅届满后六十天内交付时，可视为货物已损失。 

4.遇发生火灾时，如要求权人能证明火灾系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 

的过失或疏忽所致，'运送人应付赔偿责任。 

5.关于活的动物，运送人对于此类运送固有的任何特别危险所引起的损失、 

'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德责任。运送人能证明他巳遵行托运人所给予他的关于动物 

的任何特别指亲，而鉴于事件的情况，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可以归因于此种危险 

时，除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全部或一部系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 

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外，应即推定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系由于此种危险所引致。 

6.除为分担共同海损外，运送人对于因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或挽救海上财产 
i ！ 

的备理措施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 

7-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与另一原因结合而产生损失、损 

坏或延迭交货时，运送人仅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可以归因于此种过失或疏忽的 

限度内负赔偿责任，5但运送人须证明不可归因于此，过失或稗忽的损失、损坏或延 

迟交货的数额‘ 



第六条.责任的限制 

1. (a)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所负的赔偿责任应限 

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记帐单位或总重量每公 

斤（••••••••）记帐单位的数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b)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延迟交货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对延迟 

的货物所应支付的〕〔按照运送契约所应支付的〕〔的若干倍〕‘。 

(c)运送人根据本款(a)和㈦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过楣据项对 

货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2.为计算按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哪一个数额较 的目的，应适用下列规则。 
• I 

(a)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提单所列举而包装在这种 

载货物件内的包或其他货运单位应视为包或货运单位。除上述情况外，这种载货物 

件内的货物应视为一个货运单位。 

(b)遇载货物件本身损失或损坏时，如该载货物件并非运送人所拥有或供给， 

则应视为一个单独的货运单位。 

3.记帐单位是指••••‘•" 2 , 

4.运送人和托运人可以协议订定超过第1款所规定的限制的责任限度。 

备选第六条.责任的限制， 

1.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所负的赔偿责任应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损坏或延 

迟的货物总重量每公斤（…••…)记帐单位的数额。 

’此项限制应为运费或运费的若干倍的问题,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权代表会议 

决定。 

2记帐单位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杈代表会议决定。 

，如果对延逃交货的责任根据本备选案文应加以特别限制时，可用上述第六条基 

J .本案文的第1款(扮和⑷项来补充本备选条文第1款。如果这么做，将需要对本 

备选条文的第1款作文字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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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帐单位是 指 4 

3-运送人和托运人可以协议订定超过第1款所规定的限制的责任限度。 

第七条.对非基于契约的要求权的适用 

1.本公约观定的辩护理由和_?艮制应适用于因运送契约所包括的货物的损 

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货而对运送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这种诉讼是根据契约、侵 

权行为或其他。 

2对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这种诉讼时,这种受雇人或代理人如能证 

明他是在他的雇用范围内行事，应有权利用运送人根据本公约有权引用的辩护理由 

和责任的限制。 

3.可向运送人和本条第2款所称任何人取得补偿的数额总计，不得超过本公 

约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第八条.限制责任杈利的丧失 

1.,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于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返所 

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或由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迟而冒险作 

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则运送人无杈享受第六条所现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这 

种行为或不行为须出于： 

(a)运送人本人，或 

(b) ‘长和船员以外的运蓬人的爱雇人，在其雇用范围内，对发生这种行为或 

不行为的该部分运送行使监督权力的期间,或 ‘ 

(o)包括船长和任何船员在内的运送人的受雇人，在其雇用范围内处理或照料 

货物时。 

2-尽管有第七条第2款的规定，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于该受 
... - . ,！ . • r 

4记帐单位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权代表会议决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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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或代理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迟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或由 

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逃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则运送 

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无权享受第六条所规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 

第九条.舱面载货 

1.运送人只有按照同托运人的协议或特定贸易的惯例，或依据法定规章的要 

求，才有权将货物装载在舱面。 

2.如运送人和托运人约定货物应当或可以装载在舱面，运送人应在提单或作 

为运送契约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此种声明。如无此种声明，运送人应担负证明曾 

就装载在舱面取得协议的责任；但运送人无权引用这种协议来对抗善意取得提单的 

第三方。 

3.违反本条第1款的规定将货物装载在舱面，或运送人不得根据本条第2款 

引用装载在舱面的协议时，尽管有第五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人仍应对单独由于装 

载在舱面而导致的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货担负赔偿责任，其限度应视情 

况分别按照第六或第八条的规定决定。 ‘ 

4.违反将货物装载在舱内的明确协议而装载在艙面，应视为第八条意义范围 
- . 

内的运送人的行为或不行为。 

第十条.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的责任： 

1.运送人将运送或其一部分委托实际运送人执行时，不论根裾运送契约是否 

有此自由，按照本公约的规定运送人仍应对全部运送负其责任，美于实际运送人所 

执行的运送，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在雇用病围内的行为或不行 
1 ‘ 、 ！ 

为担负责任。 
. s i , ！ •！ 

2.实际运送人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他所执行的运送担负责任。如对辦际运 

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时，应适用第七条第2和3款和第八条第2款的巍 
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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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送人据以承担本公约所未课加的义务或放弃本公约所赋予的权利的任何 

特别协议非经实际运送人以书面明示同意不得对他发生影响。但无论实际运送人是 

否如此同意，运送人仍应受由于这种特别协议而导致的义务或放弃权利的拘束。 

4.如果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都担负责任，则在这种限度内，他们应共同相各 

别担负责任。 

5.可向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和他们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取得补偿的数额总计不 

得超过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6.本条的规定不妨碍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之间的任何追索权。 

第十一条.联运运送 

1.虽有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契约明确规定该契约所包括的运送的一个 

特定部分应由运送人以外的指定之人执行时，该契约可以同时规定运送人对在这一 

部分运程中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 

不负责任。运送人应担负证明任何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这种事故所造成的责 

任。 

2.实际运送人应按照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对货物在他掌管的期间发生的亊 

故所造成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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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托运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通则 

托运人对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遭受的损失或船舶遭受的損害不负赔偿责任，除 

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由于托运人、其受雇人璣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托运 

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对这种损失或损害也不负赔偿责任，除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由 

于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忍所造成。 

第十三条。关于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则 

1.托运人对危险货物应以适当方式附加危险的标记或签条。 

2.托运人将危险货物移交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时，应将货物的危险特性告知 

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必要时并告知应采取的预防揞施。如托运人不照此办理， 

而此种运送据或实际运送人又未从其他方面得知货物的危险特性，则： 

(a)托运人对运送人和任何实际运送人由于运送这种.货物而导致的一切损失应 

负赔偿责任，及 

(b)运送人得视情况需要，随时将货物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而不需 

给付补偿。 

3.任何人如在运送期间明知货物的危险特性而加以接管，即不得援引本条第 

2款的规定。 

4.如遇本条第2款(b)项的规定不适用或不能加以援引情形,而危险货物对生命 

或财产构成实际危险时，运送人可视情况需要，将货物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 

而不需给付#1 尝，除非运送人有分担共同海损的义务，或按照第五条的规定负有赔 

偿 责 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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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运输文件 

第十四条。提单的发给 

1.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接管货物时，运送人经托运人请求，应向托运人发给 

提单。 

2.提单可由经运送人授权的人员签名。由运送货物船舶的船长签名的提单 

应视为代表运送人签名。 

3.提单上的签名可采取手写、影印、打孔、印章、代号等方式或以任何其他 

机械或电子方法为之，惟需不抵触提单发给地国家的法律。 

第十五条。提单的内容 

1.提单除其他事项外应载明下列各项目： 

(a)货物的一般性质、辨认货物必需的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及货物的 

的重量或用其他方法表明的数量等等托运人提供的所有这些细节； 

㈦货物的外表状况； 

(c)运送人姓名和主要营业所； 

⑷托运人姓名； 

(e)托运人揞定收货人时的收货人； 

(f)运送契约规定的装货港及运送人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日期； 

(S)运送契约规定的卸货港； 

(h)提单原本如超过一份，应列明份数； 

⑴提单发给地点； 

(3)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执行职务者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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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收货人应付的运费金额或由收货人支付运费的其他指示；、 

⑴第二十三条第3款所指的声明； 

(m)适用时货物应该或可以装载在舱阑运送的：^明。、 

2.货物装船后，如托-人要求时，运送人i向托运人发给“装船”提单，该 

提单除载列根据本条第1款k薷载列的项目外，伊应说明货物巳装上釋定的船舶及 

装载日期。如运送人先前已向托运人发给关于这些货物的提单或其他所有权文件, 

托运人经运送人请求，应将此种文件交还，换取"装fe”提单。运送人为满足托 

运人发给“装船”提单的要求，可将先前发给&任何文件修改后的文件需列入“装 

船”提单所需载有的全部资料。 ！ '； 1 
• ‘ 

3.提单如漏载本条所称项&之一项或多项应不影响此项文件作为提单的合法 

性，但仍须符合第一条第d款所载列的要件。 I. 

第十六条。提单：保留和作为证据的效力卜 

• 1 

1.如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知悉或有适当理由杯疑提单所 

载关乎货物一般性质、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重量或数量的细节并本正确代表实 

际接收的货物或遇已发给“装船”提单时，a裝载的货物，或他缺乏适当的方法来核, 

对这些细节，运送人或此种其他人员应在提单内记入一项保留，详细说明这些不正 

确情形，怀疑的理由、或缺乏适当的核对方法。 i , 

2.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未在提单上注日i货物的外表状况 

时，视为他在提单上注明货物乂表状况良好。 

3.除 对根据本条第1款准许提出保留的细节在提出保留的限度内以外： 

(a)提单应为运送人接管提单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如发给‘‘装船”提单时, 

则为运送人装运提单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 ! 

(b)提年巳转让真诚信赖提单中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 

时，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明不得接受。 
-28 - , 



4未按第十五条第1款㈨顼规定载明运费或以其他方式指示运费由收货人支 

付，亦未载明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由收货人支付的提单，应为收货人无需支付运 

费或滞期费的表面证据。但提单已转让真诚信赖提单上未载有任何此种指示而行 

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时,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据不得接受。 

第十七条。托运人的保证， 

1.托运人应视为已向运送人保证他所提供列入提单的有关货物的一般性质、 

标记、件数、重量和数量的细节正确不误。托运人应赔偿运送人因为这些细节不 

正确而引起的一切损失。托运人即使已将提单转让，仍应负赔偿责任。运送人获 

得此种赔偿的权利，绝不减少他根据运送契约对托运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负的赔偿责 

任。 

1.托运人承担赔偿运送人因后者或代表其执行职务者未就托运人所提供列入 

提单的细节或货物外表状况提出保留而发给提单所引起的损失的保证书或协定，对 

于受让提单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在内，不生效力。 

3.除非运送人或代表其执行职务者略去本条第2款所称的保留系意图欺骗信 

赖提单内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在内，此种保证书或协定应 

对托运人有效。在后项情形下，如所略去的保留，关涉托运人所提出供列入提单 

的$节，运送人即无杈依本条第1款要求托运人给予赔偿。 

4 在本条第3款所称的意图欺骗的情况下，运送人不得享有本公约规定的限 

制嫩尝责任的利益，而应对信赖所发提单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收货人所 I , 

遭受的任何损失，负赔偿责任。 

5若干代表团认为第十七条应只包含第1款，第2、3、4識应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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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提单以外的文件 
\ 

运送人发给提单以外的文件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时，此种文件应为运送人接菅 

其中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裾。 

第五编。要求权和诉讼 

第十九条。损失、损坏或延迟的通知 

1.除非收货人至迟于货物移交收货人的第二日给予运送人以损失或损坏的书 

面通知，详细说明此种损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此种货物的移交应为运送人交付运 

输文件所描述的货物，或于未发给此种文件时完好无损地交付货物的表面证据。 

2.遇损失或损坏不显著时，如在货物移交收货人之曰后连续十五曰内未给予 

书面通知，则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应相应的适用。 

3.如货物的状况曾于其移交收货人时，由各方进行联合调查或检验，则无 

需就进行此种调查或检验时所查明的损失或损坏给予书面適知。 丨 

4.遇有发生任何实际损失或损坏或担心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坏时，运送人和收 

货人应给予彼此以检验和清点货物的一切合理的便利。 

5.除非在货物移交收货人之日起连续二十一日内给予运送人书面通知，运送 

人不需对延迟交货给付赔偿。 ‘ 

6.货物如系由实际运送人交付，根据本条给予实际运送人的任何通知4给予 

运送人具有同等效刀，同时给予运送人的任何通知亦与给予此种实际运送人具有同 
. ； 丨 丨 

等效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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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诉讼的时限 

1.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任何诉讼如不在两年期内发动法律或仲裁程序’ 

即失去时效。 , 

2.时效期间于运送人交付货物或部分货物之日 始，如货物未交付，则自货 

物应当交付之 后一日 始。 

3.时效期间 始之日不算入此种期间内。 

i被提出婆求权人可于时效期间进行中隨时向要求权人提出书面声明，将此 

种期间延长。.此项声明并可予以更新。 

5.在以上各款规定的时效期间届满后，仍可对认为负有赔偿责任者提出要求 

赔偿的诉讼；惟此项诉讼必须在发动诉讼地国家法律准许的限期内提起。但准许 

的限期不得少于4十日，自提起此项要求赔偿诉讼,已觯决索偿要求或对其本人所 

提诉讼的传票送fe之曰卑笄。 



第二十一条.管辖 

1.为进行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法律程序，原告可自由选择在依照法院 

所在地国家
6
的法律为具有管辖权、下列处所或港口之一并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法院 

㈱ 诉 讼 ： 

(a)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b)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该契约即系 

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0)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d)运送契约中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另外的地点。 

(a)尽管有本条上列各项规定，仍可在締约国内依该国适用的法@送船 

舶或同一齦主的任何其他船辦可能被合法扣留的任何港口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在 

这种情形下经被告声请时，要求权人必须将诉讼移往他选择的本条第1款所指的管 

辖法院之一为要求权的裁定，但在转移诉讼前被告必须提供足够的保证金》以确 

保在诉讼中以后可能判给要求权人的任何金额的偿付• 

(b) 一 切 有 关 保 证 金 是 否 足 够 的 问 题 应 由 扣 留 地 的 法 院 裁 定 。 

a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任何法律程序不得在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未明确规 

定的地点提起• 本款的规定不妨碍締约国对临时或保护措施的管辖权• 

4. (a)如已在按本条第1款或第2款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此种 

法院已宣告判决，同一当事各方即不得基于同一理由提起新诉讼，除非受理第一次 

诉讼法院的判决在提起新诉讼的国家不能执行； 

(b)就适用本条而言，为取得执行判决而采取措施不得视为提起新诉讼； 

(c)就适用本条而言，将诉讼移往同一国家的另一法院不得辩为提起新诉 

讼. 

“5.尽管有前面 «的规定，当事各方在运送契约下的要求《生后 _立的 

6 i相当多的代表团赞成将“国家”改为“締约国”• 

- 3 2 -



指定要求权人可提起诉讼的地点的协定应属有效。 

第二十二条.仲裁 

1.以不违反本条的规定为限，当事各方可以具有书面证明的协议，规定有关 

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 

〖a如租船契约载有由于该契约引起的争端应提交仲裁的条款而依据租船契约 

发给的提单并未载有规定此种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具有拘束力的特别注释时，运送人 

不得对善意取得提单的持有人援引此一条款。 

a仲裁程序应由原告自由选择在下列地点之一发动： 

(a) —国的某一地点，下列处所或港口即设在或位于该国领土内： 

㈠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a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该契约 

即系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曰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b)仲裁条款或协定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地点。 

4仲裁员或仲裁法庭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则》 

5.本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应视为每一仲裁条款或协定的一部分，此种条 

款或协定与第3、4两款不符的任何规定一概无效. 

a本条各款不影响当事各方在运送契约下的要求杈发生后戶;fiT立的仲裁协定 

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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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补充条款 

第二十三条.契约规定 

1.运送契约的任何规定或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内所载的任 

‘何规考在其直接或间接减损本公约的规定的范围内概属无效。此种规定的无效不 

影响契约或由契约构成其一部分的文件的其他规定的效力，将货物的保险利益让 

与运送人的条款，或任何类似条款应属无效。 

a尽管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人仍可增加其在本公约下的责任和义务。 

a发给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时,应在其中载入一项声 

明，说明该项运送须遵从本公约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对它们加以减损而有害于托运 

人或收货人的任何契约规定成为无效。 

4关于货物的要求权人由于本条使某项契约规定成为无效或因漏载本条第3 

款所指声明而遭受损失时，运送人应在为按照本公约规定对任何货物的损失或损坏 

以及延迟交付给予要求从充分补偿所需要的限度内给付劇尝.此外，运送人并 

应对要求权人为行使其权利所引起的费用给付补偿，但在援引上项规定的诉讼中所 

引起的费用，应按照提起诉讼地国家的法律决定。 

第二十四条.共同海损 

1.本公约各条款不妨碍运送契约或国内法中关于评定共同海损的规定的适用， 

Z 第二十条外，本公约中有关运送人对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规定 

应同样决定收货人是否可拒绝分担共同海损和运送人对收货人缴付的任何此种分担 

：额或支付的任何捞救费所负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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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其他公约 

1.本公约不改变有关远洋航轮船主赔偿责任限度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中所规 

定的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z关于核子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如核子装置i作人根椐下列公约或国内法负 

有赔偿责任时，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不引起赔偿责任： 

(a)根据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附加议定书修正的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九 

日关于核子能方面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巴黎公约或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核 

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或 

依据规定对此种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国内法，但此种法律须在各方面都与巴 

黎公约或维也纳公约同样有利于可能遭受损害者。 

31对于运送人根据有关海上运送旅客及其行李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应负责任 

的任何行李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不引起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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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商业仲裁 

A。导言 

46。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特别请求秘书长： 

“与联合国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各国际商业仲裁中心协商，适当考虑到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和《亚远经委会国际商业仲裁规则》拟 

订一套仲裁规则草|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采用。”
 u 

47。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计收到：载有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采用的 

一套仲裁规则初步草案的秘书长报告（《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v^ijg/ 

97);挪威政府和各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及机构所提出的评论（A/cf 9 / 9 7 / 

Add, 1, 3和4);载有由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五次国 

际仲裁大会讨论的结果而对规则初步草案所建议的修改的一个文件（9/ 

9 7 / A d d 2). 

48。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讨论了仲裁规则初步草案.在讨论时，委员会集中注 

意力于草案所根据的基本概念以及草案各个别条款所处理的重大问题•“在这届 

16《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7号 X人 / 9 0 1 7 ) ,第 8 5段^：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四卷，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i编号： E。 7 4。Ye 3 ),第一编，第二章，第8 5段） . 

17委员会审议经过概要载于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附件一中（《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7号》（V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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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委员会请求秘书长考虑到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期间对初步草案所提出的评论 

而编制此项规则的订正草案，并将《仲裁规则》订正草案提交委员会第九届会仗“ 

49,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秘书长载有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采用的 

-套仲裁规则订正草案（《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VM 9/112广的报告身 

员会还收到：秘书长载有对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评论的报告（A/cii 9 / 

1121/Add. 1);秘书处编写的载有《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草案的备选规定草 

案的工作文件（Veil 9/113);秘书处关于仲裁员收费表的可行性的说明（A/ 

cn 9/114). 

50.委员会设±^二全体委员会以审议《仲裁规则》订正草案并向其提出报告. 

第二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二十三日止集会，一共举行了十九次会议. 

第二委员会给5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二中. 

B.审议第二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51。委•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的第一七五次至笫一七 

七次会议 2°审议r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52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修正第二委员会巳经核可的第一条第2款，使其 

明确显示规则不得违反那些适用于仲裁而为当事人各方所不能减损的法律规定.委 

18 M± t 第 8 3段 . 

r《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的初步案麥和订正草案是由委员会秘书处征询虎特丹 

(荷兰）伊拉兹马斯大学的皮特°桑德斯教授的意见并在国际商业仲裁率亊会 

所设立的协商小组的合作之下编写的。 

“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载于A/Cll 9 / s n 175—177号文件中. 



员会又决定对第十三条第1款的案文作文字上的修改并修正第十四条，以便把第十 

—条列入为第十四条所提到的条款之一。 

53。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核可了《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案文和第二委员 

会提议的模范仲裁条款的案文,但须作下列更动： 

(a)将第一条第2款的案文“本规则不得违反适用于仲裁的法律”改订如 

下：“本规则应规制仲裁，但如本规则任一条款同适用于仲裁而为当事人各方 

所不能减损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则该项规定应居优先”； 

⑴将第十三条第1款中“按照第六至第九条所规定的对指派邊遴选仲裁 

员适用的程序” 一语改为“按照第六条至第九条所规定的对指派或遴选被更换 

的仲裁员适用的程序”； 

(c)把第十四条 头的词语“如果根据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改为“如 

臬根据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 

5A委员会审议了主张应当编写一份关于《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评注的 

建议。委员会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认为一项评注的好处掩盖不了它可能产生的 

坏处，因此决定不采纳这项建议。 

55。委员会审议了下列议：在委员会决定通过该项规则时，应该提到一九七 

五年八月一日于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 后文件》。在该《  

后文件》中，各参与国“斟酌情况”，特别建议“它们国家内的各组织、企业和商 

号，在商业契约中列入仲裁条款•…以及关于仲裁的规定应该根据双方可以接受的一 

套仲裁规则来规定仲裁’：委员会没有采纳这项建议，理由是《 后文件》只是由 

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所签署的一项区域协定，只不过是承认仲裁对解决由于国际贸易 

而产生的争端具有价值的许多国际协定之一而已. 

委员会的决定 

sa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七七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下列决定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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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考虑到仲裁巳经证明是解决在国际商业领域不同类型的契约所引起的争端 

的有价值的方法， 

深信确立为在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内从事贸易的人可以接受 

的专案仲裁的规则，将大有助于发展各国人民之间和协的经济关系， 

在充分征询各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业仲裁中心的意见之后编订了《贸易法 

委员会仲裁规则》， 

1.通过贸舞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5 7段内所载的《贸易法委 

员会仲裁规则》； 

a遺大会建议应用《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来解决在国际商业关系范 

围内所引起的争端，特别要在商业契约中提及《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3. 1秘书长安排尽量广泛地散发《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全文* 

57。委员会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全文如下：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i • i 

- 第一节.引导性规贝f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了英文;^、法文本、西班牙文本和俄文本的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本段所载文本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译本.，’ 



适用范围 

第一条 

1.如果契约当事人各方间书面同意有关该契约的争端应根据《贸易法委 

员会仲裁规则》提付仲裁，则这种争端即应按照本规则解决，但当事人各方可对规 

则作他们书面同意的修改. 

a本规则应规制仲裁,但如本规则f条款同适用于仲裁而为当事人各方所不 

能减损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则该规定应居优先. 

通知和期间的计算 

1。为本规则的目的，任何通知，包括通知书、函电或提议，如果实际上送达 

受信+或送达其惯常居所、营业所或通讯地址时，即视为.已经收到，如于经过合理 

*模范仲裁条款 

凡由于本契约而引起的或有关本契约的，或由于本契约的违又终止或无 

效而引起的或有关本契约的违反、终止或无效的任何争端、争论或要求，应按 

照现行《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经由仲裁解决。 

说明一当亊人各方也许愿意考虑增添: 

(a)指派机关应为•…(机关名称或人名）； 

(b)仲裁员人数应为•…(一或三名）； 

(c)仲裁地点应为•…（市镇或国家 

(d) ’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文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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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之后后项地址均无法找到时，则以送达为人所知的受信人 后居所或营业所 

时，视为已经收到.通知应于按上述方式送,之日视为已经收到. 

a为了计算本规则所规定的期间的目的，这种期间应自收到通知、通知书、 

函电或提议日期之次日起算。如果这种期间的 后一天在受信人的居所或营业所 

是法窄假日或非营业日，则这种期间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营业日.期间禅行中遇有 

法定假日或非营业日应列入计算• 

！ 

仲裁通知 

第 三 条 1 

1.发起提交仲裁的一方（以下称为“要求人”)应给予身一方（以下称为 

“答辩人”〉以仲裁通知• 

a仲裁程序应视为于答辩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 始。 

a仲裁通知应载明下列事项： 

㈣ i要求将争端提—裁； 

⑶当事人各方的姓名和地址； 

⑷提及援引的仲裁条款或单独仲裁协定； 

㈣提及引起争端的或有关争端的契约； 

(e)要求的一般性质，如涉及金钱时，m明数额•， 

(f)所寻求的救助或补偿； 

(8)如当事人各方事先未就仲裁员人数（一名或三名）达成协议，则应载 

有对仲裁员人数的提议。 

4.仲裁通知也可列入 s 

(a)关于指派第六条第1款内所提及的独任仲裁员和指派机关的提议； 

-ia -



Cb)关于指派第七条内所提及的一名仲裁员的通知书； 

㈧第十八条内所提及的要求书• 

代表和协助 

第四条 

当事人各方可由他们所遴选的人代表或协助。这种人的姓名和地址必须以书 

面通知另一方；这种通_必须说明是为了代表的目的还是为了协助的目的而作出这 

种指派。 

第二节 .仲裁法庭的组成 

仲裁员人数 

箄五条 

如果当事人各方事先未约定仲裁员人数< 即—名或三名），并且在答辩人收到 

仲裁通知后十五天内当事人各方亦未同意只应有一名仲裁员，则应指派三名仲裁员。 

仲裁员的指派（第六至第八条) 

第六条 . 
I 

1.如果打算指派独任仲裁员，当事人任何一方可向另一方提出： 

(a) 一人或数人的姓名，由其中之一担任独任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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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如果当事人各方未就指派机关达成协议，则可提出一个或数个机构的名称, 

或一人或数人的姓名，由其中之一担任指派机关. 

a如果在当事人“方收到按照第1款提出的提议之后三十天内当事人各方未 

能就遴选独任仲裁员达成协议，则应由当事人各方所约定的指派机关指派独任仲裁 

员，如果当事人各方未就指派机#成协议，或如果协议的指派•在收到当亊 

人一方的请求后六十天内拒绝采取行动或未指派仲裁员，则当事人任何一方得请求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揞派机关。 

3.指派机关经当事人一方的请瑪应尽速指派独任仲裁员.在指派时，除非 

当事人双方同意不a使用名单程序，或指派机关斟酌决定对此事件不宜使用名单程 

序，指派机关应使用下述名单程序： 

㈨经当事人一方的请求，指派机关应向当事ax方送达一份至少载有三个人 

名的相同的名单； 

o>)在收到该名单o五天内，当事人方可在删除其所反对的一个或数个 

人名并将名单上剩余的人名按其喜爱顺序编排之后将该名单送还指派机关； 

上述期间届满后,指派机关应从送还给它的名单上巳经核可的人名中辦照 

当事人各方所表示的喜爱顺序指派一人为独任仲裁员； 

⑷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无法按照此种程序进行指派，则指派机关可自行斟酌 

指派独任仲裁员。 

4.在进行指派时,指派机关应注意到足以确保指派一名独立和公正的仲裁员 

的种种考虑，并应同时顾到所指派的仲裁员应与当事人各方不厲于同一国籍方为适 

当. 

第七条 

1.如果廿箅指派三名仲裁员，当事人每一方应指派一名仲裁员.如此指派 

的两名仲裁员应推选第三名仲裁员，由他担任法庭的首席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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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收到当事人一布关于指派一名仲裁员的通却书之后三十天内，另一 

方未将他所指派的仲裁员通知当事人第一方则： 

(a)当事人第一方可请求当事人各方先前所指定的指派机关指派第二名仲裁员；丨 

或 

(b)如果当事人各方事先未指定指派机关，或事先指定的指派机关在收到当事 

人一方此种请求之后三十天内拒绝采取行动或未指派仲裁员，则当事人第一方可请 

求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指派机关。然后当事人第一方可请求如此指布的 

指派机关指派第二名仲裁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指派机关都可自行斟酌指派仲 

裁员， 

a如果在指派第二名仲裁员之后三十天内两名仲裁员未能就遴选首席仲裁员 

达成协议，则应由指派机关按照第六条的规定指派独任仲裁员的同样方式指派首辦； 
. • ‘ . j I 1 

仲裁员• V . 

第八条 « ‘ 
‘ 1 ； ！ 

,1.按照第六条或第七条请求指派机关指派一名仲裁M时，提出请求的一方应 

将仲裁通知的复制本、引起争端或有关争端的契约复制本，以及如果仲裁协定未载 

入该契约则连同该协定的复制本，送交指M机关丨1指派机关可要求任何"T方向它 

提供它认为为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资料. i 

a提出一人或数人姓名供指派为仲裁员时，应写明他f]的全名，地址和囯籍， 

并连带叙述他们的资格.、 ‘ 
• i 

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第九至第十二条） 
1 

第九条 
- I 

预期中的仲裁员应向为了他的可能被指派而同接洽的+透露任何可能会使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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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公正和独立引起正当怀疑的情况.仲裁员一旦被指派后，即应向当事人各方 

透露任何此种情况，除非他已曾将此种情况告知他们. 

第十条 

1.如遇足以使人对任何仲裁员的公正或独立引起正当怀疑的'情况存在，可对 

该仲裁员提出异议。 

Z当事人一方只有基于他在指派之后方才发辈的理由才可以对他所指派的仲 

裁员提出异议 . . 

第十一条 

1.打算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一方应在指派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通知提 

出异议的一方之后十五天内或在该方得知第九和第十条所述情况之后十五天内发出 

其提出异议的通知• 

a该项异议应通知另一方和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以及仲裁法庭的其他仲裁员。 

通知应以书面为之，并说明提出异议的理由. 

31当事人一方对仲裁员提出异议时，另一方可同意该项异议.仲裁员也可 

在提出异议后卸职• 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意味着接受提出异议的理由的正确性。在 

两种情况下，即使在指派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未行使其.指派或 

参与指派的权利，也应充分使用第六条和第七条中所规定的程序指派替代仲裁员， 

第十二条 

1.如果当事人另一方不同意该项异议，并且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也不卸职， 

则由下列机关对该项异议作出决定： 

(a)初次指派是指派机关所为时，由该机关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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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次指派并非指派机关所为但事先曾经指定指派机关聆，由该机关作出决 

定； , 

(c)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由按照第六条规定的指定指派机关的裎序指定的指派机 1 ‘ i 

关作出决定. 1 

{ . 

a如果指派机关支持该项异议，则应按照第六至第九条内所规定的适用于指 
•i 

派或遴选仲裁员的程序指派或遴选替代仲裁员，除f该项程序要求指走一个指派机 

关时，则应由对该项异议作出决定的指派机关指派仲裁员。 

更换仲裁员 - • 

第十三条： 

1.如果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死亡或辞职，则应按照第六至第九条所规 

定适用于指派或遴选被更换仲裁员的程序指派或遴选一名替代仲裁员• 

a如果仲裁员不采取行动或他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无法执行其职务》则应适用 

以上各条所规定的关于提出异议和更换仲裁员的程序. 
• ：‘ 

如果更换仲裁员应重复举行听讯 

第十四条 

如果根据第十一至第十三条的规定更换独任或首席仲裁员，先前所举行的 

任何听讯都应重复举行；如果更换任何其他仲裁员，仲裁法庭可斟酌决定是否应重 

复此种先前的听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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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仲裁程序 

通则 

第十五条 

1.以不违反本规则为条件，仲裁法庭可以按照它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 

但须平等对待当事各方并且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阶段都给予当事人各方以陈述其主张 

的充分 

2.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在仲裁程序任何一阶段请求仲裁法庭举行听讯，仲裁 

法庭应即照办，以便由包括专家证人在内的证人提供证据或进行口头辩论，如无 

此种请求提出，仲裁法庭应决定是否举行这种听讯或仲裁程序应根据文件和其他资 

料进行， 

a当事人一方应将其供给仲裁法庭的一切文件或资料同时送达另一方. 

仲裁地点-

第十六条 

1.除非当事人各方约定举行仲裁地点，此项地点应由仲裁法庭考虑到仲裁的 

情况来决定。 

z仲裁法庭可以决定在当事人各方约定的国家内的仲裁处所。仲裁法庭考 
I 1 

虑到仲裁情况，可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听讯证人和为仲裁员彼此间互相协商而 
< 

举行会议. 

3.仲裁法庭为检查货物、其他财产或文件可在其认为适合的任何地点集会. 

仲裁法庭应在充分时间以前给予当事人各方通知，使其能在举行此种检查时到场. 

4仲裁裁决应在仲裁地点作成•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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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第十七条 

1.以不违反当事人各方的协议为条件，仲裁法庭于指派后应迅速决定在仲裁 

程序中所应使用的一种或数种语文• 此项决定适用于要求书、答辩书和任何其他 

的书面陈述；如果举行口头听讯，并适用于此种听讯中所应使用的一种或数种语文• 

a仲裁法庭得命令以原有语文递送的任何附于要求书或答辩书之后的文件和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提出的任何补充文件或证物,都应附有当事人各方所约定的或仲 

裁法庭所决定的一种或数种语文的译本• 

要求书 

第十八条 

1.除非要求书载于仲裁通知内,要求人应在仲裁法庭所决定的期间内以书面方式 

将要求书送达答辩人和每一仲裁员• 要求人并应随同要求书附送一份契约复制本， 

契约中如果未载有仲裁协定，并应附送一份仲裁协定复制本* 

z要求书应载明下列事项： 

(a)当事人各方的姓名和地址； 

⑴支持该项要求的事实说明； 

(o)争论点所在; 

(d)所寻求的救助或补偿• 

要求人得随同其要求书附送他认为有关的一切文件，此外也可提及他将提出的 

文件或其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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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书 

第十九条 

.1.答辩人应在仲裁法庭所决定的期间内，以书面方式将其答辩书送达要求人 

和 中 裁 员 • 

a答辩书应答复要求书中的(攻（0)和⑷各项（第十八条第2款）。答辩人 

可随同其答辩书附送他的答辩所依凭的文件，也可提及他将提出的文件或其他证据。 

31答辩人得在其答辩书中，或如仲裁法庭决定根据情况有延迟理由时则在仲 

裁程序的稍后阶段,提出由于同一契约所引起的反要求，或凭借由于同一契约所引起 

的要求而遂抵销的目的， 

4第十八条第2款的规定应适用于反要求和凭借以遂抵销的目的的要求. 

-对要求或答辩的修正 

第一十条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修改或朴充其要求或答辩，除非仲裁法 

庭考虑到提出修正的延迟或考虑到对当事人另一方的损害或任何其他情况认为不宜 

允许提出这种修正.但对于一项要求的修正不得使修正后的要求超出仲裁条款或 

单独仲裁协定的范围• 

对仲裁法庭管辖权的抗辩 

第二十一条 

1.仲裁法庭应有权对认为它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包括对关于仲裁条款或单独 

仲裁协定是否存在或有效的任何异议作成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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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仲裁法庭应有权决定以仲裁条款为其构成部分的契约是否存在或有效•为 

了第二十一条的目的，构成契约一部分并规定根据本《规则》进行仲裁的仲裁条款 

应视为同契约中其他条款无关的一项协定。仲裁法庭所作的关于契约无效的决定, 

不应必然使仲裁条款在法律上无效. 

31关于仲裁法庭无管辖权的k辩应至迟在答辩书中提出，关于反要求，则在 

‘对反要求的答辩书中提出• 

4. 一船而言，仲裁法庭应将关于其管辖权的抗辩作为先决问题加以裁定但 

仲裁法庭亦可继续进行仲裁而在其. 后裁决书中裁定此项抗辩. 

其他书状 

第二十二条 

仲裁法庭应决定，除要求书和答辩书之外，尚应要求当事人各方提出或当事人 

各方尚得提出何种其他书状，并应规定送达这些书状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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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第二十三条 

仲裁法庭规定的送达书状（包括要求书和答辩书）的期间不得超过四十五天。 

但如仲裁法庭断定有理由延长此等时限时，得加以延长。 / 

证据和听讯（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四条 

1. 当事人各方对于其要求或答辩所依据的事实，应负举证责任。 

2 . 仲裁法庭如认为适当，得要求当事人一方在仲裁法庭决定的期间内向法 

庭和当事人另一方提出该当事人为支持其要求书或答辩书内所述的争论中的事实而 

打算提出的文件和其他证据的概要。 

3..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仲裁法庭得随时要求当事人各方在法庭决定的 

期间内提出文件、证物或其他证据。 

第二十五条 

1。 如须进行口头听讯，仲裁法庭应在充分时间以前将其日期、时间和地点 

通知当事人各方。 

2 . 如须听讯证人，当事人每一方应于举行听讯至少十五天前将他意图提出 

的证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该证人作证的主题和作证时所将使用的语文通知仲裁法庭 

和另一方。 

3 . 仲裁法庭如按照案件情况认为必须对听讯时所作口头陈述加以翻译，或 

将听讯作成记录，.或当事人各方约定应有此种翻译或记录，并巳在举行听讯至少十 

五天前将此项约定通知仲裁法庭，仲裁法庭即应安排此种翻译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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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举行听讯应采取不公 方式。仲裁法庭得于任 

何证人作证时，令其他证人退出。仲裁法庭可以自由决定讯问证人的方式。 

5。 证人的证言亦得以经其签名的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 

6。 仲裁法庭应决定所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接受其适切性、重要性和效力• 

第二十六条 

1。 经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请求，仲裁法庭对于争端的标的物得采取它认为必 

要的任何临时性措施，包括对构成争端标的物的货物的保全措施，例 

交第三人存放或出售易于腐烂的货物。 

2。 此种临时性措施得以临时裁决的形式予以制定仲裁法庭应有权要求对 

此种措施的费用缴付保证金。 

3。 任何一方向司法当局发出的采取临时性措施的请求不得视为与仲裁协定 

不符，也不得视为舍弃该项协定。 

专家 

第二十七条 

1. 仲裁法庭得任命专家一人或数人，就仲裁法庭所需决定的特定问题向仲 

裁法庭提出书面报告。仲裁法庭应将所制定的关于专家的任务规定分送一份给当 

事人各方L 
. 1 I 

2.当事人丨各方应向专家提供他所要求的任何有关资料或提出任何有关文件或 

货物供他检查.当事人一方与此种专家间关于所要求的资料或产品是否适切的任何 

争端，应提请仲裁法庭决定。 
I 

- 5 2 - 1 



3。 仲裁法庭于收到专家报告后，应将报告复制本分送当事人各方，并给予 

以书面表示对该报告的意见的机会。任一当事人都应有权查阅专家报告所依据的任 

何文件。 

4 . 专家在提交报告以后，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请求，得举行听询听取专家意 

见，听讯时当事人各方均应有机会在场，并诸问该专家。在此项听询中，当事人 

任何一方得邀请专家证人出庭，就所争论的各点提出供证。此种程序适用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 

不作为 

笫二十八条 

1. 如果要求人在仲裁法庭规定的期间内不提出其要求，而又不能对此种不 

作为说明充分理由，仲裁法庭应发出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如果答辩人在仲裁法 

庭规定的期间内不提出其答辩书，而又不能对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理由，仲裁法庭 

应下令继续进行仲裁程序， 

2. 如果当事人一方在按本规则给予正式通知后并未出席听讯，而又不能对 

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理由，仲裁法庭得继续进行仲裁。 

3.如果当事人一方经正式请其提出书面证据，并未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而 

又不能对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的理由，仲裁法庭得依据它所获得的证据，作成裁决。 

终止听讯 

第二十九条 

1. 仲裁法庭得讯问当事人各方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的证件要提出，或其他证 

人要听讯或其他的意见要提出；如皋没有，法庭得宣布终止听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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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仲裁法庭如认为由于例外情况而有必要时，得主动或应当事人一方的申 

请，决定在作出裁决之前的任何时候，重新举行听讯。 

对于规则的放弃 

第三十条 

当事人明知有不遵守本规则的任何规定或要求情事，仍继续进行仲裁程序而不 

迅速声明他对此种不遵守情事表示异议，应视为他已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 四 节 . 裁 决 

决定 

第三十一条 

1。’仲裁法庭如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其任何裁决或其他决定应以仲裁员的多 

数作成• 

2 . 关于程序问题，如果不能获得多数或仲裁法庭授权首席仲裁巧自行裁决 

时，该首席仲裁员得自行裁决，但仲裁法庭可加以修正。 

裁决的形式和效果 

^̂  ‘—* 

1. 仲裁法庭除终局性裁决外，并应有权作出临时性、中间性或局部性的裁 

决。 

2 . 裁决应以书面作成，属于终局性，并对当事人各方具有拘束力。当事 

人各方承担从速执行裁决• 

3 . 除当事人各方同意无须说明理由外，仲裁法庭并应叙述裁决所根据的理 

由《 

4 . 裁决应由仲裁员签名，并应载明作出裁决的日期和地点。如果有三名 

仲裁员而其中一人未签名，裁决应叙述缺少其签名的理由。 ‘ 

5 . 裁决书须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方得公布。 

6 . 仲裁法庭应将经仲裁员签名的裁决书送达当事人各方。 

7 . 如果裁决作成地国的仲裁法规定裁决需由仲裁法庭存案或登记，仲裁法 

庭应即在法定期限之内遵行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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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法律，友好的和觯人 

第三十三条 

1 . 仲裁法庭应适用当事人各方指定为对争端的实质所应适用的法律。当 

事人各方未指定适用法律时，仲裁法庭应适用它认为适用的国际私法规则所决定的 

法律。 

2. 只有在当事各方明白授权仲裁法庭依友好的和解人或公允和善良原则作 

成决定而且仲裁程序所适用的法律也准许进行此种仲裁时，仲裁法庭才应依友好的 

，解人和公允和善良原则作成决定。 

3.在一切情形下，仲裁法庭均应桉照契约的规定作成决定，并应考虑到适用 

于交易的行业的习惯• 

和解或终止仲裁的其他理由 

第三十四条 

1。 如果在作成裁决以前，当事人各方同意对争端进行和解，仲裁法庭应即 

发表命令，终止仲裁程序的进行，或于当事人双方提出请求并经仲裁法庭接受时， 

以根据协议条件的仲裁裁决的形式记载此项和解。仲裁法庭无需对此项裁决说明 

理由。 

2。 如果在作成裁决之前，由于第1款所未举述的任何理由仲裁程序的继续 

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时，仲裁法庭应即通知当事人各方它有意发表趄止仲裁程序的命 

令。除非当事人一方提出合理的反对理由，仲裁法庭应有权力发表此项命令。 

3 . 仲裁法庭应将经仲裁员签名的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或根据协议条件的仲 

裁裁决书的复制本送达当事人各方。如果作成根据协议条rf的仲裁裁决，应即适 

用笫三十二条第2款和第4至第7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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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的解释 

第三十五条 

1。 当事人各方在收到裁决后三十天内，任何一方得于通知另一方后要求仲 

裁法庭对裁决加以解释„ 

2。 此项解释应在收到要求后四十五天内以书面作成。此项解释应构成裁 

决的一部分，并应适用第三十二条第2至第7款的规定。 

裁决的更正 
y 

第三十六条 

1。 当事人任何一方收到裁决书后三十天内得于通知当事人另一方后，要求 

仲裁法庭更正裁决中的任何计算上的错误、笔误或排印错误，或任何类似性质的错 
‘ • 

误。仲裁袪庭得在送达裁决后三十天内，主动作这种更正。 

2 . 此种更正应以书面作成，并应适用第三十二条第2至第7款的规寒。 

附加的裁决 

第三十七条 

1。 当事人任何一方在收到裁决,后三十天内，得于通知另一方后，要求仲 

裁法處就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而未载入裁¥书内的要求，作成附加的裁决。丨 

2。 仲裁法庭如认为附加裁决的要求具有理由，而且认为也项遗漏无需举行 

任何其他听讯或获得:其他证据即可补救，应即在收到要求后六十天内完成其裁决书. 

3。 作成附加裁决时，应适用第三十二条第2至第7款。 



费用（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     

； < : 

第三十八条 

•仲裁法庭应在其裁决书中规定仲裁费用。“费用”一词仅包括： 

(a)仲裁法庭的费用应按每一仲裁员分 计列，由法庭按照第三十九条自行 1 

决定； 

(^)仲裁员所花费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 c )仲裁法庭所需要;的征询专家意见费和其他协助费用； 

(d)证人的旅费和其他费用，以经仲裁法庭核定者为限； 

(e)胜诉一方的法律代理和援助费用，1 旦以在仲裁程序中曾提出要求并经仲 

裁法庭确定此种费用的数额系属合理为隈； 

(f)指派机关的任何费用和 支以及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的费用. 

第三十九条 

1..仲裁法庭费用的数额应求其合理，考虑到所争论的数额、主题的复杂程度、 

仲裁员所花费的时间和该案件的任何其他有关情况。 

2. 如果由当事各方协议或由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一个指派机关， 

而且该机关已公布它所管理的国际案件仲裁员收费表，仲裁法庭在确定其费用时应 

在它认为适^^案件情况的范围内，顾及该项收费表。 

3 . 如果此一指派机关未公布国际案件仲裁员收费表，当事人任何一方得随 ： • I 

时要求指派机关提供一项声明，阐述由该机关指派仲裁员的国际案件在习惯上采用 

的确定费用的根据。如果指派机关同意提供此项声明，仲裁法庭在确定其费用时， 

应在它认为适合该茱件情况的范围内，考虑到此种资料。 

4 . 在第2和第3款所述及的情形下，如当事人一方提出此种要求，而指派 

机关也同意履行此项职务，仲裁法庭应在同指派机关协商后方可确定其收费，指派 

机关得就收费向仲裁法庭指出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意见。 

-58 -



第四十条 

1。 除第2款规定外,仲裁费用原则上应由败诉的一方负担。但仲裁法庭 

如考虑到案件的情况，判定以分摊为合理，亦得规定由当事人各方分摊此项费用。 

2 . 关于第三十八条（e)款所提及的法律代表和援助费用，仲裁法庭应参酌: 

案件情况，自由决定那一方负担此项费用，如果它判定以分摊为合理，亦得规定由丨 

当事人各方分摊此项费用。 

3 . 仲裁法庭如发出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或根据协议条件作成裁决时，应在丨 

该项命令或裁决案文中规定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第1款所提及的仲裁费用。： 

4 . 仲裁法庭不得为按照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解释或更正或补充:: 

其裁决而收取额外费用. ‘ 
“ ！ ‘, 

费用的交存 

第四十一条 

1。仲裁法庭成立后，得要求当事人每一方交存相等的金额，作为第三十八条i 

第（a)、（b)和（c)款所提及的费用的预付款。 ； 

2。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仲裁法庭得要求当亊人各方交存补充金额。 

3 .如果当事人各方约定指派机关或已由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指派机| 

关，经当事人一方提出此种要求，而指派机关也同意执行此项职务时，仲裁法庭应: 

在同指派机关协商后方可确定任何交存的金额或补充交存的金额。指派机关得森| 

此项交存的金额或补充交存的金额向仲$法庭提出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意见。 

4.如果所需交存的金额未在收到i求后三十天内缴足，仲裁法庭应将此事通丨 

知当亊人各方，以便当事人任何一方能缴付所需缴付的金额.如果不为此种缴款; 

仲裁法庭得下令中止或终止仲裁程序 ， | 

5。仲攀法庭作成裁决后，应将所收存款项幵列帐单，送交当事人务方，并_ 

任何未动用的余颔退还当亊人各方。 1 

- 5 9 -



第六章 

批准或加入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 

58.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决定在议程上保留“批准或加入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 

的问题，并在第九届会议特别参照当时对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间公约的批准情况， 

再度审查这个问题.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秘书长关于该公约的签署和批 

准情况的说明（A/CU。9/118)。委员会在慎思熟虑后决定在将来一届会议中再 

度审查这个问题。 
！ ！ 

第七章 

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22 

5a委员会收到秘书长叙述秘书处为执行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关于国际贸易法方 

面的训练和协助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9 / 1 1 1 ) 2 5 • 

A.关于国际贸易法训练的研究金1 

. { 

60。委员会对比利时政府提供研究金方案，使一九七五年有两名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受领人能在卢万大学接受国际贸易法的学理和实务训练，表示感谢.委员会 

并且满意地注意到比利时政府已决定在一九七六年继续提供研究金. 
« ！ 

J-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七七次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这次会议 

的 简 要 记 录 载 于 9 / S f l 177号文件. 

“ 同 上 . 
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7|号》（A/10017),第1 1 3段；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五眷广九七四年》,笫J編,第二章， 第 

113段„ - 6 0 -



B.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讨论会 

61.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巳把面际贸易法的科目 

列入它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卡塔尔多哈为西亚经济委员会成员举 

办的区域训练课程和进修课程，并表示希望将来可以同训研所作出类似的安排。 

C.第二次贸易法委会座谈会 
I 

6a委员会在选择与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同时举行的第二次贸易法委会国际贸易 

法座谈会的题目时考虑过秘书处所建议的三个题目，即：“运输和画际贸易中使用 

的提供资金文件” “海上运送货物”和“国际销售货物”•权.委员会的成员大体 

上同意上述的第一个题目将影响座谈会对国际贸易法问题采取十分实际的处理办法, 

这将增加座谈会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人员和政府、研考及学术界其他人员的价 

值.因此，委员会决定第二次贸易法委会国际贸易法座谈会应奢门讨论运输和国际 

贸易中使用的提供资金文件.有人认为所建议的其他两个题目也许 好是等待  

后通过囿际销售货物和海上运送货物公约后在一次将来的座谈会上再加讨论• 

621委员会还决定座谈会的部分日程应专门讨论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通过的贸易 

法委”裁规则• 

64.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奥地利、芬兰、德意志（舉邦共和国）、希腊、挪威 

和瑞典为支持发展中面家国民参加座谈会所需的费用而已经作出的自愿捐_认捐, 

并表示希望各国政府和私人方面能够作出更多的自愿捐款. ’ 

" A / c i t 9 / 1 1 1 ,第 17, 18 和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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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未来工作
2
， 

A.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 ； 

65,委员会注意到它已经完成或者不久将完成列入其工作方案的许多优先项目 

的工作，因此在 近的将来审查它的长期工作方案是合乎要求b.，员会认为， 

订立长期工作方案将使秘书处能够就委员会想要处理的项目 始进行乂要的准备工 

作. 丨 

ea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责成秘书处向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它对于委员会 

长期工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并斟酌情形就这些意见和建议的内容同国际组织和贸 
t 

易机构进行磋商. 

B.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的成员 

61委员会决定延长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成员的任期. ‘ ^ I 
c.委员会及其各工作小组举行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68.委员会收到奥地利给主席的一封信，（A/CIC 9/124 代表奥 

地利联邦政府邀请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第十届会议，委员会注意到根据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2609(xxiv)号决议，联合国各机构经一国政府遨请在其 

领土内举行会议，并承允支付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实际额外费用时,得在各机构固 

定会址以外地点举行会议.在讨论这个项目时，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奥地利代表证 

“见上文附注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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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他的政府将支付因第十届会议的 会地点由日内瓦移往维也纳所可能引起的直接 ‘ I - ‘ 

或向接额外费用..委h会对奥地利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决定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至六月十七日在,也纳举行第十届会议。 

f9.委员会f定第|届会议的议程应包括审议国际销售货物公约草案.它还 

决定在第"H届会i义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举行为期五天至八天的会议，除其他事项 

外，审议货物的担保利益问题
1
和为国I际贸易制造的产品或国际贸易涉及的产品所造 

成的损害的责任问蟫. 

70.委员鉴核可排定国际销管货物工作小组的第八届会议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四 
•； ‘丨 .， 

日至十七日在纽约举行.关于国际舉据工丨作小駔，委羁会决定该工作小组应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其日期将由委员善秘书同工作小组的各成员国代表协商后决定. 

第九章 

其他事项
2 6 

A.—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联舍国国际贸昜法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大会 

第 3 4 9 4 (XXX)号决议 

71.辞员‘注意到这项决议。特别注意决议的第7段，其中大会“要求联合 

国国眛贸易法委员会考虑到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的大会第六及第七届特别 

会议各项决议的有关巍定，并铭记着联合国各机构必需参加执行这些决议” • 委 

员善收到了秘书长关于“大会第六及第七届特别会议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的说明 

{ 9/122). 

2 6见上文附注 2’。 



B。秘书长关于其他国际组织现有活动的报告 

72.委员会注意到这##告（A/CN, 9/119). 

C。多国企业 

73。委员会第/旧会议决定在议程上保留这个项目，以期对跨国公司委员会可 

能向它提出的关于对特定法律问题采取行动的任何要求，都给予有利的考虑.
27  

委员会获悉至今还未收到跨国公司委员会的任何正式来文.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将 

其他联合国机关在多国企业领域的工作方案中所可能使它感到兴趣的发展随时通知 

它： 

D.观察员列席情形 

74委员会注意到在本届会议，如同在先前各届会议一样，还有在各工作小组 

的会议中，有几个非委员会成员的政府表示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委f会及其工作 

小M的会议.委员会一敦认为允许这些政府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是合乎要求的.因 

此,委员会商定建议大会在它关于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的决议的执行部分， 

列一段，#确授权委员会遇非委员会成员的国家提出参加会议的请求时允许它们以 

观察员身份列席。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七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 

下列决定： ‘ 

；联合il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注意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政府表示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委员会及其工 

作小组的会议， 

67《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7号》（^10017),第9 4段 , 



认为给予非委员会成员的政府机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对委员 

会的工作是有利的， 

建议大会授权委员会遇非委员会成员的政府提出参加会议的请求时允许它 

们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E.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日期 

75委员会考虑了它的工作小组因大会关于设立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第2205 

(XXI)号决议规定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于有关年度终了时届满而遭遇的困难.委 

员会指出它的工作小组通常在一月和二月举行会议,因此每隔三年工作小组在举行 

会议时便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成员任期已经届满，而委员会尚未举行年度常会，可 

以任命工作小组的新成员以取代卸任的成员.委员会中大家认为，如果当选的委 

员会成员国的任期从它们当选后紧接着召 的委员会年度常会的第一天 始，而在 

它们当选后委员会下一届年度常会 幕前的 后一天届满，对委员会的工作将会更 

有帮助• 28 

委员i的决定 

7Q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七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下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注意到按照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205 (XXI)号和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十二日第3108(1乂7工1工)号决议的规定，当选委员会成员国的任期从 

当选后的一月一日 始,在三年或六年后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视个别情况而 

定’  

28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将仍为委员会工作的六个周年，但由于委员会年度常会的召 

日期每年略有不同，成员国的实际任期可能比六年多出或者减少一、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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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委员会很多实质工作是由它的工作小组执行,这些工作小组通常在 

一月或二月间举行会议，在这个时期，委员会尚未能随着大会选出委员会的新 

成员国而对卫作小组进行改组， 

丨 建议大会: 

对于任期将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的委员会现任成员，将 

其任期延长到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年度常会 始前的 后一天，对于任期将于一 

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的委员会现任成员，将其任期延长W—九八〇年 

年度常会 始前的 后一天，并 

0>)决定今后委员会的新成员应从它们当选后紧接着召 的委员会年度常 

会 始的第一天起就职，其任期应于它们当选后委员会第七届年度常会 幕前 

的 后一 ％ 满 ， 



第一全体委员会 

关于《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的报告 

—、导言 

1.贸易法委员会为了审议其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所通过的《海上运送货 

物公约草案》的案文在第九届会议上设立了第一全体委员会.该《公约草案》全 

文载于A,QN . 9/105号文件的附件中.本报告第二节将逐条扼述委员会就公约 

草案进行讨论期间所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在扼要叙述有关公约草案每一条的讨 

论情况时，先把A/C19/105附件中所载该条案文列出。 

2.委员会在进行审议时.为了重新拟定一些特定条文或款文，成立了一个工 

作组和几个特设起草小组. 

3.委员会所通过《公约》草案的每一条文，除非与工作组所通过的案文相同, 

否则就载于本报告第二节关于该条审议概要的结尾部分. 



二、第一全体委员会对《海上 

运送货物公约草案》的审议 

公约草案名称 

“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修改公约草案现有名称的提案。这项提案之所以获得支 

持是由于公约草案不曾就承揽海上运送货物时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问题作出规定， 

经过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保留公约草案的现有名称。 

第一编一般规定 

第一条定义 

第一条，第1和2款 

“ 1. ‘运送人’或“承揽运送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 

上货物运送契约的任何人。 

“ 2: ‘实际运送人，是指受承揽运送人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 

的任何人，，， 

* # * 

2.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第一条第1和第2款应予删除.代之以下列两款： 

“ 1. ‘运送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订正海上货物运送契 

.约的任何人.不管实际执行运送的是运送人抑或实际运送人。 

“ 2. ‘实际运送人，是指受运送人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 
. ！ 

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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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际运送人”是指“运送货物船只的所有人”。 

(0通过“实际运送人”的下列定义。.“ ‘实际运送人，是指受运送人委 

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的任何人，以及其后受委托执行此种运送的任何 

他人• ” > • • I I . ‘ . I 
‘ I' 

3.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a)内的提案.认为所提议新的第1、2款的形式比目 

前第 1 : 2款的形式简单.所提议的新款也使得公约草案中这些词语的定义和 
> ‘ 

《关于海上运送旅客及旅客行李的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a第一条第1款(a)及(b)中 

的定义更加一致。 

4.但是.有人注意到，现有第1款中已经界定.但在提议的新的第1款中则 

不曾*以界定的”承__送人"一词也在《公约草案》随后的几个条文中由现.如 

果所释议的嶄的第1叙获得通过.所有1 含有“承揽运送人” 一词的条文都需要从实 

质内容和文字的拟定！^面重新加以•虑。 
： ！ | ‘ 

5.有人支持上客第1段㈦中所提“实际运送人”的定义，认为“实际运送人” 

的现有定义不能涵^受承揽运^人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的实际运送人又 

委托其他运送人执行运送的情况，执行运送的 后运送人不能适用目前“实际运 

送人”定义，因为承揽运送人并没有委托他执行运送。但依照所提定义.这样的 

i运送人却是、实际运送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人指出，现有定义可能不 

如人所提议的定义对于某些tkp言也不适当。例如，当运送人受承揽运送 

人委或受承揽运送人所委托运送人尚委托.以包租的船只运送货物时•应该适 

用“实际运送人”定义的人是船只的包租人，而不是船只所有人。 

6.有人戈持上文第1段㈧提议的定义，认为它是“实际运送人”现有定义的 

延伸，受委托执行运送的运送人是填用于所提议的定义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 

所提议的定义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把公约草案晶适用范围扩大，包括一些不是 

a 以下简称该公约为《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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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人和运送人之间的运送契约是否合乎I需要。托运人委托运送人执行运送是他们 

签订契约的结果，因此使《公约》适用于这种契约以便运送人的赔偿责任有明文规 

定是适当的。承揽运送人委#运送人执行运送并不经常导致托逛人与运送人订立 

契_。 园而阵这项公约草案d规定这种运送人对于托运人的赔偿责任是不适当的。 

7.经过审议以后，委员会决定通过下列案文： 

“第一编总则 

“第一条定义 ； 

“在本公约内： 

“ 1. ‘运送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送契约的; 

任何人。 

“ 2. ‘实际运送人，是指受运送人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或部分运送的任 

’I1何人.以及受委耗执行此种运送的任何他义。” 

第一条.第3款 

“3. ‘收货人’是指有权受领货物的人。” 

8.委员会审议了一个提案，即目前第3款中所载“收货人"的定义应予删除 

而代之以下列新定义： 

“a ‘收货人，是指凭运送契约而有权受领货物的人;j即提¥上列有人名 

时提单上所指称的人.如属凭单取货则在货到时出示提单的人，和记名提单的 

嚷后被背书人.” ! 

9.委员会从以下两个方面审议了提议的定义： 

(a)所提议的新的第3段第一句中“收货人”一词的定义，将范围限定于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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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运送契约有权受领货物的人，是否应予通过；和 

(b)提议的新的第3款第二句中“收货人”一词的定义，即收货人是提单 

上所指称的人,或凭单取货时出示提单的人,或记名提单的 后被背书人，是 

否应予通过。 

10.有人赞成照上文第9段(a)的方式来限制“收货人”的定义，认为，目前的 

“收货人”定义范围过为广泛，它包括按照现行国内法有权收受货物的任何人，例 

如依执行令状采取行动的行政司法长官。但是，有々竦复说，目前“定义在实际 

应用上不可能在“收货人”的意义上造成困难，因il^i需进一步澄|清这个词语。也 

有人认为，当提单上列有收货人名字而他收受货物的权利并不是凭借运送契约时提 

议的限制性定义可能在权限方面造成困难. 

11. 一般同意，载于提议的定义第二句中并于上文第9段㈦中提到的“收货人” 

的进一步定义是不必要的• 

12.经过审议以后，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现有案文。 

第一条，第4款 

“ 4. ‘货物，包括活的动物；货物归并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 

或另加包装.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人供给时,并包括此种载货或包 

装物件奄内• ” 

# * * 

13.委员会审议了有关本款的下列提案： 

(a)定义中“货物”包括活的动物一节应予删除。 

(b)在定义中旅客行李应明白地从“货物” 一词的范围中剔除。 

(c) 一切形式的包装不应作为“货物”列入定义中。 

(d)款文中“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人供给时”等字应予删除. 



14.有人赞成上文第13段(a)中的建议.认为，既然第五条第5款明定运送人 

应对活的动物遗失或损坏负责，也就无需在定义中指明“货物”包括活的动物。另 

一方面.有人指出，按照《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b.活的动物显然不列入该 

《公约》所载的“货物"定义中，因而活的动物的遗失或损坏不属于该《公约》的 

范围，基于《公约》草案的宗旨.在定义中强调活的动物属于“货物”的范围内是 

合乎需要的。在经过审议以后，委员会决定在定义中保留有关活的动物的现有字 

句。 

15.有人支持上文第13段(D)中的提议.认为.既然运送人对于旅客行李的责 

任已经在《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中有所规定.不将旅客行李一节列入“货物，，定 

义中是可取的。有人答复说，《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只就运送人依契约运送旅 

客及其行李时所应负的赔偿责任作了规定。因此.如果不将有关旅客行李一节列 

入定义中，专为运送旅客行李而締结的契约便不属于《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和本 

《公约》草案的范围了。 在经过审议以后，委员会决定不将有关对于旅客行李的 

赔偿责任一节列入本公约的范围，但不采取修改定义的方式，而是在第二十五条内 

添加一个新的第3款。 

16.有人支持上文第13段(c),指出，将一切形式的包装列为“货物”的结果 

使得运送人必须对一切形式的包装的遗失或损坏负赔偿的责任.这是违反商业惯例 

的；运送人的赔偿责任应该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耐久包装。有人答复说，将包装 

列为“货物"是有用的；包装通常具有相当的价值，因此，运送人应对包装的遗失 

或损坏负赔偿责任。如果包装没有价值，根据权利提出要求者无法证明他所遭受 

的损失.运送人也就不负赔偿责任了。 而且，不把包装列为“货物”，则运送人 

对于包装损坏所应负的踏偿责任将依照适用国内法办理。如果包装和包装的物件 

都同时受到损坏.运送人应负两种赔偿责任，即包装和包装的物件。经过审议后. 

委员会决定在定义中保留将包装列为“货物”的现有形式。 
—— - ” » 

b《关于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布鲁塞尔,一丸二四年^/Y月二 

十五日，•以下简称该公约为《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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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有人支持上文第13段(d)中的提案说，‘‘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 

人供给时”等字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载货或包装物件不是由托运人供给，他就 

不致遭受损失，因此也就本权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有人说，由于载货物件可能 

是由第三者，例如转运者供给的.把这些字删除会使这种情况下的运送人对于第 

三者负有赔偿责任。还有人指出，如果把这些字删除.载货物件的重量可能会被 

看成是货物重查的一部分；在赔偿限额取决于货物重量的情况下便会影响到赔偿限 

额。经过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保留“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人供给时” 

等字样• 

18.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 4. ‘货物，包括活的动物；货物归并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 

或另加包装，如此种载货或包装物件系由托运人供给时，并包括此种载货或包 

装物件在内。” 

第一条，第5款 

^ ― — I 

’ “ 5. ‘运送契约’是指规定运送人收取运费而承担由海上自一港口运送 

特定货物至另一提货港口的契约。” • , • I i ' 
* * *

 1 

19.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本段应附加下列字句：“收货人可凭此契约行使托运人权利并需承担 

其义务• ” 

(b) “运送契约”应指书面契约。 

(c)定义中"港口”一词应改为"地方”，或以“港口或地方”取代。 

定义中“特定”一词应予删除，或在英文本中以另一适当字辞取代。： 

(e)定义末尾“提货”一词应予删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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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有人支持上文第19段(a).认为，在第一条第5段中附加第19段(a)中所 

载字句可以澄清收货人权利。这种权利目前由可用的国内法决定，可能是难于确 

定或不确定的。有人答复说，《公约》草案并不是确定收货人权利的适当文件• 

也有人指出.收货人权利的定义引起了一些复杂的问题•收金人的想利和义务无需 

象审议中的提案所意谓的那样，与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同。委员备在审议后决 

定不在定义中附加提议的字句。 

21.有人支持上文第19段㈦中的提案说，大多数关于海上运送货物的契约都 

是书面的.但是.有人认为，如果采纳这一提案就会把《公约》的适用范围限定 

于书面契约.在一些区域中海上运送货物的惯例是不订立书面契约的，如果采纳 

了这一提案，这种海上运送也就不受《公约,》草案的规制。也有人说，由于使用 

现代的资料处理方法，所作成的运送契约可能不是书面的。委员会在审议后决定. 

不在定义中加添运送契约必须是书面的规定。 

22.有人支持上文第19段㈦中的提案说，如果保留“港口 ”一词用以指《公 

约》草案所适用的运送货物终点.《公约》就可能不适用于以港口以外的地方，例 

如内陆•为起点或终点的海上运送那一段• 有人答复说，《公约》草案并不曾对 

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作出规定，要想在《公约》草案中包括货物联运的海上一段 

可能对就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作出规定的未1来公约造成困难。如果采纳;这一提 

案，也可能因而使《公约》适用于内陆运输.，从而与对内陆样输有所规定的国内绰 

律或其他运输公约相抵触。委员会在审议后决定在定义+保留“港P”一钿• 

23.有人支持上文第19段(d)中的提案说，英文本中所载“特定货物”可能被 

解释为提单或其他运输文件中特别 列的货物。如果采用这种解释.运送人可能 

不 具列明货物的运输文件•借以规避《公约》对于货物运送的适用.委员会在 

审议后决定删除“特定”一词. 

24.关于上文第19段(e)中的提案,’ 一般认为.定义末尾的“提货”一词应予 

删 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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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委员会于审议后通过下列案文： 

“5. ‘运送契约，是指规定运送人收取运费而承担由海上自一港口运送 

货物至另一港口的契约。” 

第一条，第6款 

“ 6. ‘提单’是指作为运送契约和运送人接管或装载货物的证明的文件, 

运送人承担对交还此项文件者交付货物.此种文件中所载货物应候指定抬头 

人之命交付，应候命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构成此种承担。” 

* * * 

26.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保留本定义。 

2 7.有人提议于第一条中加添下列字句： 

(a)在本条内加添新的第7款如下： 

“7. ‘书面，包括电报和专线电报。” 

(b)加添下列一段为新的第3款.现有第3至第6款应重新编列为第4至 

第7敫: 

“3.在本公约内，‘托运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运送人订立海 

上货物运送契约的任何人.” 

28.有人支持上文第27段⑷中所加新的笫7段说，“书面”一词在本《公约》 

草案的几个条文中用到，因此需要加以澄清.另外，有人说，这种澄清不应照提 

议的那样加进第一条，而应该在载有这个用语的条文中斟酌情况加以澄清。委员 

会于审议后决定列入‘‘书面’’的定义，并通过下列案文： 

“ 7. ‘书面’除其他方式外，包括电报及专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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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有人支持上文第26段(b)所载的加添新的第3款认为其中所载的定义澄清 

了有时并不确定的托运人身分。但是，有人指出.这一定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 

成困难.因此，当收货人订立了运送契约时.照所提议的定义，他就是托运人• 

而且，依船上交货契约购货而订立运送契约的买主，按照提议的定义，就是托运 

人了。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采纳这项提议。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 2条 .第 1款 

“1.本公约的规定应适用于两个不同国家港口间的一切海上咸送货物契约 ， 

如果： 

“(a)运送契约所规定的裝货港位于締约国.或 

"(b)运送契约所规定的卸货港位于締约国.或 

“(c)运送契约所规定的任择卸货港之一是实际卸货港.该港位于締约国,或 

“⑷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是在締约国发给.或 

”(e)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规定.本公约的规定或任何国 

家实施本公约规定的立法应规制本公约.” !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本段现有介绍性字句应予删除.并改为： 

“本公约的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运货契约.只要这种契约涉及两个不同 

国家间的海上货物运送.如果：” 

⑶本款(d)项应予删除. 

2.有人支持上文第1款中的提案说.所提新的介绍性字句可以确保本公约适 

用于货物联运的海上一段.有人答复说.本《公约》草案不应试图解决多种运输 

方式协调联运引起的困难.因为这种困难只有将来订立一项关于联运的公约才能适 

当解决.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保留本段现有介绍性字句. 

3.有人支持上文第1款(b)项中的提案.指出.在締约国发给提单或作为运送 

契约证明的其他文件并不能使《公约》草案和运送契约之间产生足够密切的联系， 

来证明本'《公约》适用于以这种提单或其他文件作为证明的运送契约.有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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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使本《公约》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是合乎需要的.第2条第1款(d)项有扩大适 

用范围的作用.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保留该段现有案文.\ i 

第二条.第二款 , 

“ 2.本条第1段规定的适用不考虑船舶、运送人、辑运乂丨收货人或任何 

其他关系人的国籍.” 

* * * 

.. i 

5.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Jar本款应予删除. 1 

..'.'.《.. .？ ..... • •‘ . 

'(b)本款应予保留L但将“本公约各项规定”改为1本条第1段规定” • 

(c) “运送人”之后应加列"实际运遊人，， 

6.有人支持上文第5段㈣中的提案说,第二条第2款所想达成的目标.即不 

考虑第二条第2款中所列各项因素而适用第二条第1款的规定.已_第二条第1款 

载有介绍性字句而获得确保.有人则说.过去在某些管辖地fe内曾经判定《公约》 

草案的适用性取决于各国有关法律抵触问题的规则.;这些规则已考虑到第二条第2 

款中所载的因素.因此.第2段的用意在于确保.公约可以不考虑各]1有关法律 

抵触的规则而使本《公约》草案具有第1款所规定的适用范围.’ 

7.还有人说，不考虑各国有关法律抵触的规则而确保第一条第1款的规定乃 

至于整个《公约》草案的规定都能适用是合乎需要的•上文第5段⑶对于第二条第 

2款的修正案可以获得这种效果.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通过对于第二条第2款的 

这一修正案• 

8.有人支持上文第5段㈦中的提案说.《公约》草案中所指"运送人”二词 

并不包括‘‘实际运送人” •实际运送人的国籍也应该同《公约》草案的适用无关.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在该段“运送人” 一词之后加添"实际运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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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员会于审议后通过下列案文： ‘ 

“ 2.本公约各项规定的适用不考虑船舶、运送人、实际运送人、托运人、 

收货人或任何其他关系人的国籍.” 

第二条第3敦 

“3.締约国亦可通过国家立法使本《公约》规则适用于国内运送.” 

并 》 « 

10.委员会审议了一个认为本款应予删除的提案. 

11.有人支持删除本款的提案说.由于締约国必然依约享有权力.本段实无 

必要.有人答复说.除非象本段这样明文规定.否则一个联邦的联邦政府就可能 

没有这种权力.因此.保留本款是有作用的.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在《公约》草 

案中保留本段案文.但把案文从第二条中移到《公约》草案的 后条款中. 

笫二条第4款 、 

“4.本公约各项规定不适用于租船契约.但按照租船契约而发给提单时. 

如本兮约的各项规定规制运送人与提单持有人的关系.即应适用于此种提单.” 

* » * 

12.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界定“租船契约"一辞的意义. 

(b) “租船契约”改为“非为运送契约的租船契约” 

⑷“提单持有 < 应改为“善意第三方持有人”. 

⑷“提单持有人”应改为“非租船人的提单持有人”. 

(e)本款第一句末尾“租船契约”之后应加添“或数量契_ ”等字样•本款第 

二句 朱的“租$努约”之后也应加添“或数量契约”等字样. 

13.有人支持上文第12段(a)中的提案说.虽d本《公约》草案按照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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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的介绍性字句.适用于所有海上运送货物契约.按照第二条第4段却不适用 

于租船契约.因此必须界定租船契约一辞的意义以便澄清《公约》草案的适用范 

围.这种定义也是必需的.因为在某些管辖地区内租船契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意 

义.也有人说.按照《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第五条把租船契约排除在该《公 

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已经造成了困难.因为该《公约》没有对租船契约下定义. 

更有人谗，由于没有对租船契约下定义.运送人可能设法以租船契约的形式发出运 
I • 

输文件来逃避本《公约》草案的适用. 

14.有人答复说.“租船契约"一辞在海事法律中巳有明确的意义.因此无 

需再下定义.又有人指出.这是为了把所有租船契约排除在《公綿》草案的适用 

范围之外；既然租船契约的形式不只一种.就必须为租船契约拟定一个包罗广泛的 

定义.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也有人认为.尽管《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不 

曾为这个辞语下过定义.在许多管辖地区内.为该《公约》确定“租船契约〃一辞 

的意义时.也不曾发生困难；运送人也不曾设法把他们的运送契约作为“租船契约” 

来逃避该《公约》的适用. 

15.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为“租船契约” 一辞下定义. 

16.有人支持上文第12段㈦中的提案说•加添所提议字句可以免除《公约》 

草案在某些管辖地区内的适用范围的不明确之处.委员会于审议后不通过这项提 

17.有人支持上文第12段(c)和第12段⑷的提案说•"提单持有人”一辞 

\可以解释为包括租船人或持有依租船契约所发给提单的代理人.因此.案文应加 

：以修正以排除这种解释.一般同意.这种修正是合乎需要的.但是，关于上文 

L第12段⑷的提案，有人认为，如果予以通过•可能因“善意持有人”意义不清楚 

；而造成困难.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在“提单持有人’，之前加上“非租船人” 一辞. 

18.有人支持上文第12段(e)中的提案说，数量契约近似于租船契约.因此. 
I 

：也应该象租船契约那样.不列入〈<；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有人则说."•数量契 
1 - ( 

-80 -



约”一辞在海事法律中并没有固定的意义，把它加乂.可能使得《公约》草案的适 

用范围不确定.；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 

19.委员会于审议后通过下列案文： 

“4.本公约各项规定不适用于禪船契约.但按照租船契约而发给提单时. 

如本公约的各项规定规制运送人与非租船人的提单所有人的关系.即应适用于 

i此种提单急” 

对于第二条的提议加添款文 
11 | 

20.委员会审馋了下列提案： 

(a)在第二条内加添下列新的第5款： 

“5.虽有本条前列规定.在未发给提单或类似的所有权文件时.各方可明 

fe约寫不适用本《分约》.但必须发给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文件.在其上注明 

这个意思.并由托运人签f. ” 

(b)在第二条内加添下列新的第5款： 

“5.如契约规定将来在一约定期间对一定数量的货物为一系列的运送，为 

.了本公约的目的《每一次运送应视为受个别运送契约之规制• 但根据租船契 

约运送时.则应适用本条第4款的规定.” 

‘ 21.有人文持±文第20段㈣中的提案说•容许托运人和运送人约定使本《公 

约》草案不适用于某些特种船货的运送是符合双方利盎的.如果不能免除本《公 

约》草案的适用.托运人便很难找到愿蒽以适当条件承运这种船货的运送人• 既 

然按照提议的新款.只有在未 具提单时.双方才可以免除本《公约》草案之适用; 

既然按照《公约》草案托运人总是有权从运送人取得提单.运送人便无法滥用本款 

以避免本《公约》草案之适用.有人答复说.由于托运人并不经常处于足够强硬 

的谈判立场去要求 具提单，提议的新款所给予的免除本《公约》草案之适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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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为运送人所滥用.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 
I 

.22.有人支持上文第20段㈦中的提案说.这项提案的用意是为了包容规定 

在一约定期间对大量货物为•^系列的运送的所谓“构架”契约.按照第一条第5 

款中“运送契约”的目前定义.可以认为.这种“构架”契约属于这种定义的范围. 

需受本《公约》草案的规制.但是.只要这种运送不是依照租船契约.把处于平 

等谈判立场的双方所商订的这种契约排除在本《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同时 

又维持本《公约》草案对于依据“构架”契约而作的每一次运送的适用性是合乎需 

要的.有人则认为.关于本《公约》草案适用范围的规定已经取得提议案文所拟 

达成的结果.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通过下列案文： 

“5.如契约规定将来在一约定期间对货物为一系列的运送.本公约的规定 

应适用子每一次运送.但根据租船契约而为运送时.则应适用本条第.3款的 

规定.，， 

第三条公约的解释 I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注意本公约的国际性及促进划一的需要.”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本条应予删除• 

(b)本条应予删除，但其实质内容应载入《公约》草案的序言部分. 

‘2.有人支持删去本条.认为，其中所载的规定是不言而谕的.也有人说. 

在某些管辖地区内，要把本条列入执行本《公约》草案的立法中会有困难，有人 

支持删去本条值把实质内容列入序言部分中.认为该段只是陈述一种愿望目标.这 

可以在序言部分适当提及.有人答复说，把本条保留在《公约》本体中可以帮助 

某些管辖地区的法院解释和适用本《公约》草案•而不至于只注意到各国的法律规 



章.也有人说.•《国际货物销售时效公约》 &第七条也有相同的规定.委员会 

于审议后决定保留本条. 

“第二编运送人的责任 

‘ “第四条担负责任的期间 

第囚条第1款和第2款 

“1.运送人对于本公约下的货物.于其在装货港、在进行运送及在卸货港 

掌管货物的全部时间，担负责任， ‘ 

“ 2.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运送人自其接收货物之时起至依下列方式交付 

货物之时为止视为掌管货物： 

"(a)将货物移交收货人；或 

“㈦收货人不自运送人收受货物时.则按照契约或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特 

定贸易惯例.将货物放置于可供收货人自由支配的境地；或 

“ (c)将货物移交依据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必须交给的当局或其他第三 

方• ”.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第1款内“在装货港、在进行运送及在卸货港”等字样应予删除. 

㈦在第1款卑加添下列字句： 

“为本条的目的.‘装货港，或‘卸货港，应包括为运送人用于执行运送 

货物离港或到港的邻近一终点站.即使该终点站位于港区以外亦然.” 

a AXCOUI： 6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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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在第2款㈧分款之后加添下列字句： 

“如货物于卸货港外交付收货人应照(a)分款之规定将交货视为在卸货港 

举行 .” 

2.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㈨中的提案说.删除上文第1段(a)中所述字样可澄清 

运送人责任的起迄时刻.如保留这些字样.可能在若干情况下需婁决定装货港和 

卸货港的确切地理范围.以决定运送人责任是否已 始或巳结束.删除这些字句 

还消除了第二条第1款和第2款之间在担负责任的期间方面可能发生的矛盾• 按 

辟第1款.这个期间是在装货港 始而在卸货港结束•而按照第2款.这个期间是 

从送货人接管货物之时起至其交出货物时止.另外.有人说•如将这些字句删除. 

则当运送人于陆上接管货物或于陆上交付货物时可能使本《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 

导致不合乎需要的^•充.因为声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了提议从第1款中删去的 

字句，第2款的介绍性字句可能被解释为：内陆运输阶段的运送人责任应受《公约》 

草案规制•因而使本《公约》草案同国内法律的规定或适用于内陆运输的其他运输 

公约发生抵触.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采纳这项提案. 

3.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㈦中的提案说.使担负责任期间始于装货港而终于卸 

货港的第四条第1款现有规定可能过分限制.既然运送人于执行运送货物离港或 

进港时经常使用邻近这些港口的终点站•应用本《公约》草案以决定运送人在这些 

终点站接管货物期间的责任醉合理• 有人答复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于断 

定一个终点站是否邻近港口.这会使本《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不确定.委员会 

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 

4.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㈦中的提案说.它的用意是为了避免本《公约》草案 

和各国法律的规定或其他运输公约在货物于内陆交付收货人时内陆运输阶段期间的 

运送人责任的问题上发生抵触.另外.有人说.这项提案虛构了一个交货地点. 

根据虛构拟订出来的解决办法是不合乎需要的.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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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第二编运送人责任 

“第四条担负责任的期间 

“ 1.运送人对于本公约下的货物.于其在装货港、在进行运送及在卸货港 

掌管货物的全部期问.担负责任. 

“2.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运送人自其接收货物之时起至依下列方式交付 

货物之时为止视为掌管货物： 

“㈨将货物移交收货人； 

“㈦收货人不自运送人收受货物时.则按照契约或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特 

定贸易惯例.将货物放置于可供收货人自由支配的境地； 

“⑷将货物移交依据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必须交给的当局或其他第三 

方.，， 

第四条第3款 

“3沐务第1款及第2款提及运送人或收货人时.除运送人或收货人外.应并 

揞运送人或收货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或按照运送人或收货人的指示行事的其他 

人.，’ 

6.委员会决定删除“按照运送人或收货人的指示行事的其他人”.因为这些 

人若不是受雇人便是代理人• 

7.委员会于审议后通过下列案文： 

“3,本条第1款及第2款提及运送人或收货人时.除运送人或收货人外，应并 

指运送人或收货人的受雇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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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条 . 通 则 , 

第五条第1款 

“1. 运送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损坏或货物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 

张起的费用、如引致损失、损坏歲延迟的事件发生于第四条所订明的货物由他 

掌管的期间，.应负赔偿责任，但运送人能证明本人、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巳采取 

为避免其发生及其后果所能合理要求的一切措施者，不在此限。” 

* * # 

1. 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在本款 头“运送人“一辞之后应加添“或船只”等字。 

(^)在本款末尾加添“或证明：即使这些人曾采取所有这些措施，这种事件 

的发生和后果仍然不可避免”。 

(c)在上文分段（b)中提议添加字句之后加添下列字样：“或证明：在这 

种情况下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⑷本款 头"运送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损坏或货物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返交 

付所引起的费用...应负赔偿责任”等字应予删除，并代之以“运送人对于货物 

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引起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2。 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a)中的提案说，加添提议的字句可以帮助保留某 

些管辖地区内对船只釆取的“对物”行动。也有人说，所提议的字句见于《一九 

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第四条内有关赔偿责任的规定中，因而应该保留在本款内。 

有人答复说，提议的字句在《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中的上下文义是排除船舶 

的责任。在那样的上下文，这些字句不会造成困难，但若上下文是强制船舶 

承担赔偿责任，便会造成困难，因为在某些司法地区内从没有对船只采取“对物” 

行动。也有人说，常常附属f： “对物”行动的、同海事要求有关的、查扣船只的 



权利在1《一九五二布鲁塞尔关于查扣海上航行船只的国际公约》已有适当规制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接受这项提案. 

3 . 有人支持上文第1款（b)和（c )中的提案说，这种安排是为了扩大第 

五条第1款对于运送人的保护范围。有人认为，在翻定了保护范围的现有条文下, 

运送人即使证明在造成损失或损坏的情况下，运送人没有时间或机会采取避免损失 

或损害的任何措施，可能仍无法 脱。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运送人无锋采取任何措施，按理不能要求运送人采取措施，因而现有规定对运送 

人提供保护。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接受这些提案。 

4。 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d)中的提案说，该款中提议删賒的现有案文措辞 

不够简练。所提议的新案文较清楚，而且更接近其他运输公约的对应规定中所用 

的措辞。但是，有人说，现有措辞已由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在夸种文本中仔 

fe求其一 1〖，因此应予保留.也有人说，因为依本款应负的赔偿责接同夹他运输 

公约的对应规定所强制的赔偿责任不同，本款的措辞自应同这些对应规定的措辞不 

同/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通过下列案文： I 

“第五条 .责任的基础 

“1。运送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引起的损害，如引致 

损失、损坏或延迟的事件发生于第四条所订明的货物由他掌管的期间，应负赔 • I 
偿责任，但运送人能证明本人、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已采取为避免其发生及其后 

果所能合理要求的一切措施者，不在此限。” 

第五条第2款 

“ 2. 货物未于明白以书面约定的期限内在契约所规定的卸货港交付， 

或于未作此种约定时，考虑到事件的情况，未在可以合理要求勤勉运送人的斯 

限内交付时，即发生延迟交货情事.’’ 



5。 委员会审议了将“以书面”三个f删除的一项提案。 

6 . 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本《公约》草案第一条第5款内并未规定运送契 

约须为书面，本秋无播规定关于交货期限的明白约定须为书面。因此，委员会决 

定从本款中删去“以书面”三个字，并通过下列案文： 

“2. 货物未于明白约定的期限内在契约所规定的卸货港交付，或于未 

作此种约定时，考虑到事件的情况，未在可以合理要求勤勉运送人的期限内交 

付时即发生延迟交付情事。” 

第五条第3款 

“ 3。 有权对货物的拫失提出要求杈的人在货物未按照第四条的婁求于 

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交付期限届满后六十天内交付时，可视为货物已损失。” 

7。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保留本款案文。 

第五条第4款 

“ 4。 遇发生火灾时，如要求权人能证明火灾系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 

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致，运送人应负赔偿责任。，， 

# « * 

8。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 a )删除本款； 

( b )将本款改为： 

“遇发生火灾时，除非运送人证明该舨曾采取防止火灾的适当手段，并且 

他本人、俾的受雇人和代理人于火灾发生时曾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加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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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其后果，否则便应负赔偿责任；但要求权人能证明火灾系由于运送人、 

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致时，不在此限。” 

9 . 有人支持删去本款的提案说，在第1款关于要运送人证明自己不曾疏忽 

的通则以外另设例外是没有充分理由的。火灾起时在场，能够获得起火原因的证据 

并采取防火或灭火措施的是运送人的代理人。在多数情况下，托运人无法证明运 

送人一方的疏忽，因而第4款的现有规定对于要求权人不公平。也有人说，在其 

他运输公约中并没有关于在火灾引致损坏时，证明运送人疏忽的责任落在要求权人 

身上的类似规定费 

10.委员会基于下列理由不同意删除本款：（a)对于要求杈人而言， 

《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规定运送人不必对火灾引起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狳非 

这种损唐是由运送人的实际疏忽或参与引起的，这项提案_目前立场的一项进步; 

(^) 有理由担心木船失火的是运送人，因为如果船只受损，遭受重大损失的是 

运送人;因此运送人即使不必对要求权人赔偿，也得经常采取合理的防火措施； 

(c)如果从货般起火，便因而有可能是船货本身起火，要求权人也许难以证明是出 

于运送人的辑忽，但如果从机房或船员房间起火，就较容易证明了； （ < ! )目前 

的第4款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就第五条中所有有关 

赔偿贡任的规定加以仔细平衡的折中案文，因此，应予保留。在这一点上，委员 

会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航运立法问题工作组不曾建议删除第4款. 

11.有人支持以上文第8段（b)中的字句取代现有第4款的案文的提案说， 

虽然需要就本条一切有关赔偿责任的规定维持一个持平的妥协，提议的代替字句可 

以导致较公平的折衷• 照提议的新字句，运送人对加诸他的责任履行起来相当便 
.•� 

利，而托运人确切地证”运送人的疏忽便能使他负赔偿责任。 

12.委员会没有支持所提议新案文的一致意见，审议后，委员会决定 

通过下列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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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遇发生火灾时，如要求权人能证明火灾系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 

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致，运送人应负赔偿责任。” 

第五条第5款 

“5. 关于活d动物，运送人对于，类运送固有的任何特别危险所引起 

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运送人能证明他已遵行托运人所给 

予他的关于动物的任何特别指示，而鉴于事件的情况，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 

可以归因于此种危险时，除经证明拫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全部或一部系由于 

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外，应即推定损失、损坏或延 

迟交货系由于此种危险所引致。” 
« . • 

13。委员会审议了建议删除本款的提案. 

14。有人支持删除本款的提案说，运送人关于活的动物的赔偿责任已由第五 

条第1款的规定充分顾及，不需要对这种赔偿责任作出特别规定。尤其，有人认 

为，第五条第1款在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要求方面对于运送人的一般性保护足以 

照顾对于活的动物的损失或损害的赔偿要求，不必再由本款给予特别保护. 

15.有人反对删除该款，认为活的动物的运送带有动物受损失或损伤的危险, 

必须就这种运送的运送人责任作出特别的规定。有人栺出，其他运输公约载有关 

于这种运送责任的特别规定。也有人表示，本款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航运 

立法问题工作組就第五条内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进行长期审议后拟订的折衷案文， 

因此应予保留• 

16.审议后，委员会决定通过下列案文： 

“5. 关于活的动物，运送人对于此类运送固有的任何特别危险所引起 

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运送人能证明他已遵行托运人所给 

予他的关于动物的任何特别指示，而鉴于事件的情况，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 

可以归因于此种危险时，除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全部或一部系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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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外，应即推定损失、损坏或延 

迟交货系由于此种危险所引致。” 

第五条第6款 

“6。 运送人对于因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或挽救海上财产的合理措施而 

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 

# # * 

17.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本款改为： 

“除为分担共同海损外，运送人对于因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或挽救海上财 

产的合理措施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 

(b)现有案文应予保留，但“挽救海上财产的合理措施’’中“合理” 一词应 

予删除； 

(.c)"挽救海上人命”之后应加添“或维护健康”等字样. 

18.有人支持上文第17段（a)中的提案说，该款现有措辞似乎使运送人在 

‘‘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或“挽救海上财产的合理搢施”导致货船利益的损失或损 

坏—时得以不必承付通常应该分担的共同海损或抢救费用.这个提案的用意是要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运送人仍然必须分担适当数额的共同海损或抢救费用。但是，有 

人表示，由于《公约》草案第二^•四条内载有关于海损的明文规定，旨在防备运送 

人保障对共同海损或抢救费用的可能杈利的提案应该同该条一并审议。但是，委 

员会决定将第6款中“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与“挽救海上财产的合理損之间 

的和改为“或”，因为用意不在^•只免除试图挽救人命与财产情况下的赔偿责任• 

1 S I有人支持上文第 1 7段 ( b )中的 M说，要断定挽教海产的搰施 

合不合理是难以办到的；这将使试图挽救海上财产的运送人赔偿责任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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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于免除运送人赔偿责任是对于运送人挽救海上财产的一种奖励，如果免除赔 

偿责任的界限是不确定的话，可能导致使运送人不试图挽救海上财产的不幸后舉。 

20.另一方面，有人说，挽救海上财产不如挽救人命重要；虽然在运送人 

试图挽救人命时完全免除其赔偿责任很•望要，但在他试图挽救财产时则不必完全免 

除其赔偿责任。而且，运送人在试图挽救海上财产时，必须在可能挽救到的财产 

价值和这种尝试可能对托运人或收货入•的损要之间确保利益的均衡；使用“合 

理” 一词可以达成这个结果。否则，运送人可能为了不引致赔偿贡任而试图挽救 

低值财产，却因此使托运人和收货人蒙受重大损失。在考虑了上文第19段和第 

20段中的论点以后，委员会决定保留“合理” 一辞。 

21.有人支持上文第17段（c)中的提案说，应该完全免除运送入应试图维f 

健康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以奖励运送人维护健康的意图。有人答复 

说，如果维护健康的意图构成挽救人命意图的一部分，运送人将受该款现有案文的 

保护。但如果在生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试图维护健康的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就有 

欠充分了。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 

22.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6. 除为分担共同海损外，运送人对于因挽救海上人命的措施或挽救 

海上财产的合理措施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 

第五条第7款 丨 

“ 7. 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与另一原因结合而产生 

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时，运送人仅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得以归因于此种 

过失或疏忽的限度内负赔偿责任，但运送人须证明不可归因于此种过失或疏忽 

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数额。” 



23.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 a )删除本款； 

(^)将本款 头“过失或疏忽”等字改为“实际过失或疏忽或本条所预计的 

过失或疏忽”等字； 

(e)本款应重拟如下： 

“ 7. 运送人、其受雇人或其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与为他所无法避免因 

W带来无可预防的后果的另一事件结合导致损害时，如果运送人能证明部分损: 

害不可归因于此种过失或疏忽，运送人仅须对可以归因于此种过失或疏忽的损| 

害部分负赔偿责任。” 
9 I 

[ 

(d)在英文本中丨"tsoncuTB" —字应以丨"cotrtrlbuteB"或l"oon(biaes"取代；： I s ； . , 

( e )在英文本中 ’n>ears the burden of proying"应以"proves"取代， 

24.有人支持上文第23段（ a)中的提案说，第五条第7款所载的规定同在 

该第7款所涉及情况下按照某些法律制度适用的规定不一致。因为在某些法律制 

度下，_运送人、其受雇人和代理人的赔偿责任和其行为同时导致这种损失的其他人 

的赔偿责任是共同的或个别的，这种赔偿责任并不是按照本款订明的情况<担， 

也有人说，这种共同的或个别的赔偿责任对要求权人^•便，因为他可以从i送人取 

回充分的补偿• 若按照本款所载的规定，丨要求权人&须就部分损失控告运送人以 

外的人，尹对其他人绳之以法或取得补偿可能难以办到 

25.但有人表示，本款所载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使运送人对他所证明不可 

归因于其过失或疏忽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任何部分负赔偿责任是不公平的.？ 

也有人认为，本款所载规定也见之于其他公约，例如《国际铁路货运i约》第一七丨 

条第5款W《关于统一着关船舶碰撞的法律规则的一九一〇年布鲁塞尔国际公约》丨 

第四条• 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内容. i 

26.有人支持上文第23段（d)中的提案说，其目的是要澄清,本款所载规i 

定不仅适用于运送人的过失或疏忽证明属实时，而且适用于在第五条第1款中预计: 



的过失或疏忽。另外，有人说，这种澄清没有必要。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 

过这项提案。 

27.委员会审议了上文笫23段（c)中的提案，但在审议后未予通过。 

28.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通过上文第23段（d)和（e)中的两项关于用语的 

提议，并通过下列案文： 
1 

“ 7。 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与另一原因结合而产生 

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时，运送人仅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可以归因于此种 

过失或疏忽的限度内负赔偿责任，但运送人须证明不可归因于此种过失或疏忽 

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数顿。” | 

对第五条提议加添的款文 f 

29.委员会审议了将下列一段加入第五条作为新的第4款的一项提案，并将: 

现有第4款至第7款重新编号为第5款至$ 8款。提议的一段将置于方括弧内， 

以表明它尚未由委员会 后通过，但将它k交今后可能审议本《公约》草案案文的 

任何外交会议审议• s 

〔“4.虽有第1款的规定，运送人对于船长、.其雄船员和领航员在船舶 

航行时的任何行动、疏忽或不履行贡任所引起或导致的损失、损坏或损睾，不. 

负赔偿贡任。”〕b 1 」 ： , 1 

！ .丨I 
； | 

30.有人支持这项提案说，这项提案只是打算以有_手运送人的方式保留4 

于航海中的疏忽或不履行责任的保护；在《一九二四_布鲁如尔丛钤》|第四条 

(幻款（a)项就管理船舶的疏忽或不履行赍任为运送人提保的保护#保留. 

有人认为，排除了对航行上的疏忽或不碌行责任^保护it托运人^有木利的影响L 

i b这项提案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大^列颠及北爱尔主联合王国和苏维 
璞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钧代表们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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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引致风险分担的转变，运送人不得不购买更多的赔偿保险来应付增多的赔偿 

责任。这种运送人支出的增加势必以提 运费的方式转嫁给托运人。由于赔偿 

保险费比船货保险费昂贵，托运人购买的船货保险数额虽然减少了，托运人的费用 

并不会有相应的减少.而且，托运人直接从他所选择的保险商扣除船货保险费，直 

接获得偿付，要比从运送人所扣除的赔偿保险费中间接领回保险费更为方便。也 

有人促请注意贸发会议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所通过的第9 ( v n ) 

号决议，其中赞同“这样的结论：维持船货保险的现有制度是必要和不能缺少的 

从船货保险到运送人赔偿责任的风险分担如有任何根本性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将特别有损”。也有人指出，由于航行上的失误危及船舶，运送人应该坚决预防 

航行时不履行责任，即使保护事项被废除因而不须为这种不履行责任所造成的损失 

对托运人员赔偿责任时也是这样。又有人说，海上航行引起的航运危险近来并没 

有显著减少，因而保留例外事项是有理由的。 

31.另外，有人说，并没有资料可据以推断:运输费用会因废除这种保护 

事项引起风险分担的转变而增加。即使运输费用会增加，据估计，增加的 

.很有限。又有人说，贸发会议无形贸易和国际贸易资金委员会的上述看法曾提到 

从船货保險到运送人赔偿责任的“根本性”转变。在该项决议提到的贸发会议秘 

书处的研究报告（TD/^/C.3/120)中，“根本性”转变的意思是从失误赔偿制 

度转变为绝对赔偿制度和保阶提单。因此，废除对于航行时不履行责任的保护事 

项不能说是“根本性”的转变。更有人说，现代航行辅助仪器几乎消除了海上航 

行的航运危险，因此这种保护已经落伍了- 也有人说，废除对于航行时不履行责 

任的保护事项是在第五条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内造成一种可接受的均衡的折衷案文 

的一部分，因此这种保护事项仍应废除。 

32.委员会于审议后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 

33.苏联代表说，他不接受委员会这项决定，并保留他对于“航行失误”问 

题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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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责任的限制 

“ 备 选 A 

“1.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所负的赔偿责任应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损坏或 

延迟的货物总重量每公斤（••，）法郎的数额。” 

“备选 B 

“1 . (a)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所负的赔偿责任应 

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总重量每公斤（•。。）法郎的数额• 

“(b)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延迟交货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运：费 

〔的两倍〕• 

"(c)运送人根据本款㈤和（b)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根 

据本款(a)项对货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 

‘‘备选 G 

“1.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所负的赔偿责任应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损坏或 

延迟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 )法郎或总重量每公斤（• • •）法郎的 

数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 2.为计算按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哪一个数额较 的目的，应适用下列规则： 

“(a)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提单所列举而包装在这 

种载货物件内的包或其他货运单位应视为包或货运单位.除上述情况外，这种载 

货物件内的货物应视为一个货运单位。 

“⑴）适载货物件本身损失$损坏时，如该载货物件并非运送人所拥有或供给， 

则应规为一个单独的货运单位。"I 



“备选 D 

“ 1. (a)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所负的赔偿责任应 

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 。•）法郎或总重量每公 

斤（•…）法郎约轉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b)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延迟交货所负
1
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 

变数X:运费〔的两倍〕；; 

变数”相当于所延迟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x — y >
 a
法郎或总重 

量 每 公 斤 （ u )法郎的数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c)运送人棱椐本款（a)和㈦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根据 

本款⑶项对货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2.为计算按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哪一个数额较 的目的，应适用下列规则: 

"(a)使用集装雄、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提单列举而包装在这种 

载货物件内的包或其他货运单位应视为包或货运单位.除上述情况外，这种载货 

'物件内的货物应视为一个货运单位. 

“(b) ‘迂载货物件本身损失或损坏时，如该载货物件并非运送人所拥有或供给， 

则应视为一个单独的货运单位.“ 

；“备选 E 

“1. (a)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所负的赔偿责任应 

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法郎或总重量每公 

斤（• •。）法郎的数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 a 假 定 （ x — y )比第1款（a)项所规定的赔偿责任限制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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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延迟交货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运费〔的 

两倍〕• 

“(c)运送人根据本款㈨和(b)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根据 

本款㈣项对货 5 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2.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不适用按照包或其他货 

运单位计算的限度.•，， 

下列各段适用于所有备选条文: 
| • • 1 , 1 1 丨 • • 一 - •‘ 1 ‘ • _ • 

,“法郎差指6氐5毫克含纯度为千分之九百的金的单位。 ；
 ! 

“本条第1款•缴额应换算成审理该案的法院或仲裁法庭所在国的货币，以 

作出裁决或仲裁之曰该国货币对本条前一款所规定的单位的官方兌换价格为准.如 

果没有这种官方价格，则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应为本公约的目的定出一个价格，视 

为官方价格• ” 

# # » 
1.委员会审议了有关本条的下列问题： 

(a)运送人的赔款限额，应当按照货物重量的单一准则，还是按照重量和“包 

或其他货运单位”的双重准则来拟定. 

,(塒.运送人对于损失、损坏或因延迟交货而引起的费用的赔偿限额，是应当按 

照拟定对于损失、损坏或因运送人延迟交货以外的行为而引起的费用的责任限制时 

所用丨的同样准则，还是应当按照不同的准则来拟定. 

(c)本条在规定赔款限额时，是否应保留“金法郎”为记帐单位. 

(d)在本条内是否应当载入以下一项规定：如托运人就货物价值作出声明可 

以改变本条规定的赔款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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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本条是否应载入一项特别规定，在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 

货物时，调整赔款限额• 

单一准则或双重准则 

2.关于以上第1(a)段所述的问題，有人表示按照重量的单一准则来拟定赔款 

限额的办法较为可取这项准则实施起来容易应用.而且其他的运输公约，例 

如《铁路货运公约》\《公路货运公约》2、和《华沙公约》5，已经采用这项 

准则，这些公约应用这项准则并没有造成困难.反对采用这项准则的主要理由是， 

对重量较轻而价值较 的货物适用根据这项准则定出的赔款限额，会使要求权人得 

不到足够‘赔偿.但是这项困难可以用下列方式解决： 

(a)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投买保险；或 

(b)规定运送人应付的 钲赔款额，即使根据通常的限制规则运送人应付的数 

额低于这个 低额• 下列提案就是为规定这种 低数额而提出的： 

“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所负的赔偿责任应_于相当于所损失、损坏或 

延迟的货物总重量每公斤〔3、记帐单位〔(30)法郎〕，但赔偿 低额无论 

如何不得少于丨〔1，000〕记帐单位〔1 0, 0 0 0法郎〕 .” 4 

，《国际铁路运送货物公约》• 伯尔尼，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这+公约 

以下称为《铁路货运公约》. 
‘ ( ： 

2
《养于国际公路运送货物的契约的公约》• 日内瓦，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曰. 

这项公约以卞称为‘《公路货运公约》. 

‘'《统一有关国,际空运的某些规则的公约》• 华沙，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这 

\ i 

项公约以下称为《一九二九年华沙公约》. 
4本提案中所填数字，[只是作说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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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公约内增列一项规定，根据这项规定，托运人可以在提单或其他考输文 

件中声明货物的价值，而免除赔款限额。 

这项提案受到支持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以计算运费的准则之一是货物的重量， 

货物愈重所缴付的运费便愈 .由于重量轻的货物应付的运费低，所以对于重量 

轻的货物运送人的赔款限额也应当降低，这并不是不合理的• 还有人表示，一九 

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第四条第(5)款中所用的“包或单位” 一词，在不同的管辖地区 

有不_的解释，继续使用这一个或类似的词句会妨害法律的一致性。 

3.另一方面，有人认为采用重量和“包或其他货运单位”的双i准则，从要 

求权人的观点看来较为公平.它可以使要求权人对重量轻但价值 的货物取得适 

当的赔偿.而且，有了双重准则，要求人可以选择适用使他获得较 赔偿的准则. 

一九六八年布鲁塞尔议定书，笫二条第(a)款采用了双重准则解决办法作为可接受的 

折衷办法，这种办法应当保留下来. ‘ 

4.经审议后，委员会表示它选择按照重量和包或其他货运单位的双重准则来 

制定赔款限额的规定。但是，鉴于按照货物重量的单一准则在委员会中也得到相当 

多的支持，委员会认为提交给全权代表会议的公约草案中也应列出一项备选条文， 

规定按货物重量制定赔款限额. 

延迟交货情况下的准则 

5.关于上文第1㈦段所述问题，有人认为出于几种考虑应当采用不同的准则 

来制定运送人延迟交货应付的赔偿限额，尤其是将赔款限额定为延迟交货的货物所 

5修正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统一有关提单的某些法律规 

章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布鲁塞尔-这项公 

约以下称为《一九六八年布鲁塞尔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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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付运费的函数.有人指出，一般而言，延迟交货造成的损失，不同于运送人其 

他行为造成的损失，是海洋货运保险所不包括的.迂有这种损失，托运人或收货 

人将必须向运送人追索，而不是向保险商追索赔偿.因此，在制定延迟交货应付 

的赔款限额时采用不同的准则，并按照运费的函数制定限额，并不是不合理的.还 

有人表示，计算运费数额时考虑到的一项因素是估计运程的久暂• 如果时间拖长 

了，造成延返交货，那末把运送人应付的赔偿费同运费数额连系起来也是合理的. 

还有人提请注意，公约草案第五条第3款准许货物的所有权人在交货延迟达六十曰 

时将货物视为损失；因此对这种延迟交货的赔偿应按照货物全部损失计算.因 

此建议，如果延迟交货不超过六十日，按照不同的标准计算赔偿费是适当的.还 

有人指出，在某些管辖地区，目前运送人对延迟交货不负赔偿责任，如果责成运送 

人赔偿‘对他将是一项新的沉重负担.因此公平的办法是，运送人应付的赔偿费低 

于延迟交货以外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费，按重量制定赔款限额是合理 

的. 

6。另一方面，有人指出，对收货人来说，延迟交货的后果同延迟交货以外原 

-因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坏的后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样受到经济上损失.延迟 

交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一样严重.还有人指出，如果 

海运保险不包括延迟交货所造成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只能向运送人追索的话，这就 

是规定赔款限额使托运人能得到充分赔偿的理由；运费毕竟不能提供适当的赔偿。 

还有人表示，建议运送人应付的赔偿费以运费的数额为限，是认为运费可以公平量 

度运送人运送货物所需的费用，并反映出运送人所付赔偿费不应超出这种数额的政 

策。但是，托运人因延迟交货而遭受的费用同运费无关，从托运人的观点看来， 

没有理由把赔偿额限于运费. 

7。经过审议后，委员会决定按照不同于在制订运送人延迟交货以外的行为所 

造成的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限额时所用的准则来制定延迟交货所造成的损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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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或费用的赔款限额。委员会还决定将延迟交货的赔款限额定为运费的函数• 

记帐单位 

8.在 始审议上文第1段㈨所述问题时，委员会审议了国际货币基金观察员 

的一项声明，声明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性质，和用来作为公约草 

案第六条所述记帐单位的可能性• 

9.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议： 

(a)在公约草案中保留“金法郎”作为第六条内的记帐单位，但用哪一种记帐 

单位的问题，应由将审议公约草案的外交会议作 后决定. 

(b)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取代“金法郎”，作为第六条内的记帐 

单位. 

(c)为第六条的目的应采用修正华沙公约的蒙特利尔第4号议定书6第七条的 

解决办法，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接受特别提款权为记帐单位，而非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国家则接受以黄金为本位的记帐单位. 

10. 一般普遍周意记帐单位不可以黄金为本位，一来因为目前金价波动，二 

来因为黄金兌换国家货币的兌换率一般还未确立。但是委员会注意到，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取代“金法郎”，会对非基金组织成员国造成困难• 关 

于采用修正《华沙公约》的《蒙特利尔第4号议定书》第七条所载解决办法的提案， 

有人表示这种办法不能取得记帐单位的一致性，因此不能令人满意。 

6修正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在华沙签署的按议定书修正的统一有关国际空运的 

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蒙特利尔第4号议定书.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海牙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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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审议备选提案后，委员会决定不以“金法郎”为第六条中的记帐单位， 

记帐单位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外交会议决定。 

声明货币价值 

ia 关于上文第1段⑷所述的问题，有人认为，由于第六条中没有规定该条 

款所制定的赔偿限额可以由托运人就货物价值作出声明而改变，将使该条款在某些 

管辖地区因违反政府政策而无效.有人说，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第四条第(5) 

款载有一项规定，即经由作出价值声明，托运人可以免除赔偿限额，第六条中应当 I 

增列同样的规定。 

13.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上述提案可以有两钟解释： 

(a)经由作出价'值声明，托运人可以有权单方面徘除该条规定的赔款限额；或1 

彻在作出价值声明后，只有经运送人同意才能改变赔款限额。 

有人赞成以上第13段⑷所列的解释，认为如果作出价值声明后，运送人可以自 

由拒绝接受较 的赔款限额，将使该提案的目的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 

如按照一；^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第四条第(5)款作出价值声明，实际上托运人和运送 

人已械议i作出价值声明后改变赔款限额.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运g将定出 

较 的运费作为运送已声明价值的货物的条件。如果托运人接受较 的费率，则1 

实际上等于协议由运送人免除赔款限额以换取托运人付出较 的运费. 
I 

14.还有人表示，在第六条中增列一项具体规I定，使当事各方可以协议在托 

运人作出价值声明后改变赔款限额，是既不需要又不适当的.根据第二十三条第 

2款的规定，运送人可增加其义务，免除赔款限额就是墙加运送人的义务。在第 

六条中增列厂项特别规定，使当事各方可以在托运人作出价值声明后免除赔款限额， 

可能今使人推论这是唯一可容许吟免除赔款限额的办法.丨但是可以设想在爷他情 

况下，根据第二十三条第2款的规定这种限制;可以有效免除的.另一方面，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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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出，阅读第二十三条第2款，并不能立即看出可以免除赔款限额• 因此，在 

第六条中列入一项使各方能免除赔款限额的特别规定，是很有用的• 

15.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 

(a)制订一项规定，使托运人和运送人可以协议免除第六条规定的赔款限额J 

(b)将这项规定列入第六条. 

关于单位化货物的特别规定 

16.关于以上第1段㈦所述的问题，有人认为，不应当在本条内列入关于单 
I 

位化货物的特别规定，诸如备选c第2款、备选:D第2款和备选E第2款，因为这 

些规定妨碍了集装箱货运的现代化.但是一般同意，如果声制定赔款限额时，采 

用重量和“包或其他货运单位”的双重标准，就有必要对单位化货物,，即用集装箱、 

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的货物，订出特别规定. 

17.还有人表示，备选C和D第2款⑷项中关于单位化货物的赔款限额的规 

定所用文字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因为在托运人列举包装在载货物件内的包和单位后， 

即使运送人没有同意所列举的细目，是否还能够决定赔款限额，这一点还不够清楚• 
J | 

但是有人认为，如果托运人要列举细目，应按照公约草案第十五条第1款⑷1 项的规 

定进行，如果运送人不同意所列举的细目，！他可以按照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保留。 

18.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在本条中列X与第六条备选9和D第2款(a)项同 
‘ I ; 

样的规定. 

19.委员会通过下列条文： ‘I . 
I 

“第六条.责任的限如 ‘ _ ‘ 
I i ； ； 

“1. (a)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养或损坏所负的赔偿责 

任应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艳帐单位 , ‘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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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总重量每公斤（•”。）记帳单位的数额，以较 的数额为准。 

⑶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对于延迟交货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对 

延迟的货物所应支付的〕〔按照运送契约所应支付的〕运费〔的若干倍〕1。 

(C)运送人根据本款(a)和(b)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根据本 

款(a)项对货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2。为计算按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哪一个数额较 的目的，应适用下列 

规则： 

(a)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提单所列举而包装在 

这种载货物件内的包或其他货运单位应视为包或货运单位.除上述情形外， 

这种载货物件内的货物应视为一个货运单位。 

(^)迂载货物件本身损失或损坏时，如该载货物件并非运送人所拥有或供 

给，则应视为一个单独的货运单位. 

"3.记帐单位是指。》» 2 

“4.运送人和托运人可以协议订定超过第1款所规定的限制的责任限度.” 

‘‘ B.备选第六条：责任的限制， 

“1.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定所负的赔偿责任应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损 

坏或延迟的货物总重量每公斤（。••）记帐单位的数额。 

此项限制应为运费或运费的若干倍的问题，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权代表会议 

决定。” 、 

记帐单位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权代表会议决定J，， 

如果对延迟交货的责任根据本备选案文应加以特别限制时，可用上述第六条基 



“ 2.记帐单位是指•。。 4 

“3.运送人和托运人可以协议订定超过第1款所规定的限制的责件限度• ” 

本案文的第 1款㈦和⑷项来补充本备选条文第 1款 .如果这么做，将 

需要对本备选条文的第1款作文字上的修改.” 

记帐单位将由审议公约草案的全权代表会议决定.” 



“第七条.侵权行为的诉讼 

第七条，第I款 

“ 1.本公约规定的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应适用于因运送契约所包括的 

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货而对运送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这种诉讼是 

根据契约或侵权行为。 

1.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在本款末尾增添“或其他”等字样。 

2.有人支持这项舉案，表示在某些法律制度下，对运送人提起的诉讼不但可以根 

据契约或侵权行为，而且可以根据其他赔偿责任依据，例如准契约。因此应当扩 

充本款的范围以包括根据其他赔偿责任依据而提出的诉讼。关于这一点，还有人 

指出，目前第七条的标题只提到“侵杈行为的诉讼”是不恰当的。 

3.绛审议后，委员会决定： 

(a)本款英文本末尾“根据契约或侵权行为”等字用“根据契约、侵权行为或 

其他”字样取代，法文本“根据契约或契约外责任”等字用“根据契约、侵杈行为 

或其他”字样取代； 

0>)本条现有标题应改为“对基于非契约的要求权的适用”。 

4.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第七条.对非基于契约的要求杈的适用 

“ 1。本公约规定的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应适用于因运送契约所包括的 

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逃交货而对运送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这种诉讼是 

根据契约、侵权行为或其他。” 



第七条，第2款 

“ 2.对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也种诉讼时，这种受雇人或代理人 

如能证明他是在他的雇用范围内行事，应有权利用运送人根嬋本公约有杈引用 

的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 
i 

* * ^ 
1 

5.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叙，即将“运送人的字雇人或代理人”等字用“运送人的 

受雇人代理人或按照运送入的指示行事的其ik人”字样取代。丨 

6.有人支持这项提案，认为提议本款采用的“运邊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或按照运 

送人的指示行事的其他人”等字样已在公约拿案第因条第3款中出现。这一款扩 

大第四条第1和第2款规定的运送人的负责期间，以包括货物不j由运送经管而由 

其受雇人、代理人或按照其指示行事的其他人经管的期间。有乂认为所有i些人 

都应有权利用运送人根据本公约有权引用的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而提议的字句 

•可以达成这种效果。 

7.经审议后，委员会决^：不采用这项提案，理由是： , 

(a)在运送人负责期间代其经管货物的人的类别，和应有杈利用运送人的同样 

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的人的类别之间，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对应; ! 

(b)提议的字句替换会使有权利用运送人的同样辩护理由和责任的限制的人的 

类别不适当地扩大，例如包括独立承包)v。： 

8.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现有案文。 

第七条，第3款 

“ 3.可向运送人和lb款所称任何人取得补偿的数额总计不得超过本公约 

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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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审议后，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 3.可向运送人和本条第2款所称任何人取得补偿的数额总计不得超过 

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第八条•限制责任权利的丧失 

“如经证明损坏是由于运送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坏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 

产生，或由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坏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则运 

送人无权享受第六条所规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对于由于运送人的受雇人或 

代理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坏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的损坏，或由于明知可 

能造成这种损坏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的损坏，运送人的任何受雇 

人或代理人也无权享受这种责任限度的利益。”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丨 

(a)本条应予修改以规定运送人除了按照本条第一句丧失其限制责任的杈利 

外，在损坏是由于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在其雇用范围内，如本条所述有意或 

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的情况下，也应丧失其限制责任的权利；丨 

0>)应删去“或由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坏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 

等字句； 

(o)本条中凡出现“损坏”字样都应以“损失、损坏或延巡交货”等字样取代。 

2.有人支持以上第I段㈣中所述提案，认为^本条提议的修改会给托运人带来较 

公平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运送人并非个人而是公司，而公司总是通过受雇人和 

代理人行事。因此，如果把运送人丧失其限制责任的杈利的情况,限于因运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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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造成损坏的情况，结果运送人将极少会丧失限制责任的权利。 

虽然根据本条第二句的规定，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彈人如本条所述有意或冒险行事 

即丧失其限制责任的权利，但托运人将很难辩明究竟是运送人的哪一个受雇人或代 

理人造成损坏；因此将很难通过向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而取得不受金 

额限制的赔偿。此外，托运人控诉运送人比控诉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有利， 
i 

因为比较肯定运送人会有钱缴付法庭判定的赔款。还有人认为提议的修改可以统 

一本条的规定同公路货运公约关于运送人丧失限制责任权利的第二十九条和经一九 

五五年海牙议定书修正的一九二九年华沙公约笫二十五条的规定1 。 

3.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有几项考虑因素可以支持保留本条关f丧失限制责任杈利 

的现有规定的有限效力。运送人的赔款限额是计算运送人的赔偿保险费率所要考 

虑的 重要因素之一。所规定的金额限制越肯定不tM过，就越容易计算保险费率 

和订出较低的费率，从而使运费降低。如果采用了提议的修改，运送人可能丧失 

限制责任的杈利的情况就会大为增加,例辨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进行偷窃的情 

况也将包括在内。还有人指出，如果接受了提议的修改，运送人就不得不对原先 

由托运人承担，由托运人的货物保险负责而现在转移给他的新风险，扣除赔偿保险 

费。由于赔偿保险费比货物保险费更责，这种保险上的改变备造成运费的增加。 

还有人指出，提议的修改会造成诉讼案件不必要的增加，因为托运人为了从运送人 

取得无限制的赔偿，常常会试图证明运送人的受雇人或戎理人的行为或不行为确如 

本条所述有意或冒险作出。还有人指由，提议的修改可能统—本条的规定和某些 

货运公约的相应规定，但是目前第八条的规定与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第十三条的规 ： ‘ ( 
定对应，而修正一九二九年华沙公约的危地马拉议定书3的规定稗比1 第八条更严格, 

i修正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签于华沙的统一有关国际空运的某些规则的公约的 

议定书。一九五五年、月二十八日签于海牙。 f「 

J 对经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签于海牙的议定书修正的一九二九举十月十二日 
签于华沙的统一有关国际空运的某些规则的公约作出修正的议定书，一九七一 

年三月八日签于危地马控城。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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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规定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产生赔偿责任均不得超过所规定的责任限制。 

针对有人认为，因为难以证明公司运送人亲自作出行为或不行为，将极少发生 

运送人丧失限制责任的权利的情况，有人建议修改本条现有案文，在本条第一句和 

第二句之间增添下列字句： 

“为本条的目的，‘运送人，应包括在运送人的企业管理下雇用并经运送 

人授权作出决策的任何董事、经理或其他人，但这种人必须在其受杈范围内行 

事。 

5.有人支持以上第1段㈦中所述提案，有人认为提议删去的“冒险"一词在某些 

法律制度下可以解释成和“疏忽”具有同样意义。由于第五条所规定的运送人的 

赔偿责任是基于疏忽，实际结果可能使运送人在他应负赔偿责任的每一种情况下都 

丧失限制责任的权利。应当删去“由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坏”等字样，因为如 

果保留这一句，在实际上也会使运送人在许多情况下丧失限制责任的权利,因为他 

很难证明他不知道有造成损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冒险”一词的意 

义同“疏忽’’有明显分别，因此应当保留。委员会还考虑了一些建议，即将提议 

删去的整个字句用“重大踺忽”或“故意处置不当”等字样取代。 

6.关于以上第1段(c)所述提案，一般同意本条中凡出现“损坏”字样都应以“损 

失、损坏或延迟女货”等字样取代。 

7.经审议后，作考主张不得破坏公约规定的责任限制，和主张运送人应对其受雇 

人和代理人有意或冒险作出的行为负没有限制的完全责任这两种意见之间的折衷， 

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2 
i 

“第八条。限制责任杈利的丧失 

“ 1.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于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 

1延远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h或由于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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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则运送人无权享受第六条所规定的责任 

限度的利益；这种行为或不行为须出于： 

“(a)运送人本人，或 

“㈦船长或船员以外的运送人的受雇人，在其雇用范围内,对发生这种 

行为或不行为的该部分运送行使监督权力的期间，或 

"(e)包括;«:和《[船员在内的运送人的受雇人，在其雇用范围内处理 

或照料货物时。” 

“2.尽管有第七条第2款的规定，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 

于该受雇人或代理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逃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 

产生，或由于明知可能¥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迟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 

所产生，则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无杈享受第六条所规定的责任限度_益。“ 

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波兰代表表示他们反对上列第八条的案文，并且保 

留意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指出，本条应明确列出第八条各项规定中提到 

的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并说本条的现有的字句可能会导致诉讼案件.、 

“第九条.般面载货 

第九条,第1款 

“1.运送人只有按照同托运人的协议、特定贸易的惯例或法定规章，才 

有权将货物装载在般面。，，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删去"特定贸易的惯例”等字; 

m应提到法定规章所属的法律制度来补充说明“法定规章”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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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修改本款，规定在按照本款观定在般面载货的一切情况下，运送人应在 

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一项声明，说明货物将装载在舶面。 

2.有人支持以上第1段(a)所述提案，理由是"惯例"一词的意义不明确。因此很 

难确定根据惯例运送人是否有权将货物装载在航面。为了顾及有关集装箱的存放 

的惯例而保留这一字句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多数提单或关于集装箱货运的其他货运 

文件都明白规定在舱面装载集装箱的权利。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惯例” 

的意义在海上货运中并非不明确，事实上在某些特气贸易，例如木材贸易中，对般 

面载货巳有固定的惯例。在舱面装载集装箱的杈利通常也只凭惯例规定，因此保 

留这一字句对集装箱货运特别重要。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保留有关字句。 

3.有人支持以上第1段(b)所述提案，理由是本款目前的字句没有说明按照哪一种 

法律制度来确定法定规章，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决定根据法定规章运送人是否有杈在 

舱面载货。有人建议，本款应规定适用的法定规章是装载港的规章，或船旗国的 

法律。对于这项提议，有人认为在本款中列明适用的法定规章并不能解决某些问 

题。由于不同港口的法定规章并不划一，并且由于有些法定规章强制规定某类货 

-物必须装载在舱内，运送人按照特定法定规章在舱面载货，仍然可能违反某些港口 

的 雜 。 • 

4.有人建议，上述困难的一个可能解决办法是删去这一字句。有人却指出，如果 

产生在般面载货权利的情况受到“只有"两字限制，那么就必须提到法定规章作为 

在般面载货权利的根据。 

5.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不采用提议的修改。 

6.有人支持以上第I段㈦所述提案，理由是可以将般面载货通知托运人、收货人 

和持有提单的第三方。这种资料是适切的，因为般面载货可能影响货物的状况。有 

人却表示，如果货运并非根据一项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文件，则无法列入舱面载货 

的声明。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不采用这一提案。k 

k苏联支持这一提案，它对委员会所作决定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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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第九条.舱面载货 

“ 1.运送人只有按照同托运人的协议或特定贸易的惯例，或依据法定规 

章的要求，才有杈将货物装载在舱面。” 

第九条•第2款 

“ 2.如运送人和托运人约定货物应当或可以装载在舱面，运送人应在提 

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此种声明。如无此种声明，运送人 

.丨应担负证明曾就装载在般面取得协议的责任；但运送人无权引用这种协议来对 

抗善意取得提单的第三方一，’ 
1 I 

* * * 

8.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应修改本款，规定在按照第1款规定在舱面载货的一切情况下，运送人应 

在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一项声明，说明货物将装载在般面； 

(句应修改本款第二句，规定在舱面载货时，如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其 

他文件上未列入此种声明，运送人须负责证明按照第1款所述有杈装载在餘面的任 

何其他两种根据(即贸易惯例或法定规章)他有杈在舱面载货。 

9 .以上第8段㈨所述提案已同以上第1段⑷关于第九条第1款的提案一并审 

议，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同后一提案一样。关于后一提案所表示的意见已载入以上 

第6段。 

10.有人支持以上第8段㈦所述提案，理由是当运送人没有在提单或作为运送 

契约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一项声明，将般面载货的事实通知托运人、收货人和持 

有提单的第三方时，由运送人负责证明他有权在舱面载货，即使此种权利并非出于 

同托运人的协议，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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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的现有案文。 

第九条.第3款 

“ 3.违反本条第1款的规定将货物装载在舶面时，运送人应对单独由于 

装载在舱面而导致的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货，按照第六和第八条的 > t ； _ . 
规定担负赔偿责任。：.同样规定也适用于运送人按照本条第2款无权引用装载 

！ ： ‘ ‘ 

在舱面的协议来对抗善意取得提单的第三方的情况。” 

12.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应删去本i,代以下款： 

“关于按照本条第1款授权的装载在舱面，对于因这种装载固有的任何特 
• ； 

别危险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运送人不负赔偿责任。如运送人证 

明鉴于事件的情况，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可以归因于这种危险，除经证明损 

，、损坏或延迟交货的全部或一部分是由于运送人、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 

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即应推定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于此种危险所引致。”; 
• 1 J 

(b)应改写本款： 

㈠澄清“单独”一词的效力；和 i 

㈡‘说明第六和第>条关于运送人责任的限制的规定适用于运送人违反第 

九条第1丨款的规定在舱面载货的情况。 

1 3 . 有 人 支 持 以 j l 2段(a)所述提案，理由是有一些特别危险是装载在舱面 

所固有的，例如海面波涛汹浦所造成的损坏，当损失或损坏是由于这种特别危险所 

造成时，运送人不负赌偿责任是合理的。委员会注意到提议的本款新案文是仿照 

第五条第5款，该款规定运送人对由于运送动物固有的特别危险而造成的损坏提供 

保护。有人却认为装载在舱面所固有的特别危险远垛有运送动物固有的危险大， 

而且对于审议过程中特别提到的由于装载在舱面所固有的特别危险而造成的损坏，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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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五条第1款已规定对运送人的保护，因为这些损坏属于“不可抗力”一类。 

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14.经审议后，委员会接受以上第1 2段(切所述提案，保留第九条第3款现有 

的案文，但须作提议的文字上的改动。 

15.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3.违反本条第1款的规定将货物装载在舱面、或运送人不得根据本条 

第2款引用装载在舱面的协议时，尽管有第五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人仍应对 

单独由于装载在般面而导致的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货担负赔偿责任， 

其限度应视情况分别按照第六或第八条的规定决定。” 

第九条.第4款 

“ 4.违反将货物装载在舱内的明确协议而装载在舱面，应视为第八条意 

义范围内的运送人的行为或不行为。 

* * * 

16.委员会审议了一项删去本款的提案；这项提案的理由是运送人违反将货物 

装载在舱内的明确协议而装载在舱面，就要丧失限制责任的权利，这样的后果太严 

厉了。 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现有案文，理由是对于破坏这种明确协议，丧失限制 

责任的权利是应有的后果。 

“第十条.订约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的责任 

第十条.第1款 

“ 1.订约运送人将运送或其一部分委托实际运送人执行时，按照本公约 

的规定运送人仍应对全部运送负其责任。关于实际运送人所执行的运送，运 

送人应对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在雇用范围内的行为或不行为担负责 

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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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员会审议了关于本款的下列提案： 

(a)旨在澄清本款同第十一条的关系的提案，和 

⑴在第一条第2款内列入“实际运送人”的定义的提案。 

2.有人认为，应当澄清本款适用的情况和第十一条第1款适用的情况之间的 

分别。有人指出，第十一条第1款只适用于以下的情况，即：同托运人订立契约 

时，订约运送人明白表示他只执行运送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将由另一个运送人执 

行。因此，第十条第1款应只适用于，订立契约时运送人未作此种表示，承诺执 

行全部运送，但仍然将其中的一部分委托另一个运送人执行的情况。 

3.有人表示，根据本款规定，订约运送人对于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 

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负责任的范围，将视“实际运送人”的定义而定。还有人认 

为，关于这一点，如订约运送人委托另一个运送人执行运送，而后者又委托另外一 

个运送人，则为第1款的目的，第三个运送人不是实际运送人。 

4.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实际运送人”的定义的提案，并通过了一项“实际运 

-送人”的定义。这项定义和导致通过这项定义的审议经过，载于本报告内委员会 

对公约萆案第一条的审议经过（见第4至5段）。 

5.在通过了“实际运送人”的新定义后，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的现有案文， 

但须按照公约草案第一条关于“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的新定义作必要的文字 

上的修改。 

6.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第十条.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的责任 

“ 1.运送人将运送或其一部分委托实际运送人执行时，不论根据运送契 

约是否有此自由，按照本公约的规定运送人仍应对全部运送负其责任。关于 

‘实际运送人所执行的运送，运送人应对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在雇用 

范围内的行为或不行为担负责任。 



第十条.第2款 

”2.实际运送人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他所执行的运送担负责任。如 

对实际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时，应适用第七条第2和3款和第八 

条第二句的规定。 

» « « 

7.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将本款中“他所执行”等字用“委托给他”等 

字取代。有人支持这项提案，理由是这项提案合乎需要地扩充了第2款所规定必 

须担负按照本公约条款的责任的实际运送人的类别。这样，委托后续运送人执行 

运送时，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杈人对受委托执行运送而没有执行的实际运送人起诉， 

可能比对执行运送的实际运送人起诉更为有利。提议的修改还使要求杈人，在实 

际运送人完全没有执行运送时，向受订约运送人委托执行运送的实际运送人起诉。 

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公约的某些规定只同运送的执行情况有关，不能适当地 

使这些规定适用于不执行运送的运送人。 

8.经审议后，委员命决定不通过提议的修正案。 

9.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 2.实际运送人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他所执行的运送担负责任。如 

对实际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时，应适用第七条第2和3款和第八 

条第2款的规定。” 

第十条.第3款 

“3.订约运送人据以承担本公约所未课加的义务或放弃本公约所赋予的 

较補的任何特别协议非经实际运送人以书面明示同意不得对他发生影响。” 

10 .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在本款末尾增添下列一句： 

1 “但运送人仍应受由于这种特别协议而导致的义务或放弃杈利的拘束。” 

11.有人支持这项提案，认为增添的一句可以澄清下述情况：订约运送人巳承 



担 本 公 约 所 未 课 加 的 特 别 义 务 或 已 放 弃 本 公 约 所 赋 予 的 , 杈 利 而 

又将运送契约的执行委托给实际运送人时，订约运送人仍应受这种 

特别义务或放弃杈利的拘束。有人却说根据本款现有文字这一结果已经很明确了, 

因此提议的增添是不必要的。还有人说，现有的文字同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第四 

条第3款完全一样，因此为了划一起见应予保留。 ， 

12.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通过提议的修正案。 

13.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运送人据以承担本公约所未课加的义务或放弃本公约所赋予的杈利的任 

何特别协议非经实际运送人以书面明示同意不得对他发生影响。但无论实际 

运送人是否如此同意，运送人仍应受由于这种特别协议而导致的义务或放弃权 

利的拘束。”： 

第十条.第4款 

“ 4.如果订约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都担负责任，则在这种限度内，他们 

应共同和各别担负责任。” ‘ 

* * * 

14.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应修正本款以规定：如果不能确定损失、损坏 

或延迟是在订约运送人还是在实际运送人运送的时候发生的，则订约运k人和实际 

运送人应共同和各别担负责任。 

15.有人支持这项提案，理由是时常很难确定损失或损坏是在订约运送人还是 

在实际运送人运送的时候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让要求杈人可以选择从订约运 
• � 

送人或从实际运送人取得赔偿，是有好处的。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沪大实 

际运送人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实际运送人只具体:•执行运送的一部分，不应要 

1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认为公约草案经修正后的第十条第3款同一九七四年雅I 

典公约第四条第3款有同样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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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不由他执行的那一部分运送中发生的损失或损坏担负责任。 

16.经审议后，委员会决定不通过这项提案。m 

17.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4.如果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都担成责任，则在这种限度内，他们应共 

同和各别担负责任。” 

第十条，第5和6款 

“ 5.可向订约运送人、实际运送人都担负责任，则在这种限度内，他们 

应共同和各别担负责任。” 

第十条，第5和6款 

“5.可向订约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和他们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取得补偿的 

数额总计不得超过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6.本条的规定不妨碍订约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之网的任何追索权。” 

* * * ； 

18.经审议后，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 “ 5.可向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和他们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取得补偿的数额 

总计不得超过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的限制。 

“6.本条的规定不妨碍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之间的任何追索权。” ！ I 

“第十一条.联运运送 

第十一条 .第 1和 2款 

“1.运送契约规定订约运送人只执行该契约所包括的运送的一部分，运 

送的其余部分应由订约运送人以外的人执转时，订约运送人和实野运送人的责 

任应按照箄十条的规定决定。 

m这项提案由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得到若干代表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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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但是，订约运送人可以免除他对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 

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的责任，I但订约运送人应粗负证明任fr这 

种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如此造成的责任。”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删去第1和第2款，代以下列一款： 

I “运送契约明确规定该契约所包括的运送的一个特定部分应由订钧运送人 

以外的人执行时，该契约可以同时规定，虽有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约运送 

人对在这一部分运程中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损坏或延迟交货本负责任。运送人应担负证明任何损失、损坏或延返交货是 

由这种事故所造成的责任。” s 

⑶删去第1和第2款，代以下列一款: 1 

“运送契约明确规定该契约所包括的运送的一个特定部分应由订约运送人 

以外的指定之人执行时，该契约可以同时规定，虽有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订 

约运送人对在这一部分运程中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 

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责任，但须规定，托运人或收货人不论是否经运送 

人授杈控诉实际运送人，都可以向实际运送人直接提起法律诉讼。运送人应 

担负证明#何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由这种事故所造成的责任。” 

(c)删去第1和第2款。 

2.有人支持以上第1段⑷所述提案说，这项提案的目的是明确区分;^条所涉 

的运送契约和第十条所涉的运送契约，#对于本条所涉的这类契约I适当地保护托运 

人或收货人。本条所涉的这类契约是，订约运送人：词托运人明确约定他只执行运送 

的一部分，并且只承担他同意执行的那一部分运送的责任。运送的其余部分由实 

际运送人执行，他将独自承担他所执行的那一部分|运送的责任。但是，订约运送 

人发出包括运送全程的单独一个提单。托运人作出这种安排有双重好处。首先， 

由 订 约 运 送 人 同 实 际 运 送 人 安 排 后 续 运 程 ， 使 托 运 人 可 以 无 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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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后 续 运 程 作 出 安 排 。 其次，信用文件常常要求提出单独一个包括 

运送全程的提单。由于规定在订立契约时，应就订约运送人只对运送的一个特定 

部分负责一事发出通知，托运人或收货人因此得到保护。而且，订约运送人为了 

免除对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损失或损坏所负的责任，就必须担负证明 

货物的损坏或损坏是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责任。 

3.讨论过程中，有人表示提议的案文不足以保障托运人对订约运送人或实际 

运送人起诉的权利。由于托运人同实际运送人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当订约运送人 

证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是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而免除赔偿责任时，托运人便 

没有补救办法。而且，有些实际运送人是没有大量资产的企业，托运人将无法从 

他们那里取得补偿；因此应当把订约运送人免除责任的杈利限制得比这项提案更严 

格。还有人指出，如果准许订约运送人发出联运提单，而又可以免除他对货物在 

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所受损失或损坏的一切责任，那末联运提单就失去了它的主要 

价值。有人提议可以仿照一九二九年华沙公约第三十条的规定适当地制订一条规 

则，按照这条规定托运人可以从第一个运送人取得补偿，收货人可以从 后一个运 

送人取得补偿，而在任何情况下托运人和收货人都可以在发生损失、损坏或延迟交 

货时从掌管货物的运送人取得补偿。 

4.由于以上所述对上文第1段⑷所载提案的批评，.有人向委员会提出以上第 

1段㈦所载提案。根据第二项提案，只有在托运人或收货人可以向实际运送人i 

接提起法律诉讼时，订约运送人才可免除责任。因此，托运人或收货人对每一项 

损失或损坏都可以或向订约运送人或向实际运送人提起法律诉讼。有人反对第二 

项提案，理由是什么时候托运人或交货人“可以”向实际运送人直接提起法律诉讼 

还不明确。因此，托运人总是可以向实际运送人提起法律诉讼，但是可能因缺乏 

管辖杈而败诉。“可以” 一词意义上的不明确又会造成订约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 

分担责任方面的不确定。还有人表示，企图通过这项提案的但书来取得托运人向 

实际运送人起诉的杈利是不必要的，因为按賅第十条第2款托运人显然已经具有这 



种杈利。还有人反对提案第二行“指定”字样，认为可能给适用本款造成困难。 

因为在订立契约的时候，订约运送人也许不知道实际运送人的确实身分，例如，他 

可能只知道后续运送将由公会船执行。 

5.有人支持以上第1段⑷所述提案，认为第十一条是多余的，因为该条意图 

规制的特定种类运送契约并不需要特别规制。按照这类契约，订约运送人有义f 

执行货物运送的一部分，并作为代理人安排运送的其余部分。因此订约运送人只 

应就他已承诺执行的运送发出提单或其他货运文件。实际运送人再就他所执行的 

运送发出一份单独的提单或其#1货运文件。反对这个删去本条的提案的人认为， 

如以上第2段所述，商业上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包括运送全程的联运提单。还有人 

认为，如果没有象第十一条所载的这种规定，准许订药运送人免除对后续运送期间 

发生的损失或损坏的陪偿责任，运送人将拒绝发出联运提单，因而对托运人造成不 

方便。 

6.经审议后，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第十一条.联运运送 

“ 1 .虽有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契约明确规定该契约所包括的运^ 

的一个特定部分应由运送人以外的指定之人执行时，该契约可以同时规定运送 

人对在这一部分运程中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损坏或延迟交货不负责任。运送人应担负证明任何损失、损坏或延迟交货是 

由这种事故所造成的责任。 . 

“2.实际运送人应按照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对货物在他掌管的期间发 

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损坏或延逃交货担负责任。” 



“第三编.托运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通则 

托运人对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遭受的损失或船舶遭受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除 

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由于托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面的提案： 

(a)增加下面一段，作为丨本条的新的第2款： I ‘ • 

“ 2.如收货人未在收到货物到达通知后的相当期间内认领货物，托运人 

经运送人请求，应给予运送人处置货物的指示。如托运人未在相当期间内给 

予此种指示，运送人可将货物出售或作其他处置，而托运人仍应对不能由出售 

货物所得收益取得补偿的损失、损坏或费用担负责任。” 1 

⑶在本条“托运人”之后增添“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字样，及在“损害”之 

后增添“或延迟”字样。 

2.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㈨的提案，理由是目的地的收货人不认领货物，往往 

是对运送人引起困难的根源。虽然各国都有管理运送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权利的法 

律， 好还是在公约内作出明白规定，来调和各国的法律。有人反对这项提案，. 

理由是各国法律的不同或其适用方面的困难还没有严重到必须在公约内列入明白的 

规定的程度。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3.关于上文第1段(b)所说明的提案，委员会决定不按提议增添“或延迟”字 

样，因为事实上运送人很少因为托运人的延迟而遭受损失。不过委员会决定增添 

“其受雇人或_人”字样，认为这是对本条的有用的修改，因为本条将因而一并 

包栝托运人的受雇人和代理人的责任。 

4.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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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托运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通则 

“托运人对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遭受的损失或船舶遭受的损害不负赔陰责任， 

除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由于托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托运 

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对这种损失或损害也不负赔偿责任。除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 

由于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 

“第十三条.’:关于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则 

第十三条第1款 

“ 1.托运人将危险货物交运送人时，应将货物的wfc质告知运送人，必要时并 

指aitM特性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托运人应尽可能用适当方式在此种货物上 

记或签条。”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各项提案： 

⑷在本款内两处“运送人”之后增添“或实际运送人”字样； 

㈦删去“必要时”字样； 

(c)删去“尽可能”字样。 

2 .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a)的提案，理由是在某些情况下，托运人可能会将危 

险货物直接交给实际运送人。遇到这种情形，必须要求托运人将货物的危险性通 

知实际运送人。必要时并应向实际运送人指出危险的特性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但是,本款现有案文并未规定托运人必须向实际运送人提供这种资料或指示。委 

员会普遍认为这项提案是有用的，委员会经于仔细考虑后予以通过。t 
• f 

3.有人支持删去“必要时”字样，理由是k危险货物而论，托运人总是必须 

将危险的特性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告知承揽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另一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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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在有些情况下，运送人可能已经知悉危险的特性和应采取的措施，这样托 

运人就没有指出这一点的必要，例如关于运送人以前运送过的普通炸药和危险性货 

物，他以前巳经从托运人收到过此种指示。 

4.委员会注意到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曾经提议重新草拟本款，保 

留“必要时”字样，但规定“必要时”三字只用于修饰“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一短 

语。 

5.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这三个字而按贸发会议工作小组所提议的方 

式重新草拟本款。 

6 .有人支持删去“尽可能”字样的提案，理由是对资物注上危险标记几乎永 

远是可能的。假如不可能对货物注上危险标记，司法法庭或仲裁法庭将会承认这 

种不可能，而不把不加桥己或签条认定是运送人的过错。保留这三个字将使运送人 

附加标记或签条的责任陷于不确定状态。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对于某些货 

物如散装货是不可能加标记或签条的，而“尽可能”这几个字正好顾到这些情况。 

委员会在仔细考虑后，决定删去“尽可能”字样。 

7 .委员会并决定删去第十三条第1款的头一句，而把这一句列入第2款内。 

8 .委员会通过了下面的案文： 

“第十三条.关于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则” 

“ 1.托运人对危险货物应以适当方式附加危险的标记或签条。” 

第十三条第2款 

“2.托运人对于不知悉其性质和特性而加以接管的危障货物，得视情况 

需要，随时将其起卸、•、或使其成为无害，而不需给予赔偿。运送人不 

知悉其性质或特性而运送危险货物时，托运人对由于运送此种货物而直接或间 

接引起或导致的一切损害或费用，应负赔偿责任。” 

9.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各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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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本款内两处“运送人“字样之后增添“或实际运送人”字样„ 

⑶本款第2句“特性”两字之后加添“或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字样，又本款 

内两处“性质”字样之前加添“危险”二字。 

(c)本款内两处“知悉其性质或特性”一短语都用“本条第1款规定的资料” 

一短语来替代。 

⑷删去本款 后一句中的“直接或间接”字样。 

10.有人支持上文第9段(a)所提的提案，理由是： 

(a)合乎意想的是不仅给予承揽运送人，而且还给予实际运送人以本条约第2 

款所规定的在本款第一句规定的情况下将货物起御、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的权力；又 

(切同样合乎意想的是规知悉其性质或特性而运送危险货物时， 

托运人在本条第2款第2句所订明的范围内应负赔偿责任。 

11.关于给予实际运送人以第十三条第2款第1句所描述的权力是否适当，委 

员会中普遍同意的是： 

(a)在托运人将货物直接交给实际运送人，而托运人未将第1款所要求的资料 

给予实际运g时，应当给予实际运送M项权力； 

㈦假如托运人将货物交付承揽运送人并已将第1款所要求的资料给予承揽运 

送人，但承揽运送人在将货物交给实际运送人时却未将这种资料顺次转送后者时， 

则不应当给予实际运送人这项权力。 

12.关于在实际运送人不知悉其性质和特性而承运货物的情形下，为托运人的 

利益而可能课予实际第十三条第2款所描述的责任问题，委员会中普遍同韋， 

只有在实际运送人有权将^物起御、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的同样情况下，gg托运人 

直接将货物交给实际运送人，而又未给予实际运送人以第1款所要求的资料时，才 

应课予这种责任。 , . * 

13.委员会更进一步同意，即使遇到托运人未提供第十三条第1款所要求的资 

料的情事，在下列的每一种情况下，同时排除承揽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将危险货物 



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的权力，和排除托运危险货物的托运人的责任，都是 

合理的： 

(a)假如托运人将货物移交承揽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时，此种运送人自己知悉货 

物的危险特性；及 

㈨假如货物不是由托运人移交承«送人或实际运送人而是由承揽运送人或 

实际运送人通过其他方法接管的，此种运送人在接管货物时知悉货物的危险特性。 

委员会决定重新草拟第2款，以符合这些决定。 

14.有人支持第9段b)和(c)所提的提案，理由是提议的修改将使第2款的措词 

同第1款的相应措词协调。有人说，虽然第1款责成托运人“将货物的性质通知 

运送人’必要时并应指出危险的特性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但是缺乏按照第2款 

第 1句授权运 •知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和按照第 2款第 2句使托运 

人负赔偿责任的资料，经第2款订明为运送人‘‘不知悉其性质和特性”而接管货物。 

委员会内普遍同意第1款和第2款措词的协调是合乎要求的。 

15.有人支持“直接或间接，字样的提案，理由是这几个字是不必要的，因为 

删去这些字并不会改变整句的意思。委员会在仔细考虑后决定通过这项提案。 

16.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 2.托运人将危险货物移交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时，应将货物的危险特 

性告知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必要时并告知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如果托运人 

不照此办理，而此种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又未从其《_得知货物的危险特'践则： 

“ (a)托运人对运送人或任何实际运送人由于运送这种货物而导致的一切 

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及 

"(b)运送人得视情况需要，随时将货物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 

而不需给予补偿。 

“3.任何人如在运送期间明知货物的危险特性而加以接管即不得援引本 

条第2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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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第3款 

“3.华 ^ t送人明知其性质和特性而运送的此种对船舶或货载构 

成危I时，他可视情.况•需冕用同样方式将货物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 

无害，而不需给予赔偿，但对共同海损除外。” 

I * * * 
i
 1 ：

‘ 

17.有人说本款在下列情形下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虽然托运人将本条第1 

款所要求的资料供给他交付货物的运鲜人，但运缚人在处理货物时可能还是疏忽， 

致使货物对船舶或货物构成实际着险，因此必需加以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害。 
. ？ ‘ 

在这种情况下排除运送人对托运人彳的赔偿是不公平的。s有人答复说，此种疏忽的 

运送人必须按照第五条的赔偿责任规定给予赔偿。 

18.又有人说，在将委员会对第1款和第2款通过的修改付诸实施时，应考虑1 

�
 � I . 

至!I本款的下辞情况，即托运人把年条第1款所要求的资料供给他交付货物的运送人， 

但该运送人在将货物移交第二个运送人时却未转达此项资料。假如由于未转运贫 

项^料的结果货物在第；1个运送人掌管时对船舶或赀载构成实际危险，因而第二运 

造人必须粑货物fe卸、销蛟或使其成为无害，托运人是否有权对任一运送人提起诉 

讼，那就不清楚了。！另一方面，1有人说，第一运送人将货物移交第二运送人而未 

将资料转达那将是第•考送人的疏忽，因此第一运送人应按照第五条的规定负赔偿 

责任。 

19.委员会在ff细考虑后决定参照对第1款和第2款所通过的修改，重新起草 

本款，在本款内明确规定：本款所称赔偿责任的排除，以不违反公约第五条关千赔 

偿责任的规定施行为条件，并将本款重编为第4款。 

2Q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 4 .如遇本專潘2款(b)项的规定不适用或不能加以援引的情形,而危险货 

物对生命或财产构成实际危险时，运送人可视情况，需要将货物起卸、销毁、或 

使其成为无鸯命不需给予补偿，除非运送人有分担共同海损的义务，或按照第 

五条的规定负有赔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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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远输文件 

第十四条.提单的发给 

第十四条第1款和第2款 

‘‘ 1 •承揽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接管货物时，承揽运送人经托运人请求， 

应向托运人发给提单，除其他事项外，载明第十五条所称的项目。 

“ 2.提单可由经承揽运送人授权的人员签名。由运送货物船舶船长签 

名的提单应视为已代表承揽运送人签名。” 丨 

* * * 

1 .委员会在慎思熟虑后通过了第1款和第2款的内容，但须作使这两款与委 

员会通过的其他各条的措词协调所需要的任何文字上的修改。 

2.委员会根据工作小组的建议，决定将从第十五条第1款⑶项的原案文抽取 

出来的材料列为新的第3款，即：提单上的签名“可采取手写、影印、打孔、印章、 

代号等方式，或以任何其他机械或电子方法为之”，惟需不抵触提芋发给地国家的 

法律。 

3.委员会在仔细考虑后通过了下列案文： 

‘‘第四编.运输文件 

“第十四条.提单的发给 

“ 1.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接管货物时，运送人经托运人的请求，应向托 

运人发给提单。 

“2.提单可由经运送人授权的人员签名。由运送货物船舶的船长签名 

的提单应视为代表运送人签名。 

“3 .提单上的签名可采取手写、影印、打孔、印章、代号等方式，或以 

任何其他机械或电子方法为之，惟需不抵触提单发给地国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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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提单的内容 

“第1款（引语） 

“ 1.提单除其他事项外，应载明下列各项目：” 

1.委员会在慎重考虑后，决定保留第1款引语的现有措词。 

2.委员会注意到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和本公约草案第十五条第1敖都不 

禁止用电子或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的方法来保存根据该款所需列入提单的项目一览 

表 . 

3.有一位代表对根据本款必须列入提单的项目一览表表示保留，并说提单的 

内容应听任商业惯例去决定。 

第1款样)项 

"(a)货物的一般性质、辨认货物必需的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及货物 

的重量、或用其他方法表明的数量等等托运人提供的所有这些细节；” 

4.委员会审议了保留㈨项内的要求，即运送人必须在提单中列举托运人提供 

的货物的包数、或件数和重量是否合宜的问题。 

5.有人表示，运送人应只需在提单内列明货物的包数、件数座重量。因为 

运送人常常不能适当地核对货物的重量，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得不按照第十六条笫 

1款的规定，在提单内加注保留。在提单内对货物重量加注保留可能使该提单作 

为跟单信用证用途时“不清洁”。 

6.可是有人答复说，提单所载列的货物数量和重量两者对于提单持有人和提 

供资金的银行都是重要的资料项目。又有人说，按照国际商会出版的关于跟单信 

. • � . -

用证的统一惯例和办法（一九七四年版），一项“一般不知情”条款不会使提单作 

为提供资金用途时“不清洁”。 
7 .有人说,重量是委员会拟订第六条运送人赔偿责任金钱限额的双重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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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单内强制载明货物的重量是有用的，因为有时必需依据重量来决定运送人对货 

物损失或损坏所负赔偿责任的限-。 

、： 8 .委员^
1
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1款(a)项。 

第1款切项 

；"(b)货物的外—况;” 

# * * 

9.委员会审议了宜否在(b)项末尾增加“或其包装” 一短语，以及澄清对于装 

包货物，运送人只须注明其包装的外表状况一点。 

10.委员会注意到，根据第一条第4款对“货物”所下的定义，“货物” 一词 

包括货物的包装，因此决定在㈨项内增添“或其包装学样是不必要的。 

：11.有人建^，»货物或包装的外表状况不良，⑶项只应要求加注记号，因 

为第十六条第2款规定，如提单d未注明货物的外表状况，即推定货备的外表状况 

1好。 
• . . . . . + • ' : . ‘ 

IZ委员会认为，要求提单应表明货物外表状况的巾)项应保持现有的措词。在 

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一九二四年的布鲁塞尔公约载有同样要件，在实行上并未 

发生任何问题。 

第1敦(Q)寻(g)项 

“ (c)运送人姓名和主要营业地点； 

“⑴托运人姓名； 

“ (e)托运人指定收货人时的收货人; 

"(f)运送契约规定的装货港口及运送人在装货港口接收货的日期； 

"(g)运送契约规定的御货港口；” 

« * * 

13.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1款⑴、⑴、（e)、『)、（g)各项的原有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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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h)项 

“(H)提单原本的份数；“ 

* * * 

14.委员会决定保留⑴项，但阐明只有在提单原本超过一份时，才应在提单内 

提及其份数。 

15.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h)提单原本如超过一份，应列明其份数；” 

第1款(U项 

"(1)提单发给地点；” 

* * * 

16.委员M细考虑后，决定保留(i颅的现有措词。 

第1款U)项 

“⑴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执行职务者的签名；签名可采取手写、影印、 

打孔、印章、代号方式，或以任何其他机械或电子方法为之，但须为发给提单 

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所准许;” 

* * * 

17.委员会注意到，若干国家尚未颁布关于用机械或电子方法签署文件的立法 

或司法,告。因此它决定保留⑶项的实质，但为了阐明 后一语的意义，将其措 

词改为•…•…惟需不抵触提单发给地国家的法律。”委员会又决定把说明许可的 

签名方式的字句列为第十四条的新第3款。 

18.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⑴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执行职务者的签名；” 

第1款扭)项和CL)项 

“体）收货人应付的运费金额或由收货人支付运费的其他指示；及 

“a)第二十三条第3款所指的声明。’’ 



19.委员M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1款扭)项和CU项的现有措词。 

20.有一位代表保留他对第1款的立场。 

审议对第十五条第1款的应列项目一览表提议增加的项目  

(a)在舱面载运货物 

21.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适于要求凡遇授权运送人在舱面载运货物时，提单应载 

有适当的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为了经济和财政上的理由，知道货物将放 

在舱面运送，对托运人和收货人都极重要。 

22.有人说在运送人接管货物时，特别是假如货物装入集装箱可以放在舱面也 

可以放在舱内运送时，他也许还不知道货物是否放在舱面运送。 

23.委员叙人为，授权运送人把货物放在舱面运送时，应该在提单上附加适当 

注释，因此决定照这样修正第1款。 

24委员会通过下面的新㈣项： 

“㈨适用时货物应该或可以装载在舱面运送的声明。” 

⑴用集装箱载运货物 

2 5.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议，即第十五条第1款应要求如货物将用集装箱装载 

运送,提单中应载有此种指示。 

2 6.委员会没有保留这项提议，理由是根据第一条第4款内“货物”的定义， 

很明显的，“货物” 一词也包括将货物归并的集装箱或类似的载货物件。 

第 2款 

“ 2.货物装船后，如托运人要求，运送人应向托运人发给“装船”提单， 

该提单除载列根据本条第1款所需载列的项目外，并应说明货物巳装上指定的 

船舶及装载日期。如运送人先前已向托运人发给关于这些货物的提单或其他 

权利文件，托运人经运送人请求，应将此种文件交还，换取“装船"提单。运 

送满足托运从给“装船”提单的^求，可将先前发给的任何文件修改， 

惟修改后的文件需列入“装船”提单所需载有的全部资料。 
1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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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2款的现有措词。 

第 3款 

“3.提单如漏载本条所称项目之一项或多项，应不影响提单的效力。” 

28.委员会从下面三个问题的角度审议了第3款： 

⑷第3款应否删去的问题； 

㈦宜否从第十五条第1款所要求的项目中挑选出那些使运输文件被认为是提 

单所必须具备的项目的问题； 

(c)对漏列根据第十五条第1款所须具备的项目的一项或多项的制裁问题。 

29。有人支持删去第3款，说，以某项特定运输文件作为提单的法律效力，应 

听任适用的国内法去决定。而且，某项运输文件在经济上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是 

一个国际商业惯例问题。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3款的实质，理由是它 

符合一种有用的目的，即阐明提单并不单独因为它未载有根据第十五条第1款所须 

列入的全部项目而一定失去其作为提单的效力。 

30.委员会审议了在根据第十五条第1款所需列入的项目中，宜否鉴定哪些项 

目是要一个文件被看作是提单所必须列入该文件的问题。回顾这个问题曾在国际 

贸易法委会国际航运立法工作小组内经过冗长的讨论,该工作小组因为对于哪些项 

目必须列入提单未能达成共同意而后通过了第3款的现有措词。委员会仔细考虑 

后，决定不在第3款里明确规定哪些是必须列入的项目。 

31.委员会决定在第3款内增加一项规定，以糊明提单中漏列一项或多项应列 

入的项目时，假定该文件在项目方面属于公约草案第一条第6款为“提单” 一词所 

制定的定义的范围之内，便不影响提单的效力。 

32。委员会审议了对提单漏列一项或多项应列入的项目以取消第六条所规定的 

对运送人赔偿责任的限制作为制裁的提案。委员会没有通过这项提案，理由是这 

种制裁太苛刻，对有些也许可以漏列的项目不加区分，而且无论如何，这项提案与 

第六条和第八条确立的限定运送人赔偿责任的制度大相迳庭。 



33.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 3.提单如漏载本条所称项目之一项或多项应不影响i顼文件作为提单的 

合法性，但仍须符合第一条第6款所载列的要件。”… 

“第十六条提单：保留和作为证据的效力 

第十六条第1款 

‘‘ 1.如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知悉或有适当理由怀疑 

提单所载关于货物一般性质、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重量或数量的细节并不 

正确代表实际接收的货物，或遇已发给“装船，提单时，已装载的货物,或他 

缺乏适当的方法来核对这些细节，运送人或此种其他人员应特别注明这些理由 

或不正确情形，或缺乏适当的核对方法。”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面两点： 

(a)宜否保留运送人在提单上"特别注明”知道或怀疑提单上某些项目未能 

正确描述货物的理由，或缺乏核对这些项目的适当方法的要件的问题；及 

⑶“适当的核对方法”是否需要运送人打 密封的集装箱核对其中所集装 

货物的细节的问题。 \ 

2 .有人提议，第十六条第1款内运送人在提单上“‘特别注明”知道或怀疑提 

单上某些项目未能正确描述f物的理由或缺乏核对这些项目的适当方法的要件，应 

改为规定运送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提单上注明提出保留，而无须说明提出保留所 

根据的理由。根据一项类似的提议，运M可在辑单上注明提出保留，而在另一 

个文件中详细说明理由。他们提出了下列各项理由来支持上述修正第1款的提案: 

(a)要求在提单上“特别注明”提出保留的理由违反现行惯例，加重运送人 

的负担，并将使装船程序大为缓慢； §
 s 

{b)接管货物的运送人受雇人和代理人既缺乏时间也缺乏必要的专门知识来 



以法律上充分的方式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 

(C)要求在提单上详细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将导致繁频的争讼。 

3.但是有人答复说，基于下列理由，第1款中关于要使保留具有法律效力, 

提单必须确切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的要件应予保留：… 

⑷第1款的现有案文旨在保护收货人和其他第三方,以免提单上常常注上 

提单所列项目不能适当核对的没有根据的保留。 

(均这项要求实际上可由在提单上加盖印章简单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来满足; 

(e)这项要求由于确保货物得到正确描述而足终保障提单的商业价俥 

4.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1款的规定，该项规定要求为使提出保留 

具有法律效力,提单不仅必须提及保留而且还要说明提出特定保留的理由。 

5.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议,即第1款应明白规定，虽然发给提单的运送人有 

权在提单上记入该款所认可的保留，但运送人则并没有‘任一定要记入这种保留。 

委员会注意到，按照第十六条第3款来看，不管第1款规定运送人“应”或“可” 

特别注明其保留，都没有多大实际重要性，因为第3款规定，对于诚意行事的第三 

方，运送人受到提单上对货物所作描述的拘束，只能信赖该条第1款所准许，而运 

送人事实上已经适当地记入提单的保留。委员会决走保留第1款中运送人“应” 

特别注明保留的要件，以强调运送人必须在提单上记入第十六条第1款所认可的一 

切保留。 

6.委员会审议了宜否在第1款内增加一项规定，阐‘明“适当的核对方法”并丨 

不要求打 密封的集装箱。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在第1款内增加这项规定, 

理由是现有案文仅仅规定适当的核对方法，已足够顾到密封的集装箱的特殊情形， 

如在第1款内明确提及密封的集装箱的情形，而不提其他情形,例如经常发生的货 

物重量不能在适当时间内核对的情形，可能反会引起反面的论据。 

7.不过，委员会指出，“适当的核对方法”并不要求打 密封的集装箱，以 

便核对其中货物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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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1  

“第十六条.提单、保留和作为证据的效力 卜丨 

“1.如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知悉或有适当缠由怀疑 

提单所载关于货物一般性质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重i或数量的项目并不正 

确代表实际接收的货物，或遇已发给“已装运”提单时，已装载的货物，或他 

缺乏适当的方法来核对这些项目，运送人或此种其他人员应在提单内记入一项 

保留，详细说明不正确的情形、怀疑的理由、或适当的核^•方法。” 

第十六条第2款 

“ 2.运送人或权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未在提单上注明货物的外 

表状况时，视为他在提单上注明货物外表状况完好。” 

* * # 

9.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2款的现有措词。 

第十六条第3款 

“除 对根据本条第1款准许提出保留的细节，在提出保留的限度内以 

外： 

"(a)提单应为运送人接管提单所述货物的表面证据，如发给“巳装运” 

提单时，则为运送人装运提单所描述偕物的表面证据。 

"(b)若提单巳转让真诚信赖提单对货物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 

货人时，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明不得接受。” 

« « * 

10.委员会审议了一项认为㈦项内的“包括任何收货人”字样没有必要，应予 

删去的建议。但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一短语，.理由是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于收货 

人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提单的第三受让人，未免令人发生疑问。 



11.委员会考虑了宜否第3款(b)项内增加一项规定，限定运送人在何种情况下 

才能依仗他因基于合理理由怀疑提单内所载某项目的正确性而在提单上加注的保留 

的问题。有人提议，运送人如果利用现有的、适当的核对方法能够确定所指项目确 

实不正确时，即不应允许他依仗此种保留。有人说这项规定的目的是在确保运送 

人总是使用现有的、适当的方法来核对货物，从而给予真诚信赖提单内^•货物的描述 

的第三方以保护。 

12.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上述提案，理由是第1款已经要求运送人 

必须使用可供他使用的一切适当的核对方法，假如他使用了适当的核对货物方法， 

第三方将很难证明运送人所“应当知道的”事。 

13.委员会决定保留第3款的现有措词。 

第十六条第4款 

“未按第十五条第1款(k)项规定载明运费，以其他方式指示运费由收货人 

支付的提单，应为收货人无需支付运费的表面证据,但提单巳转让真诚信赖 

提单上未载有任何此种指示而行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时，运送人所提 

出与此相反的证明不得接受。” 

# * # 

14.委员会审议了阐明提单未指示在支付货物时由收货人支付运费的法律后果 

的第4款是否应予保留旳问题。 

15.有人认为第4款应予删去，因为海上运送货物契约通常都规定须待完成货 

物运送作业后方才支付运费或部分运费。按照另一种意见，第4款应予保留，理 

由是它对收货人或其他第三方给予必要的保护，即在提单未指示由他们支付运费时, 

不得强迫他们支付。 

16.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同意保留第十六条第4款的实质。 

17.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主张扩大第4款的范围，把提单未指示在装货港口发生 

的滞期费由收货人支付的法律后果也包括在内的提议。有人说滞期费与运费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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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只有在提单载明这一点时收货人才负有支付滞期费的责任。 

18.按照另一种意见，第4款不应扩大范围把滞期费也包括在内，因为对该款 

作这样的修改将导致延迟发给提单，即运送人要等到确定在装货港口是否发生滞期 

费之后才发给提单。 

19.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扩大第4款的范围，使其包括提单未注明运费或 

滞期费由收货人支付的法律后果。 

20.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4.未按第十五条第1款⑶项规定载明运费，或以其他方式指示运费由 

收货人支付，亦未载明在装货港口发生的滞期费由收货人支付的提单，应为收 

货人无需支付运费或滞期费的表面证据。但提单已转让真诚信赖提单上未载 

有任何此种指示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时，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明 

不得接受。” ‘ 

“第十七条.托运人的保证 

第十七条第1款 

“1.托运人应视为巳向运送人保证他所提供列入提单的有关货物一般性 

质、标记、件数、重量和数量的细f正确不误。托运人应赔偿运送人，因为 

这些细节不正确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费用。托运人即使已将提单转让，仍 

应负赔偿责任。运送人获得此种赔偿的权利绝不减少他根据运送契约对托运 

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负的赔偿责任。” 

* * * 

1.委员会通过了本条的案、但对它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改，使其与其他各条 

采用的措词协调。 ‘ 

2。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第十七条.托运人的保证 



“1.托运人应视为已向运送人保证他所提供列入提单的有关货物一般性 

质、标记、件数、重量和数量等细节正确不误。托运人应赔偿运送人因为这 

些细节不正确而引起的一切损失。托运人即使已将提单转让，仍应负赔偿责 

任。运送人获得此种赔偿的杈利绝不减少他根据运送契约对托运人以外的任 

何人所负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第、3、4款 

“2.托运人承担赔偿运送人因后者或代表其执行职务者未就运送人所提 

供列入提单的细节或货物外表状况提出保留而发给提单所引起的损失、损坏或 

费用的保证书或协定，此种保证书或合约对于受让提单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 、/ 

货人在内，不生效力。 

3。身非运送人或代 i其执行职务者略去本条第 2款系意图欺 • • P 」 

赖提单内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此种保玻书&协定应… 

对托运人有效。在后项情形下，如所略去的保留关涉托运人所提出供列入提 

单的细节，运送人即无权依本条第1款要求托运人给予赔偿。 

4.在本条第3款所称意图的情况下，运送人不得享有本公约规定的限制 

赔偿责任的利益而应对信赖所发提单对；^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收货人所 , 

遭受的损失、损坏或费用负赔偿责任。 

* * * 

3•委员会审议了将第2、3、4款删去的提议。 

4。支持删去这三款的理由如下： 

⑷如保留这几款，将导致增加运送人发释的不清洁提单的数目。根据 

现行法律，如果货物与托运人所提供的有关货物的细节稍有差异，运送人可信赖托 

运人发给的保证书而在提单上略去保留。但假如对保证书的效力产生了疑问时，-

则运送人一定会记入保留。如此则银行将不接受提单作为跟单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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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运送人发给清洁提单作为托运人发给保证书的交换始终是托运人为着 

本身的利益而发动的一项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发给清洁提单构成诈欺时，对诈欺 

担负主要责任和从而获益的一方是托运人。但因诈欺而使保证书成为无效时，则 

托运人将比运送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c)公约如试图管制托运人与运送人就运送人发给清洁提单所作的安排将 

是超越了它的正当的范围。此种安徘总是受制于适用的国内法，由它来控制其可 

能产生的弊端.。在这方面，有人指出,,若干国内法确实对此种安排加以管制。 

(d)公约草案第十七条第2、3、4款将是对一项可能发生弊端的惯例给予 

某种程度的国际承认，且将与目前制止可能发生的弊端的国内法的规定相抵触。 

5.支持保留这三款的理由如下： 

(a)第2款的规定只是在运送人意图借略去保留而欺骗第三方时，方使依 

赖保证书而发给的清提单成为无效。各项规定在其与现行法律和惯例相抵触的有 

限范围内，是合乎要求的。 

(b)有些国内法巳经设有与第2、3、4款所载的规定相类似的规定。此 

种规定并未产生运送人频频发给不清洁提单的结果，因此有人所表示恐惧这三款的 

规定将导致发给不清洁提单的数目增多的结果是没有根据的。 

(c)公约草案的其他条款巳经管制着托运人与运送人的关系。因此怀抱 

管制托运人与运送人间关于发给提单的安排是超越公约草案的范围的看法是没有充 

分理由的。 

(d)听任这个问题由适用的国内法去管制，并不能解决常常遭遇的究竟哪 

一个国内法才适用的困难，而且各国法律的规定似乎彼此分歧，因此宜乎通过本公 

约的规定来加以统一。 

6.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这三款。n 

n支持删去这三款的代表团在委员会里构成了相当大的少数。日本代表团和若 

干其他代表团保留其对第十七条第2、3、4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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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 2.托运人承担赔偿运送人因后者或代表其执行职务者未就托运人所提 

供列入提单的细节或货物外表状况提出保留而发给提单所引起的损失的保证书 

或合约，对于受让提单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在内，不发生效力. 

“ 3.除非运送人或代表其执行职务者略去本条第2款所称的保留系意图 

欺骗f赖提单内对货物的描迷的第三方，包括任何收货人在内，此种保证书或 

协定应对托运人有效。：在后项情形下，如所略去的保留关涉托运人所提出丧 

列入提单的细节,运送人即无权依本条第1款要求托运人给予赔偿。 

“4. >在本条第3款所称的意图欺骗的情况下，运送人不得享有本公约规 

定^ 的限制赔偿责任的利益而应对基于信赖所发提单对货物描述的第三方包括收 

货人所遭受的任何叙失，负劇尝责任。” 

1 第十八条.提单以外的文件 ! 

“运送/发给提单以外的文件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时,此种文件应为运送人 
i 

接管其中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各项提案： 

⑷本条现有案文应以下文代替： 

“运送人发给提单以外的文件作为运送契约和收到或接受货物的证明时. 

此种文件应为运送人接管其中所描述的货物的表证据。” 

(b)本条现有案文应以下文代替： 

“运送人应托运人之请,发给提单以外的文件时，此种文件应为运送人接 

管其中所描述的货物的表面证据。” 

(c)本条应由管制关于提单ik外文件的下列问题的规定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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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运送人在目的地港口交货的责任； 

㈡托运人保留其在货物未到达目的地港口前处置货物的权利； 

曰文件中提及管理货物运送的其他条件的效力。 

2。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⑷所载的提案s理由是订立运送契约常常发生在运送 

人接管为该契约主体的货物之前。因此发给提单以外的文件来作为运送契约的证 

明不应当象本条所规定的，被看作是接管该文件所描述的货物的证据，另一方面, 

提议的案文则似乎运送人发给一项文件来同时证明运送契约和收到或接受货物时使 

该文件成为运送人接管该文件所描述的货物的表面证据。 

.3.有人支持保留现有案文，理由是在很多情形下，订立契约和运送人接管货 

物都是同时发生的。如果运送人在发给证明契约的文件时尚未接管货物，按现有 

案文，运送人可以证明事实上他并未接管该文件所描述的货物，因为现有案文只是 

造成了一个可以受到反驳的推定。而且，提议的案文把证明收到或接受货物的文 

件看作是接管其中所描述的货物的表面证据。因为收到或接受等于接管，假定文 

件本身巳证明收到或接受，就没有造成接管的推定的必要。 

4.关于上文第1段㈦所载的提案，有人注意到提议的案文把接管的推定的运 

用限于证明运送契约的文件是“应托运人之请”而发给的情形。委员会普遍同意 

这种限制是要不得的，因为运送人往往不经托运人的请求而发给此种文件。 

50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⑷所载的提案，理由是用提单以外的文件证明海上运 

送契约的情事越来越多，在公约草案内对运送人和托运人在这种文件下的主要权利 

和义务的管制是合乎要求的。反对这项提案者的理由是，充分管制这种权利和义 

务需要详细的规定，而这种详细的规定超越了公约的正当范围。 1 

6。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第1段所载的各项提案，而保留本条的现 

有案文. 



“第五编.要求权和诉讼 

第十九条.损失、损坏或延迟的通知 

第十九条第1款 

“1.除非收货人在不迟于货物移交收货人的时间给予运送人,以损失或损 

坏的书面通知,谁田说明此种损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此种货物的移交应为运送人 

有运输文件并交付运输文件所描述的货物的if证据。” 

« « 并 
I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各项提案： 

(a)删去“详细说明”字样而以“或"字代替。 

t (b)丨在本款内两处“收货人”1字样之后增添“或其他经授权收受货物的人” 

字样。 

⑷“运送人”字#之后增添“或其受雇人^代理人”字样。 

(d);在“^种货物的移交”之前增添“如通知系以口头方式给予，则除非 

在口头通知后q十四小时之内给予运送人书面证实”字样。 

(e)删去“书面”两字。 

2.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⑷所述的提案说，列入“详细说明”等字使收货人除 

给予损失或损坏通知外，还有详细说明损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的.义务。因为这项 

；^对收货人课予了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宁可删去“详细说明”等字，而使给 

予这种详细说明变成非强制性的。不过委员会普遍同意，详细说明损失或损坏的 

一般性质，对收货人并不是过于沉重的•担，而且给予运送人以可能向其提出的要 

求杈的性质的通知是必要的。委员会仔细考虑后，未采用这项提茱。 

! 3.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b)所述的提案说，收货人常常通过经其授杈代表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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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货物的人收受货物的交付。因此宜乎授权此种其他人在收受货物时给予损失或 

损坏的通知。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提议增加的规定将会导致一项要求，即 

为了避免本款第二部分产生的推定的运用，授权收受货物者必须在不迟于他收受货 

物的时间给予通知。这项睪求对收货人将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很多情形下，只有 

收货人本身才能察觉损失或损坏，并详细说明其一般性质。又有人说，因为按照 

第四条第3款，“收货人”包括其受雇人、代理人、或依照收货人指示行事的其 

他人员，提议增加的规定是不必要的。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4 .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㈧所述的提案说，如果收货人获得授权通知运送人或 

‘受雇人或代理人，对他是有利的。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假如通知可给予 
I 

运送人的任何受雇人或代理人 1这对运送人将造成很大的实际困难。在这方面， 

据指出适用的法律和惯例可以指定通过某几类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给予运送人的通知 

方为有效《 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5.有人支持上文第1段⑷所述的提案说，虽然为了求确定， 好是即刻给予 

损未或损坏的书面通知，但假如规定收货人须立即给予损失或损坏的口头通知，则 

在货物移交收货人后二十四小时之内由他给予书面通知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反 

对这项提案，理由是要求立即给予口头通知将导致不确定和争讼，因为徉往是，收i 

.货人声称已t立即给予损失或损坏的口头通知，而运送人则否认接到这种通知。 

有人指出第十九条第1款并不是一项时限规定，而只是对货物交付时的外表状况列 

入一项可以受到反驳的推定。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6 .有人支持删去“书面” 二字的提案,理由是收货人一定要等到货物移交给他 

以后才可以看出货物是否遭受到了损失或损坏。因此收货人很难如本款所要求的， 

在不迟于货物移交收货人的时间给予损失或损坏的书面通知，详细说明拫失或损坏 

的一般性质。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书面通知是已给予通知和所通知的损失 

或损坏的一般性质的明确证据。另一方面，给予口头通知的事实和此项通知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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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则都容易引起争论。在讨论上述提案时，有人建议，现有案文和提议的修改所 

引起的上述困难或可由保留通知应以书面方式给予的要求，但同时准许收货人至迟 

在货物移交收货人后二十四小时之内给予此项通知而获得解决。委员会决定采用 

这项建议，并照这样修改本款案文。
6 

7.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 ‘ • ( . 

“第五编 .要求权和诉磁 

“第十九条.损失、损坏或延迟的通知 

“ 1 .除非收货人至迟于货物移交收货人的第二日给予运送人以损失或 

掼坏的书面通知，f细说明此种损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此种货物的移交应为 

4送人交付运输爻^所描述的货物纟或于未发给此种文件时完好无损地交付货 

‘物 5的表面证据。I 

第十九条第2激 

“2.遇损失或损坏不显著时，必须在交货完成后十天之内给予书面通知， 

交货当天除外。’’ 

* * * 

8.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将本款内规定的十天期限延长至十五天，理由 

是遇到损失或损坏不显著的情形，要i十天的期限内给予通知可能不够。另一方 

面，有人则表示十天时间巳经足够。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将本款内十天的期 

限改为十五天。 

0曰本代表保留他对第十九条第1款的立场，并坚持他宁愿选择上文第1段⑷内 

所述的该款的拟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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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并决定将本款内使用的“交货完成”字样和第十九条第1款和第5 

款内所用的“移交”字样划一。 

10.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2.遇损失或损坏不显著时，如在货物移交收货人之日后连肆十五日肉 

未给予书面通知，则本条第1项的规定应相应地适用。” 

第十九条第3款 

“3.如货物的状况曾于其交付收货人时由各方联合进行调查或检验，即 

不需给予书面通知。’’ 

11.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而加以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因而 

通过了下列案文： 

“ 3.如货物的状况曾于其移交收货人时由各方联M行调查或检验，则 

无需；！^此种调查i或检验时所查明的损失或损坏给予书面通知。” 

第十九条第4款 

“4.遇有发生任何实际损失或损坏或担心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坏时，运送 

人和收货人应给予彼此以检验和清点货物的一切适当的便利。” 

* * * 

12.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的现有措词。 

第十九条第5款 

“ 5.除非在货物移交收货人之日起连续二十一日内给予运送人书面通知， 

运送人不需对延迟交货付给赔偿。，， 
. i 5 

* * * 

13 .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主张在本款第一行“移交收货人”之后增添“或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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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2款交付”字样的提案。支持这项提案的人指出，按照第四条第2款，运送 

人不仅在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接管后即不再对货物负责（第四条第2款(a)项），而且 

在按第四条第2款㈦项或第四条第2款㈧项所指定的方• 寸后 t t H f .因此，给 

予通知的二十一天期限应从按照第四条第2款所明确规定的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交货之日起算,方为适当。反对这项提案的理由是，只有收货人在货物移交给他 

后才能够决定交货有没有延迟，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14.委员会接受在“二十一日”之前增添“连续”两字的提案，因而通过了下 

列案文： 

“ 5 .除非在货物移交收货人之日起连续二十一日内向给予运送人书面 

通知，运送人不需对延迟交货付给赔偿。” 

第十九条第6款 

“6.货物如系由实际运送人交付，根据本条给予实际运送人的任何通知 

与给予承揽运送人具有同等效力。” 
I • • -

* « * 

15.委员会审议了主张修改本款，增列下列规定的一项提案；根据笫十九条给 

予承揽运¥人的通知与给予交付货物的实际运送人具有同等效力。委员会仔细考 

虑后，采纳了这项提案。 

16.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6.货物如系由实际运送人交付，根据本条给予实际运送人的任何通知 

与给予运送人具有同等效力，同时给予运送人的任何通知亦与给予此种实际运 

送人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条.诉讼的时限  

.第二十条第1款（引语) 

“ 1 •除非在〔一年〕〔两年〕之内发动法律或仲裁程序，运送人应即免 

,除有关根据本公约的运送的一切责任：” 
‘ I 

# * * , 

1 •委员会对笫1款引语的审议^中在下面两个问题： 

(a)本条规定的时效期间的长度；及 

(b)本条对所包括的诉讼的类型和要求权人的适宜范围。 
‘ I 

2.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本条所规定的时效期间应为两年。 

3.关于第二十条的适宜范围，有人提议应将本条范围扩大使其包括有关本公 

约下的运送的一切要求赔偿的诉讼，不仅包括托运人或收货人对运送人所提的诉讼1 

而且也包括这送人对托运人1或牧货人所提的诉讼。有人指出，本公约下所卩起的 

一切诉讼都应适用同样的时效期间，并且例如根据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就&见到 

运送人可能会对托运人提起诉讼。 

4.根据另外一种意见，第二十条的范围应以为了货物的损失或损坏对运送人 

所提诉讼为限，至于根据本公约所包括的运送契约而引起的其他类型诉讼的时效期 

间,则应听任适用的国内法去决定。 

5 .委员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后，决定处理公约草案下的时效期间的第二十条应 

适甩于有关本公约草案下的运送的一切要求赔偿的诉讼，包括运送人对托运人或收 

货人所提起的诉讼在内。 

6.委员会同意第1款的引语应自成一款,规定本公约草案下的时效期间，而 

现有第1款的仏於)两项应成为第2款，处理时效期间进行的 始。有人指出一九 



七四年雅典公约第十六条也采取了类似的安排。 

7.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作为本条第1款： 
I • 

“第二十条 

“ 1 .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任何〔要求赔偿的〕’诉讼如不在两年 

期内发动法律或仲裁程序即失去时效。 

第二十条第1款(a)项和㈦项 

“㈣在货物遭受部分损失或损坏或延迟到达时，自运送人交付契约所述 

货物任何部分之 后一日起； 

“(b)在所有其他情形下，自运送人接管货物后第九十日起，如未接管货 

物，则自契约订立之日起。” 

* * # 

8.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㈣项的实质，而阐明其在按照本公约草案所 

包括的运送契约连续地、部分地交付货物的情形下的适用办法。有人指出㈣项旨 

在规定由于按照运送契约货物的全部或部分交付受到影响的情况所引起的一切诉讼 

的时效期间。 

9 .委员会同意㈦项确定了由于会未按运送契约交付货物的情况所引起的一切 

诉讼的时效期间.不过有人提出下列提案要修改㈨项的规定： 

㈠阐明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可自托运人接管货物; 

㈡规定假如运送人未接管货勑，则时效期间自“托运人按照运送契约可 

要求运送人接管货物的 后一日之次日 始”； 

1工作小组建议将这几个字删去。 



㈢规定(b)项所包括的一切诉讼，即不论运送人是否接管货物，时效期间自 

“货物应交付之 后一日 始.”。， 

10.委员会普遍同意㈦项的规定，即在某些情况下，时效期间的 始要看“订 

立契约的时间”而定，是不妥当的，因为运送契约订立的时间同运送契约的履行和 

很据契约可能产生的要求权的时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11.委员会审议了运送人经过一段长久的期间没有交付货物，但因为他采取了 

一切合理的步骤履行交货,所以并不引起第五条第2款下“延迟交货”的赔偿责任 

的情形，例如苏伊士运河关闭期间，船舶在运河内搁浅数年的情形。有人指出， 

按照(切项的现有措词，和上文第9段所提修改(b)项的前两个提案，在这种情形下， 

收货人将被迫依据第五条第3款将货物视为已损失而要求赔偿全部损失，即使收货 

人明知货物并未损失，也不属于易于褥坏的一类.不然的话，如果收货人不要 

求赔偿全部损失，而两年后货物在损坏的情况下交付给他那时他要提出赔偿要‘都 

将为时效所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议(均项应规定：对属于该项范围内 

的诉讼，其时效期间应“自货物应当支付之 后一曰 始”。( • ？ 

12.有人答复说，第五％第3款准许在未交货经60天后将货物视为已损失， 

以及第二十条规定的两年时效期间这两项规定，已足够保护要求权人. 

13.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b)项在实质上应说明对(b)项适用的诉讼,其时效 

期间应“自货物应当交付之 后一日 始”。 

‘ ； ‘ 1 ‘ 

对第1款提议的增加规定 ...1 

14.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宜乎增加一项特别规定，专门处理在公约下对托运人或 

收货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应从何时 始的问题的提议。有人建议对托运人或收货 

人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应自“预定交货之日” 始。 
- . ‘ 

15.有人答复说，这项特别规定是不必要的，因为⑷项和㈨项的一般规则已经 



为对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要求权适用的时效期间规定了一个适当的起点。又有人说， 

提议的“预定交货日期“一语含糊不明，而且并非所有的运送契约都明白规定“预 

定交货;曰期”。 

16.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对本条增加关于在公约下对托运人或收货人提 

二起诉讼的时效期间 始的特别规则。 

17.委员会将(a)(b)两项的实质并入一款而通过下列案文作为本条第2款： 、 

't 2.时飮期间于运送人交付货物或部,1物之曰 始，如货物未交付J 

则自货物应当支付之 后一日 始。 广 

第二十条第2款 

“2.时效期间 始之日应不算入此种期间内。” 

* * * ^ 

18 .委员会审议了修改本款措词使符合《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间公约》第二十 

八条措词的提议，但未予保留。、委员会同意没有必要把关于计算时效期间的复杂 

规定引入公约草案内。 ‘ 

19.委员会保留了本款案文，但将它重新编列为第3款。 

第二十条第3款 

“ 3.时效期间可于诉讼原因产生后，由运送人声明：或当事各方协议予 

以延长。声明或协议须用书面方式作成。” 

• # * 
‘ • 

20.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 

21 .不过委员会同意，本款应考虑到包括有关本公约下的运送的一切要求赔偿丨 

的诉讼的第二十条的扩大后的范围，和《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间公约》第二十二条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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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的措词，重新草拟其案文。 

22.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作为本条第4款。 

“4.被提出要求权人可于时效期间进行中随时向要求权人提出书面声明， 

将此种期间延长。此项声明并可予以更新。” 

第二十条第4款 

“4 .本条笫1款、第2款和第3款应相应地适用于实际运送人的任何赔 

偿责任，及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的任何赔偿责任。” 

^ * * 

23.委员会仔细考虑后，鉴于第二十条的范围巳经扩大,认为第4款没有必要, 

决定将它删去• 

第二十条第5款 

“5.在以上各款规定的时效期间届满后，仍可对第三人提起要求赔偿的 

诉讼，唯此项诉讼必须在处理该案的法院的法律准许的限期内提起。但准许 

的限期不得少于九十日，自提起此项要求赔偿诉讼者已解决索偿要求或对其本 

人所提诉讼的传票送达之日 始.，’ 

* * * 

24.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5款的实质，但将参照范围扩大了的第二 

十条和其他国际协定与本款的规定之间可能发生的抵触，来重新审查它的措词。 

25 •委员会通过下列案文： 

“ 5.在以上各款规定的时效期间届满后，仍可对认为有赔偿责任者提起 

要求赔偿的诉讼；唯此项诉讼必须在发动诉讼地国家法律准许的限期内提起。 

但准许的限期不得少于九十日，自提起此项要求赔偿诉讼者已解决索偿要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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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本人/i提诉讼的传票送达之日起算。” 

对第二十条提议增加的规定 ! 

26.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宜乎对第二十条增加一项规定，即以不违反本条的规定 

为限，诉讼地法将管制遇有诈欺或不可抗力情事时时效期间的延长、时效期间进行 

的中断、和时效期间的计算• 

27 .有人说提议增加的一款旨在限制利用提起诉讼地的管辖法律来延长第二十 

条规定的两年时效期间的情形， , 

28.委员会仔细考虑岩，决定不列入提议增加的一款，因为各国法律制度对时 

效期间的延长、中断和停止的理由，差别很大。又有人指出在若干国家法律制度 

内，要求权的时效•（时限）被看作是实体法的一部分，而非程序法的一部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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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管辖 

“1.为进行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法律程序，原告可自由选择在下列处所、 

港口或地点位于其领土内的締约国提起诉讼： 

“(a)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b)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该契约即 

系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c)装货港；或 

“⑴卸货港；或 

“(e)运送契约中指定的地点。 

“2. (a)尽管有本条上列各项规定,仍可在締约国内，依该国适用的法律运 

•舶可能被合法扣留的任何港口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在这种情形下，经被告声请时， 

要求权人必须将诉讼移往他选择的本条第1款所指的管辖法院之一为要求权的裁定， 

伹在转移诉讼前，被告必须提供足够的保证金，以确保在诉讼中以后可能判给要求 

杈人的任何金额的偿付。 

“⑶一切有关保证金是否足够的问题应由扣留地的法院裁定。 

“ 3。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法律程序不得在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未明确规 

定的地点提起。上述规定不妨碍締约国对临时或保护措施的管辖权。 

“ 4 . (a)如已在按本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此 

种法院已宣告判决，同一当事各方即不得基于同一理由提起新诉讼，除非受理第一 

次诉讼法院的判决在提起新诉讼的国家不能执行； 

“⑶就适用本条而言，为取得执行判决而采取措施不得视为为提起新诉讼； 

“(c)就适用本条而言，将诉讼移往同一国家的另一法院不得视为提起新诉讼。 

“5.尽管有前面各款的规定，当事各方在运送契约下的要求权发生后所订立 

的指定要求权人可提起诉讼的地点的协定应属有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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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整条 

1.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主张将整条删去的提案。 

2.支持删去本条者的理由如下： 

(a)本条第1款给予原告以在若干管辖法院中任选其一提起诉讼的权利。虽然 

这项权利是给予任何原告，不论其为托运人或运送人，但实际上为企图执行公约所 

授予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却是托运人。因此这种利益是给予了托运人而没有给予 

运送人，造成了公约的不平衡。 

(b)大多数国内法制度授权原告可在第1款(a)项、第1款⑶项、第1款⑷项和 

第1款(e)项所明确规定的任一地点_诉讼。因此，不需在公约中明文规定给予 

原告此种权利。 ‘ 

(c)有若干管辖法院可供原告提起诉讼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给运送人造成困难。 

例如属于不同托运人的般货在一次事故中遭受损害时，每个船货的所有人可能在不 

同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⑷即使在当事各方先前约定一个专属的管辖法院的情形下，仍然给予原告以 

在本款明确规定的若干管辖法院任择其一提起诉讼的权利。这背离了当事各方, 

所订立的协定应受到他们本身的尊重这项普遍接受的原则。 

(e)本条并未统一对原告有管辖权的法院的规则，因为它给予原告以在若干管 

辖法院中的任何一个提起诉讼的权利。 

(f>本条并不是为保护托运人的目的所必要，因为运送人实际上并不强迫托运 

人接受只对运送人方便的法庭以专属管辖权的条款。 

3.支持保留本条者的理由如下： 

(a)提单和作为海洋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常常是具有附着力的契约，因 

为运送人处于较优的讲价地位，使托运人不得不予以接受。这些文件中往往载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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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诉讼授予只对运送人方便的法庭以专辱管辖权的条款。因为 

托运人实际上很难在这样一个法庭提起诉讼，所以这些条款实有保护运送人彳吏他不 

可能受到控诉的作用。因此第二十一条乃是为了确保托运人t以在对他方便的法庭 

提起诉讼所必要。 

(b)本条的规定同时保护原告和被告的利益，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折衷：在第1、 

2款下，提供了一个方便琿告的法庭；而对被告则由于第2款的关系，不得在第1、 

2两款明确规定的法庭以外的法庭提起诉讼。 

(c)第1款的规定并不是不平衡，因为它使任何原告无论运送人或托运人，都 

可以在若干法庭中选择其一。 

4.在审议期间，还有人提议将本条修改，规定只有在当事各方事先未约定专 

属管帮法院时，原告才可以在第1款所明确规定的若干管辖法院中任择其一。 

5.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条。 

第二十一条第1款 

6.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将本款的引语修改，规定在締约国提起诉讼时，该国境内可以向其提起诉 

讼的特定法院应由该国的程序法决定。 

(b)“国”字前面的“缔约”两字应予删除。 

(c) (b)项的现有措词应改为： 

“(b)订立运送契约的地点，如被告在该国设有营业所并受该国法院管辖。” 

7.支持上面第6段(a)所说明的提案者的理由是：在⑷至(e)项所描述的处所之 

一位于其领土内的締约国提起诉讼时，第二十二条第1款的引语并未明白规定可以 

提起此种诉讼的特定法院。委员会普遍同意，此种法院应由有关締约国的程序法 

决定，并将引语修改，以便反映这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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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8. (a)支持上面第6段(b)所说明的提案者的理由是：保留“締约”字样可能 

会使非締约国的法院对在删去该两字的情形下原会行使管辖权的诉讼拒绝行使管辖 

权。^有人指出，提单和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常会规定公约将管制契约。 

如果在非締约国内对载有此一条款的契约提起诉讼，非締约国的法院将适用第二十 

一条作为当事各方所选择的管理契约的适用法侓的一部分，并可能拒绝管辖，因为 

按照第二十一条，只能在締约国内提起诉讼。有人说此种拒绝管辖的情形，可能 

严重地限制紧接着公约生效后若干国家尚未成为締d国的这段期间内公约的适用。 

(b)反对这项提案者的理由是：删去“締约”两字并不会导致非締约国的法院 

行使否则会拒绝行倮的管辖权。非締约国的法院将根据其本国关于管辖权的法律 

来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而不问新公约的内容如何。此种法院也不会把采纳本公 

约为运送契约适用法律看作是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的确定因素。特别是为一九二四 

年布鲁褰尔公约_约国而不是新公约締约国的国家在旧公约适用的场合将会适用旧 

公缉。 

9.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删去“締约”两字。 

1 10.有人支持上面第6段⑷所说明的提案说，按照第二十一条第1款(b)项的现 

有措词，被告可在他设有营业分所或代理处并通过这些处所而订立运送契约的地点 

被fe。但是他也许不能在他只设有营业分所或代理处的地点充分辩护该诉讼。提议 

的新措词将削除在祥种地点提起诉讼，并使第1款⑶项与一九七四年雅典公约第十 

七条第1款⑷项T致。有人反对这项提案，理由是：I既然被告通过其营业分所或 

代理处与原告締结运‘契约，则准许原告在该分所或代理处所在地提起诉讼就没有 

什么不公平。委员会仔细考虑后，没有采用这项提案。 

第二午一奪第 2款 

1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删去本款，并增添下款作为朱条 后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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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规定不妨碍为海上运送契约引起的要求权确立特别管辖权的国际 

公约的适用。” 

(b)以下文替换本款第一段： 

“尽管有本条上列各项规定，仍可在締约国内依该国适用的法律运送船舶 

或同一船主的任何船舶可能被合法扣留的任何港口的法院提起诉讼。” ^ 

12.支持上面第11段⑷所说明的提案者的理由是： 

㈠本款的规定与关于扣留远洋船舶的一九五二年布鲁塞尔公约P第七条抵触。 

特别是本款(a)项第二句规定在某些条件下，经被告声请时须转移诉讼，与 

一九五二年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不符。这项抵触将使一九五二年布鲁塞 

尔公约締约国难以成,为本公约的締约国。 

㈡本款所载规则与外国国有船舶在一切情况下都豁免管辖权的法律和政策的 

基本原则不符。因此本款是不能接受的，并将使一些国家很难成为公约 

的締约国。苏联代表发言说，如果保留第二十一条第2款，就绝对必须 

有一项清楚明确的规定来加以补充，说明本款不适用于依国际法对外国管 

辖应享有豁免权的国有_6。 苏联代表认为没有这样一项补充规定可能 

对通过审议中的公约造成严重的障碍。 

㈢.本款第二句规定的经被告声请时须将诉讼转移一点，按照许多国家的程序 

法是不能实行的。因此这句话是不起作用的。 

卿删去本款将减少原告可以自由选择提起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诉讼的管辖 

法院的数目。在这个限度内，删去本款将促成可供原告利用的有管辖权的 

法院的划一，并减少“选取有利的法庭”的情况。 

121反对这项提案者的理由是： 

㈠本款的规定与关于扣留远洋船舶的一九五二年布鲁塞尔公约第七条并不抵 

触。该公约第七条第3款规定当事各方可约定将引起扣留船舶的争端不提 

p《关于扣留远洋船舶的国际公约》，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曰，布鲁塞尔。 



交船舶被扣留地的法院管辖而提交一个特定法院管辖，并准许该案的要求 

权人在约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公约草案第二十三条第3款要求 

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文件应载列一项声明，说明该项运送需遵从本 

公约的各项规定，即当事各方已由于这项声明而同意将他们之间的争端提 

交公约草案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的管辖法院。因此，第二十一条内所明 

确规定的管辖法院应为属于一九五二年布鲁塞尔公约第七条第3款意义范 

围内的约定的管辖法院。 

㈡本款只是设想船舶可能依扣留发生地国“适用的法律被合法扣留”，因此, 

在承认外国国有船舶绝对不受扣留原则的管辖区域内，外国国有船舶便不 

会由于本款的规定而遭到扣留。而且，在国际公约内明确规定外国国有 

船舶绝对不受扣留也是不合蒽想的，因为按照有些国家的法律，从事纯粹 

商业活动的外国船舶就不能免受扣留。 

㈢有些国家的货主认为，扣留船舶是执行对外国运送人的要求权的唯一有效 

方法。因此，本款一面保护这些国家内现有的扣留权而同时并不在成为本 

公约締约国的国家内创设扣留权，这是体现了一种有用的折衷。 

㈣保留被告把诉讼转移到本条第1款所明确规定的管辖法院是合乎意想的， 

因为扣留可能是在与引起要求权人的诉讼的运送契约没有关联的管辖区域 

内进行的。要求被告在这种管辖法院内辩护诉讼是不公平的。 

14.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二十一条第2款，而不增加提议的新款。 

15.苏联代表说，由于上面第12段㈡内所陈述的理由，他不能支持上面第14 

段所提到的决定。 

16.支持上面第11段㈦所说明的提案者理由是：它把已经承认扣留权的国家 

内的扣留范围予以合乎意想的扩大。也有人说，把范围这样扩大，与关于扣留运洋 

船舶的一九五二年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并不抵触。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采用 

这项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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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第3款和第4款' 

17.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采用这两款的案文，但将各该款内的/‘第1款和 

第2款”改为“第1款或第2款”。 

第二十一条第5款 

1SI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现有的措词。 

19.委员会在作了上面第1段至第18段所述的审议后，通过第二十一条的案 

文如下： 

？第二十一条、管辖 

“ 1.为进行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法律程序，原告可自由选择在依 

照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为具有管辖权、下列处所或港口之一并在其管辖区域 

内的法院提起诉讼： 

"(a)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b)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该契 

约即系通过后者订立•，或 

“ (c)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d)运送契约中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另外的地点。 

”2. .(a)尽管有本条上列各项规定，仍可在締约国内依该国适用的法律 

运送船舶或同一船主的任何其他船舶可能被合法扣留的任何港口的 

法院提起诉讼。但在这种情形下，经被告声请时，要求权人必须 

将诉讼移往他选择的本条第1款所指的管辖法院之一为要求权的裁 

定，但在转移诉讼前，被告必须提供足够的保证金，以确保在诉讼 

中以后可能判给要求权人的任何金额的偿付。 



“(b) 一切有关保证金是否足够的问题应由扣留地的法院裁定。 

“ 3.由于运送契约而引起的任何法律程序不得在本条第1款或第2款所 

未明确规定的地点提起。本款的规定不妨碍締约国对临时或保护措施的管辖 

权。 

“4. (a)如已在按本条第1款或第2款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或此种法院已宣告判决，同一当事各方即不得基于同一理由提起新 

.诉讼,除非受理第一次诉讼法院的判决在提起新诉讼的国家不能执 

行； 

“㈦就适用本条而言，为取得执行判决而采取措施不得视为提起新诉讼; 

“(c)就适用本条而言，将诉讼移往同一国家的另一法院不得视为提起新 

诉讼。 

“ 5.尽管有前面各款的规定，当事各方在运送契约下的要求权发生后所 

订立的指定要求权人可提起诉讼的地点的协定应属有效。” 



“第二十二条.仲裁 

“1.以不违反本条的规则为限，当事各方可协议规定将运送契约下所可 

的任何争端提交仲裁。 

“2.仲裁程序应由原告自由选择在下列地点之一发动： 

“(a) 一国的某一地点，下列港口或处所即位于或设在该国领土内： 

“㈠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㈡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㈢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 

处，该契约即系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b)仲裁条款或协定所指定的任何其他地点。 

“3.仲裁员或仲裁法庭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则。 

“4.本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应视为每一仲裁条款或协定的一部分， 

此种条款或协定与第2、3商款不符的任何规定一概无效。 

“ 5.本条各款不得影响当事各方在依运送契约下的要求权发生后所订 

立的仲裁协定的效力。” 

* * * 

第二十二条整条 

1.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主张将整条删去的提案。 

2.支持删去本条者的理由是： 

(a)商业仲裁方面十分确定的惯例是由仲裁协定当事各方以协议方式决定仲裁 

地点。本条的规定却与这项惯例不符，因用原告可在第2款⑶项所明确规定的任 

何一个地点发动仲裁程序，尽管该地不是约定的仲裁地点.这些规定也不符合当 

事各方应尊重他们所订立的协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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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条将使很多国际机构为促进以仲裁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努力白废。由 

于原告可以在很多地点任择其一发动仲裁程序而致仲裁地点捉摸不定，使人对采取 

仲裁一途感到气俊。 

3.支持保留本条者的理由是： 

(a)本条是公约第二十一条所给予原告的保护的必然的结果。如果保留第二 

十一条而删去第二十二条，则拥有优越讲价力量的被告强迫原告接受的只对被告方 

便的法院授予专属管辖权的条款：将由同样强迫接受的、规定所有争端应茌只对被 

告方便的地点以仲裁方式解决的条款取代。. 

(b)本条的目的只是要防止仲裁在限定范围内可能受到滥用，而对促进一般仲 

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方法的努力并无不利影响。 

4.委员会又审议了一项提案，即作为删去本条的变通办法，重新起草本条措 

词，规定如当事各方未约定仲裁地点时.只有原告可以选择仲裁地点。 

5.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条。q  

第二十二条第1款 

6.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提议在本款内增加“有书面证明的”字样，修正 

后的案文如下： 

“1.以不违反本条的规则为限，当事各方可以具有书面证明的协议规定 

在运送契约下可能引起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 

7.支持这项提案者的理由是：仲裁协定具有排斥法院管辖权的重要后果。因 

此，规定这种协定必需具有明确的证据是合乎意想的。委员会普遍同意这项提案 

是有用的，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予以采纳。 

q有值得注意的少数代表团对第二屮二条现有条文表示保留，而赞成删去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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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第1款之二 

8.委员会审议了提议在本条增加下列新款作为本条第1款之二的提案： 

“如租船契约载有由于该契约引起的争端应提交仲裁的条款而依据租船契 

约发给的提单并未载有规定此种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具有拘束力的特别注释时， 

运送人不得〔为将由于提单引起的争端提交仲裁的目的〕对善意取得提单的持 

有人援引此一条款。，， 

9.有人指出这项提案与贸发会议国际航运立法工作组所提在公约草案内增列 

大意如此的一款的建议相符。委员会普遍同意，提议的新款是合乎要求的，委员 

会仔细考虑后，决定采用这项提案而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改。 

第二十二条第2款 

10.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主张修改本款的提案，即规定只有在当事各方事先没有 

约定仲裁地点时才给予原告选择发动仲裁程序的地点的权利• 支持这项提案者的 

理由是：这样将可实现当事各方的意志自由，这一点是在仲裁程序中通常都实际做 

到的，丨反对提案者的理由是：这样将是容许处于优越的讲价地位的被岢强使原告丨 

接受只对被告方便的仲裁地点。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采用这项提案。 

第二十二条第3款 

11.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 

第二十二条第4款 

12.委;:员会审议了主张删除本款的提案，理由是公约不应干预当事各方在争端 

发生前就仲裁程序达成的协定。反对提案者的理由是保留本款为实施本条第2、 

3两款所&要。..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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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第5款 

13.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 
. I 

14.委员会在作了上面第1段至第13段所述的审议后，通过第二十二条的案 

文如下： , 

“第二十二条.仲裁 

“1.以不违反本条的规定为限，当事各方可以具有书面证明的协议规定 

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 

“2.如租船契约载有由于该契约引起的争端应提交仲裁的条款，而依据 

租船契约发给巧提单并未载有规定此种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具有拘束力的特别注 

释时，运送人不得对善意取得提单的持有人援引此一条款。 

“ 3.仲裁程序应由原告自由选择在下列地点之一发动： 

(a) 一国的某一地点，下列处所或港口即设在或位于该国领土内： 

㈠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i 

C=)订立契约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丨 

该契约即系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曰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b)仲裁条款或协定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地点。 

“ 4.仲裁员或仲裁法庭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则， 

“ 5.本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应视为每一仲裁条款或协定的一部分， 

此种条款或协定与第3、4两款不符的任何规定一概无效。： 

“ 6.本条各款不影响当事各方在运送契约下的要求杈发生后所订立的仲 

裁协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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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对于公约的减损 

“第二十三条•契约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1款 

“1.运送契约的任何规定或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内 

所载的任何规定，在其直接或间接减损本公约的规定的范围内概属无效。此 

种规定的无效不影响契约或由契约构成其一部分的文件的其他规定的效力。将 

货物的保险利益让与运送人的条款，或任何类似条款应属无效。” 

* * * 

1.委员会审议了删去本款内提及“作为运送契约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字样 

的提案。支持这项提案的人说，由于此种契约与提单的法律性质不同，删去本款 

是合理的。 

2.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保留这项提案，而采用第1款现有的措词^ 

第二十三条第2款 

“2.尽管有本条第1款的规定，运送人仍可增加其在本公约下的责任和 

义务。” 

« * « 

3.委员会通过第2款的现有案文„ 

第二十三条第3款 

“3.发给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时，应在其中载入 

一项声明，说明该项运送须遵从本公约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对它们加以减损而有害 

于托运人或收货人的任何契约规定成为无效.” 
* * * 

-168 -I 



4.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删去本款； 

(b)在本款中增加一项补充条款，明确规定即使痠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 

其他文件未载入运送需遵从公约规定的声明，公约对提单或其他文件仍然适用；， 

(c)删去“这些规定使对它们加以减损而有害于托运人或收货人的任何契约规 

定成为无效”一语。 

5.支持上面第4段(a)所述提案的人辩称第3款的规定是多余的，列入一项明i 

确声明的要求违反了目前简化贸易文件的趋势。反对删去本款的提案者的理由是： 

列入一个至上条款的要求也见之于其他运输公约，而且在根据第二条适用的某些情 

形，例如装货港在締约国而在非締约国的目的港提起货物损坏诉讼的情形下是有用 

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个至上条款将确保公约适用。 

6.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不保留主张删去本款的提案。 

7.关于上面第4段(b)所述的提案，委员会认为补充提案是多余的，因为依据i 

公约第二条，即使提单或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的其他文件没有明白提到运送须遵从《 

公约，公约还是适用的。因此委员会没有保留这项提案. 

8.关于上面第4段⑶所述的提案，委员会认为“这些规定使对它们加以减损 

而有害于托运人或收货人的任何契约规定成为无效”一语应予保留.因此它们对依< 

本公约受理案件的法院载有一个有用的指示。 

9.委员会仔细考虑后，通过了第3款的现有措词。 

第二十三条第4款 

“ 4.关于货物的要求$人，由于本条使某项契约规定成为无效或因漏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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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3款所指声明而遭受损失时^^^^按照本公约规定辦任何货物的损朱 

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给予要求权人充分补偿所需要的限度内#付赔偿。丨此外, 

运送人并应对要求权人为行使其杈利所引起的费用给付补偿\但在援引上项规 

定的诉讼中所引起的费用，应按照提起诉讼地国家的法f决^^ ” , 

* » * . I 

10.委员会审议了主丧删去本款的提案,理由是它的规定没有什么实际效用,_ 

而且不清楚。因为没有人支持这项提案，委食会决定不予保留，而通过了第4款 

现有的措词. ‘ 

“第二十四条.共同海损 

“本公约各条款不妨碍运送契约或国内法中关于共同海损的规fe的适用。 

但本公约有关运送人对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规则应规制运送人赔偿收 

货人对共同海损的任何分担额的责任.” 

* * * 

1.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a)重新起草本条，以确保它不推翻约克*安特卫普规则D条； 

(b)重新起草本条第二句，大致规定船货的利害关系人对因为航行错误而分担 

的共同海损，无权向运送人取偿； 

(c)删去第二十四条； 

(d)以下文取代第二十四条的现有案文： 

“本公约各条款不妨碍运送契约或国内法中关于评定共同海损的规定的适 

用. 

“除第二十条外，本公约中有关运送人对货物损失或损坏的培偿责任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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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同样决定收货人是否可拒绝分担共同海损和运送人对收货人缴付的任何此 

种分担额或支付的任何捞救费所负的赔偿责任.” 

2.在讨论期间,有人指出，一九七四年在汊堡订正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D 

条规定“虽然引起牺牲或支出的事件是由于从事冒险的当事一方的过失所致，分担 

共同海损的权利则不应受到影响；但此顼规定不妨碍因这项过失而可能对该方提出 

的补偿要求或答辩”.有人说，第二十四条的全面效果是：假如运送人按公约规. 

定应负赔偿责任，他就必须分抠共同海损，而对共同海损提出反要求的杈利则受制 

于公约的规定。一如这种反要求是由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而引起的要求杈那样. 

可是有时不能确定运送人是否应负赔偿责任；如运送人按公约不负赔偿责任，要求• 

偿还分担额的诉讼辦会失败，因为这项诉讼并非依据公约要求赔偿损害的诉讼^ 

3.委员会普遍同意上面第1段(d)所载述的提议的案文可以接受，并赞同该提 

案的实质。’委员会仔细考虑后，通过下列第二十四条案文： 

“第二十四条.共同海损 

“1.本公约各条款不妨碍运送契约或国内法中关于评定共同海损的规定. 

的适用. 

“ 2.除第二十条外，本公约中有关运送人对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 

的规定应同样决定收货人是否可拒绝分担共同海损和运送人对收货人缴付的任• 

何此种分担额或支付的任何捞救费所负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其他公约 

第二十五条，第1款 

‘‘ 1.本公约不改变有关远洋航轮船主赔偿责任限度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 

中所规定的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 # # 1 

1.委员会未保留主张删去本款的提案，而采用了本款现有的案文。 

第二十五条，第2款 

“ 2.关于核子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如核子装置操作人根据下列公约或国 

内法负有赔偿责任时，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不引起赔偿责任： 

(a)根据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附加议定书修正的一九六〇年七月二 

十九日关于核子能方面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巴黎公约或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一 

日关于核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或 

(b)依据规定对此种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国内法，但此种法律须在各方面都 

与巴黎公约或维也纳公约同样有利于可能遭受损害者。” 

* # # 

2.委员会审议了主张在第2款(a)项所提及的公约内增加一九七一年关于海上 

运送核子物质方面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布鲁塞尔公约的提案。委员会没有保留这项 

提案，理由是第2款本质上关涉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赔偿责任的性质和 

类别。 

主张增加新的第3款的提案 

3.委员会审议了下列提案: , 
I 

“对于运送人根据一九七四年关于海上运送旅客及其行李的雅典公约应负 

责任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按照本公约咋规定，不引起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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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员会普遍同意，公约应明白规定它不适用于海上运送旅客行李。有人 

建议，只要修正公约草案第一条第4款关于货物的定义，就可以适当地做到这一点。 

委员会没有保留这项建议，理由是排除适用本公约的，不是货物的性质即旅客行李， 

而是因为这些货物是按照海上运送旅客或旅客及其行李契约运送的。委员会仔细 

考虑后，通过下列新的第3款： 

“3.对于运送人根据有关海上运送旅客及其行李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应 

负责任的任何行李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不孙起赔偿 

责任。” 



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 

1.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编制的关于海上货物运送公约的执行、保留和其他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A/CH. 9/115)。 委员会没有对这些规定作出任何决定，理 

由是这些规定 好由为通过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而将要召 的全权代表会议来审议。 

2.委员会建议贸易法委员会请秘书处根据A/CN. 9/115号文件内的案文草 

案和下面第3段至第13段讨论的建议，编制关于海上货物运送公约的执行、保留 

和其他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委员会了解，秘书处将把公约的案文连同将由秘书 

处编制的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送请各国政府和各有关国际组织发表意见，使各国政 

府有机会评论关于 后条款的规定草案。各国政府的意见将送交全杈代表会议审 

议。 

3.有人指出，秘书处编制的 后条款草案应该列入一项规定，即締约国通过 

本国立法也可将公约的规则适用于国内运送。 

4.各代表就 后条款提出的建议关涉到公约的执行和生效的规定，以及增加 

—条处理由于各种运输方式间协调联运而引起的特殊问题。f 

(a) ^ T 

5.—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美国)的代表表示，关于执行的条款草案第1款1“ 

内的“联邦国条款”是不必要的。另一个联邦国（澳大利亚）的代表说，第1款 

在该国宪法之下将会引起困难》 

r关于公约草案的执行的规定草案的第1款案文如下： 

“1.如締约国〔依其本国宪法〕有两个以上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处理的事 

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该締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本公约 

时可声明本公约适用于其所有领土单位或巧适用于其中一个或多个单位，并可 

随时提出另一声明修正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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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人指出，公约草案的广大范围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某些适用 

上的问题。 

7-有人要求秘书处在AZCN. 9^15号文件所提出的关于公约草案生效的两 

个备选办法之外增加备选办法C，集中注意力于批准国载运的货物数量。据指陈 

一个根据载运货物数量的公约草案生效的办法是合乎意想的，因为这样可以反映公 

约草案不仅关心船主的利益，而且也关心托运人的利益。 

8.但有人说，很难莸得关于某一特定国家船运货物数量的统计数字，而且单 

独根据从一国装运的货物吨幾所拟订的关于生效的规定势必会过分强调价值较低的 

散装货物的装运。有人建议，载运的货物的价值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 

9.义有人要求秘书处在4/CN. 9/11 5号文件所提出关于公约草案生效的各 

种备选办法之外再增加一个办法D，只是集中注意力于批准公约草案国家的数目。 

据指出，所需要的批准国数目必须定得很 ，以确保公约草案只有在占全世界商业 

-航运很大百分比的国家批准后才能生效。 

10.委员会审议了主张将A/CN. 9/115号文件内模仿一九七四年日内瓦班轮 

公会行动守则S第四十九条第(1)款拟订的关于生效的备选办法，A删去的一项建议 
/ 

因为该公约的目的只是要调节船主彼此之间的利益，而公约草案的目的则同时也要 

充分考虑到托运人的利益。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将A/CN. 9/115号文件内 

S —九七四年日内瓦班轮公会行动守则第四十九条第(1)款案文如下： 

“(1)本公约应在其合并航运吨数至少等于全世界航运吨数百分之二十五 

的二十四个以上国家按照第四十八条成为締约国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就适 

用本条而言，航运吨数应视为劳埃德航运登记册一九七三年统计表表2 ‘世界 

船队一按主要类型分析’所载一般货运（包括客运/•货运）船舶和集装箱（全 

部分格式）船舶的吨数，但美国后备船队和美国和加拿大五大湖船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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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约生效的两个备选办法，连同上面第7段和勸TO提及的备选办法一并提交 

将审议通过海上货物运送公约的全权代表会议，作 后决定。 
‘ i " 

11.有人提到，如果公约在数目相当多的国家仍受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或 

一九六八年布鲁塞尔议定书的拘束的情形下生效可能会产生的困难。有人建议应 

要求批准公约草案的国家正式声明废弃一九二四年布鲁塞尔公约和一九六八年布鲁 

塞尔议定也有人建议不应要求同时声明废弃这些公约。 

• (c)建议在 后条款中增加关于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的条文 

12.委员会注意到在A/CN. 9/115号文件内所述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 后 

条款的规定草案内增加一条新条文，以避免公约草案与将来关于各种运输方式间协 

调联运的国际公约可能发生抵触的某些建议。澳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挪 

威代表为此目的丨分别提出了条文草案。此外,澳大利亚代表提议的新条文并企 

图确^在没有締结关于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的国际公约以取代公约草案之前，公 

约草案适用于协调联运契约的海运评分。 

13.这三国代表提议的新条文案文如下： 

(a)澳大利亚••、 1
 ; 

i 

“丨.以不违反本条第3款的规定为限，本公约的规定应适用于一切货物运 

送契约,其履行需要在两个不同国家间海上ii货物者，但仅在此种海上运送 
1 一 一 -

的范围内如此适用， , 1 

“ 2.本公约适用于此种海上运送，此种海上运送视为本公约第二条第1款 

意义范围内的两个不同国家港口间的海上货物运送契约。 

“3.对于任何特定类型的货物运送契约，本条的施行可因后来締结的任何 

公约的生效而被废弃，只要该公约是管制此类契约并载有取代本公约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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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本公约的规定不适用于有关货物的多种运输方式协调联运的海上货物运 

送，只要这种运输的营运人按照联合国或联合国任一专门机构主持下締结的关 

于货物的多种运输方式的协调联运的国际公约或按照实施该公约的国际法，对 

全部运送负有责任。 

㈦ 挪 威 ： 

“本公约的规定不妨碍在联合国或联合国任一专门机构主持下締结的有关 

以两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送货物契约的国际公约的^用。” 



附件二 

第二全体委员会关于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报告 

一 • 导 言 

1。贸易法委员会设立第二全体委员会，以审议A/CN. 9/1 12号文件所载备 

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使用的一套仲裁规则订正草案（《贸易法委员会仲 

裁规则》）。本报告第二节逐条栀要叙述了委员会审议本规则草案期间所出现的 

主要论点。车撮述讨论规则草案的每一条的 头处转载了载于A/CN。9/；1 1 2 f 

文件内的该条的全文。 ; 

2。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成立了许多特设起草小组，以便重新草拟个别条文或 

条文内的各款。 

3。委员会所核可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全文载于本报告第三节内a。 

4 „委员会通过的以备提交贸易法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全文载于本报告第四节内。b 

5。第二全体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本报告。 

a载列委员会所核可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全文的报告第三节并未予以转 

载。贸易法委员会对委员会核可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案文所作的更 

改在本报告第五章笫52和第53段中另加说明，它所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 

仲裁规则》全文则载列在第五章第57段。 

；b载列委员会通过的决定草案全文的报告第四编并未予以转载。贸易法委员会 

通过的决定则载列在本报告第五章第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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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员会审议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 

专案仲裁任择使用的一套仲裁规 

则（《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订正草案 

仲裁规则名称 

“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使用的一套仲裁规则（《贸易法委员会 

仲裁规则》）订正草案” 

6。委员会认为该名称应予修改，以便更正确地反映各种可能的未来用途。因 

此委员会决定本规则的名称应为“《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第一和第二条 

“第一条 

“ 1。契约当事人各方根据明确提及《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书面协 

定同意由于该契约而引起的争端应按照本规则解决时，应即适用本规则。 

“2。 |当事人各方》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包括公法上的法人。 

“ 3。1书面协定，是指一份契约中的仲裁条款或一个单独的仲裁协定， 

包括载于由当事人各方签名的来往信件中，或载于来往的电报或专线电报中的 

协定。 

“4. ’由于该契约而引起的争端’包括由于当事人各方间订立的契约所 

引起或有关当事人各方间订立的契约的现有的或未来的争端，或由于该契约的 

违反、终止或无效所引起或有关该契约的违反、终止或无效的现有的或未来的争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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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当事人各方可以随时经由书面同意修改本规则的任何规定，;包括本规则所规 

定的,1节或按照本规则所规定的时限。” 

7。关于这两条的讨论集中于下列各项提议： 

㈤将第一条第1款同第二条合并； 

(b)去除第一条第1款中的“书面协定”和第二条中“书面同意”的要求， 

并因而连带将第一条第3款删除； 

,(c)将锋“当事人各方”下定义的第一条第 2款删除； 

W将给“由于该契约而引起的争端”卞定义的第一条第4款删除。 

8。委员会同意第一条第和第二条应予合并，以便清楚说明当事人各方同 

意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解决它们的争端时，可以协议修改本规则的任何： 

规定。 
I i 

9。委员会审议了将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协议以及当事 

人各方修改本规则的协议均应以书面为之的要件取消是否可取的问题。有一种看 

法认为，这个问题应听任适用的国内法去决定。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为了确定 

《贸易法委丧会规则》的适用性任何约定的修改，保留书面的要件是合乎要求的。 
； * 

也有人指出：一九五八年关丨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纽约公约和大多数国 

家的国内仲裁法都要求将争端提交仲裁的协议应釆取书面方式。 

10。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的协议和修改本规则的协议都应采取书面方式的姜件。可是，委员会删除给“书 

面协定” 一短语下定义的第一条第3款，而听任适用的国内法去决定在某一案件中 

是否符合书面要件。 

11。大家普遍同意删除给“当事人各方” 一词下定义以便列入“公法上的法 



人”第一条第2款。委员会同意，“公法上的法人”是否可以订立根据《贸易法 

委员f仲裁规则》将争端提交仲裁的协定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听任适用的国内法去决 

定的尚题。I
 1 

12。委员会审议了本规则和适用于仲裁的国内法规定之间的关系。委员会 

同意，如果只在本规则的某些摔定的条款中列入关于特定条款不得违反适用于仲裁 

的国内法的但节，将会对涑有载入这种但书的其他条款引起相反的论据。委员会 

因此决定在第P条中一般性地提到未规则中的一切规定不得违反适用于仲裁的国内 

法。 ：• 

, � � 
13。委员今审平i认为为“i于该契约而引起的争端”一短语下定义的第一丨 

条第4款并无必要，因而主张将它删除的提议。因为
1
 这一短语的定义只是要澄清 

根据《贸易法委员丨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协定所包括的争端的种类，委界会决定T 

修幹第一条第1款，以笨直接达到此目的，而将第一条第4款删除。 

, |
： 1

 ： : . ： • 

第 E条東 1款 j 
• 丨 ’ 1 丨. i 

• . i ‘ • t ! 

| “为本规则昨目^/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通知书、函电或提议应视为于 

1送达另一方惯常居所或营业所之日收到，如果该方无惯常居所或营业所，则视 

为于送达其为人所&的 后居所或营业所之日收到。” 
I ‘ • . 

‘ ： " � I 

‘14。第三条第1款的讨论主要是关涉实行向当事人一方“送达”通知或其他 

函电的时间和方式。 

15。第二全体委员会曾审议本款应载列一项规定，确认经过某一段时间之后 

即推定为已经送达的建议。这项建议未紱通过，理由是推定送达一节应听任适用 
| 

的国内法去决定。 

‘16。对于〗‘送达”按照送达地适用的国内法实行时应视为有效的提议曾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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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议，但未予保留，因为如果这样，发信人就负有知道在仲裁程序期间可能必须 

实行通信的每一地点的适用的国内法的责任了。 

17。委员会决定保留主张对于向当事人一方"为人所知的 后居所或营业所” 

送达函电的情况和方法加以澄清的建议。 

18。有一位指出，第三条第1款并不阻止当事人一方依赖适用的国内法 

中有关通信的规定。 

第三条第2款 

“为了计算本规则所规定的期间的目的，这种期间应自收到通知、通知书、 

函电或提议之日起算，这一天应计算为这种期间的第一天。如养这种期间的  

后一夭在受信人的居所或营业所是法定假日或非营业日，则这种期间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营业日。其间进行中遇有法定假日或非营业日应列入计算。”， 

19。对于第三条第2款的实质达成了普遍协议。 

20。可是委员会决定在计算《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所规定的期间时不应 

当将收到一份通知或其他函电的日期计算在内。有人评论说，这项修改是符合大 

多数国内法和一九七四年《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间公约》在这方面规定的。 

21。委员会审议了关于本规则中所提到的期间应以星期数或月数而不应以日 

数来表示的建议，但未予保留。 

, 第四条 

“ 1。发起提交仲裁的一方（以下称为’要求人1 )应将援引仲裁条款， 

： 或双方间所締结的单独的仲表协定情事通知另一方（以下称为答辩人）。 

“ 2。仲裁程序应规为于通知(以下称为’仲裁通知’）送达答辩人 

惯常居所或营业所之日 始，如果答辩人无惯常居所或营业所则应视为于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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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人所知的 后居所或营业所之日 始。” 

“ 3。仲裁通知应载明下列事项但不以此为限： 

(a)当事人各方的姓名和地址； 

⑶提及援引的仲裁条款或协定； 

㈧提及引起争端的或与争端有关的契约； 

(d)要求的一般性质，如涉及金钱时，并说明数额； 

(e)所寻求的救助或补偿； 

(f)如当事人各方先前未就仲裁人员人数（一名或三名）达成协议，则, 

应载有对仲裁员人数的提议。，’ 

22 4第四条的审议集中在处理仲裁通知的第四条的规定和处理要求书的第十七 

条的规定是否应予合并的问题。有人支持说，这样将具有加速仲栽程序的效果。 

23。虽然委员会在审慎考虑之后决定不把第四条和第十七条合并，它却核可 

了下列建议：准许要求人随意将他们的要求书附于仲裁通知之后从而履行他们根 

据规则第十七条所负的义务。 

24。委员会保留下列建议：为了加速仲裁程序，也应给予要求人以选择将其 

按照第八条第1款指派的或按照第七条第2款提议的仲裁员姓名列入仲裁通知中的 

自由。 

第五条 

“当事人一方可以由辩护人或代理人代表，但须事先将此人的姓名和地址 

通知另一方。如果由律师或代理人代表当事人一方提出仲裁通知、要求书、 

答辩书或反要求，则应视为已经发：出这种通知。” 

25。大家普遍同意，“律师或：代理人”一词在翻译时引起问题，因为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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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人提出下列问题：第五条第一句中“由…•代表” 

一词是否可以看做是排除当事人一方在准备或陈述其主张时由—名非律师“予以协 

助”的可能性。委员会决定第五条第一句实质上应以一九六六年《亚远经委会国 

际商业仲裁规则》第六（8)条为依据，该条内容如下：《当事人各方应有权由他们 

•的人在听讯时充任其代表或予以协助。” 

26。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未保留删除第五条第二句或要求声称代表当事人一 

方的人提出该当事人一方的授权书的建议。 

第六条 

“如果当事人各方事先未就仲裁员人数（即一名或三名）达成协议，并且 

在答辩人收到仲裁通知后十五天之内，当事人各方亦未同意只应有一名仲裁员， 

则应指派三名仲裁员。” 

27。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建议：第六条应规定在当事人各方不能就仲裁员人数 

达成协议时，仲裁法庭将由一名独任仲裁员组成，因为由独任仲裁员主持的仲裁程 

序既迅速而又花费较少。 

28。委员会在审慎考虑之后决定保持第六余目前的措词，因为为了听讯国际 

商业争端而特别设立的仲裁法庭习惯上都是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29。有三位代表表示保留态度，指出如果当事人各方不能就仲裁员人数达成 

协议，则宁愿仲裁法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 

第七条第1款 

“ 1。如果打算指派独任仲裁员，则该仲裁员不得与当事入各方属于同一 

国籍。/” 
‘ 丨 | 

30。委员会审议了笫七条第1款中所阐述的原则，即独任仲裁员不应与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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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方属于同一国籍，因为这将助长独倒中裁员外表的公正和独立。在这方面， 

有人建议属于不同国籍的要求只应适用于由指派机关指派独任仲裁员的情形。 

31 .委员会在审慎考虑之后决定引进一点灵活性,以下列规定代替第七条第1 

款，大意是：独任仲裁员的指派应当注意到如何方可能获致指派公正和独立的独任 

仲裁员的种种考虑，同时也应考虑到指派一名与当事人各方不属于同一国籍的独任 

仲裁员乃是明智的举动。 

第七条第2和第3款 

“2。要求人应以电报或专线电报向答辩人提出一人或数人的姓名，由其 

中之一担任独倒中裁员。当事人各方应努力在答辩人收到要求人提议后三十 

天内就邊选独中裁员达成协议。“ 

3。如果在这个期间届满时当事人各方未就叇选独任仲裁员达成协议， 

或如果在这个期间届满前当事人各方断定无法达成这种协议，则应由当事人各 

方先前指定的指派机关指派独任仲裁员。如果先前指定的指派机关不愿意或 

不能够照此行事，或如果当事人各方未指定指派当局，则要求人应以电报或专 

线电报向答辩人提出一个或数个机构的名称或一人或数人的姓名，由其中之一 

担任指派机关。当事人各方应努力在答辩人收到要求人提议后十五天内就遴选 

指派机关一事达成协议。，， 

32。第七条第2和第3段的讨论主要是以关千简化指派独任仲裁员程序的提 

议作为根据。大家普遍同意独例中裁员不论是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协议指派或是由 

指派机关指派，其指派的规定都应简也。 

33。委员会决定，就指派独任仲裁员而言，应使要求人和答辩人处于平等地 

位，以便使任何一方都有权发动指派的程序，提出充任独任仲裁员的人的姓名，或 

要求适当的指派机关进行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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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委员会审议了本规则中应否订明当事人一方将关于遴选独任仲裁员或指 

派机关的提议通知当事人另一方的方法的问题。委员会在审议应否要求这种通知 

采取书面方式后，决定不在本规则中详细说明通知上述提议的方法。 

35。有人建议，为了加速指派独倒中裁员的程序，自答辩人收到仲裁通知之 

日起应只给予当事人各方三十天的时间就遴选独任仲裁员达成协议。委员会在审 

慎考虑后决定不保留这项建议，但规定当事人各方应于当事人一方收到关于邊选独 

任仲裁员的初步提议之后三十天内就独任仲裁员的人选达成协议。 

36.大家普遍同意，第七条第三款关于遇有当事人各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间内 

就遂选独任仲裁员达成协议和事先未就指派机关达成协议的情形的规定应予简化。 

委员会同意本规则第七条第2和第3款应桉照下列方式加以改订： 

(a)任何一方都可以把将充任独任仲裁员的人的姓名或将进行这种指派 

的指派机关的名称巿另一方提出； 

㈦当事人各方可在从另一方收到提议之曰起三十天内就^^独樹中裁 

员或就指派机关达成协议； 
‘ • 

(c)如果当事人各方不能在规定的三十天内达成协议,则须交由本规则 

第七条第四款所提及的指定机关来处理。 

37。此外也讨论了是否不仅象商会之类的机构而且还有个人也可提名为指派 

机关的问题。大多数代表支持这种主张：规则不应当载有指派机关的定义，以 

便当事人各方可以就每一个别茱件自由斟酌选走指派机关。' 

第七条第4款 
丨丨 — “ — ' ― 1 1 “ ‘ 

“ 如果当事人各方在这个期间居满时巧未就指定指派机关达成协议， 

则要求人应向下列机关申请指定指派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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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 

(b)〔在联合国主持下待设立的适当机关或机构。〕 

(a)和㈦项所举述的机关可要求任何一方提供其认为为执行其职务所必要 

的资料。该机关应将其指定的指派机关名称通知当事人双方。” 

38.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建议：应设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以便于当事人各方不 
I 

能就遘选独任仲裁员和遵选指派机关达成协议时由其指派独任仲裁员或指定指派机 

关来执行此一职责。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同意，只要规则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 

人一方可以请求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指派机关就够了. 有人认为只有在 

难得发生的情况下才要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来指定，因此无需为此目的而创设一个 

特别的联合国机构， 

39.有人提示委员会，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不会准备承担直接指派独任仲裁 

员的任务，因此决定不保留按照第七条第4款的规定，指定机关应直接指派仲裁员 

的建议。 

40.委员会讨论了向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提出请求的若干行政方面的问题， 

如所设费用和请求和证明文件应以什么语文提出。$员会认为在这方面无须订出 

特别规定。贸易法委员会秘书报告说，他收到了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的来文， 

其中说这种服务不收手续费，>、需偿还费用即可。1 



41.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将第七条第4款末了两句删除，因为大家认为这 

些规定显而易见，因此是不必要的。委员会也同意，由于它对第七条第2和第3 

款的决定的结果（比较第34和第38段），要求人和答辩人将享有援引第七条第 

4款规定的平等权利。 

第七条第5款 5 

“要求人应将仲裁通知的复制本引起寺端的或同争端有关体，^•仲 

裁协定如未载入该契约则连同该协定的复制本，送交指派机关。” 

42.委员会指出，第七条第5款适用于被要求指派独任仲裁员的所有指派机关， 

不论该指派机关是当事人各方所同意或按照本规则第七条第•款所指定。 

43.大家普遍同意本规定是有用的，因为指派机关由此获得的文件有助于该机 

关指派一位对于听讯某项特定争端十分胜任的独任仲裁员。 

第七条第6款 

“ 6.指派机关应按照下列名单程序指派独任仲裁员： 

-指派机关应向当事人双方送达一份相同的名单，其中至少载有三个人名; 

—在收到该名单后十五天内，当事人每一方可在删除其所反对的一个或数个人 

名和将名单上剩余的人名按其喜爱顺序编列之后将该名单送还指派机关； 

一上述期间届满后，指派机关应从送还给它的名单上经过核可的人名中，按’ 

照当事人各方所表示的喜爱顺序指派一人为为独任仲裁员。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无法按照这种程序来指派，则指派机关可以自行酌情指 

派独任仲裁员。， 

指派机关可要求当事人任何一方提供其认为为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资料。” 

44.委员会审议了第七条第6款所设想的由指派机关指派仲裁员的名单程序是 

否应该保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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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有一种看法认为名单程序是有用的，因为它保持了当事人各方对于指派机 

关指辦仲裁员工作的参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名单裎序太复杂了，无法命令式地强加 

于指派机关，因此 好还是采行听认指派机关自由选择指派方法的办法j 

46.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第七条第6款应规定指派机关应使用名单程序， 

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约定或指派机关决定名单程序不适合当前事例。 

第八条第1款 

“ 1.如果打算指派三名仲裁员，当事k每一方应指派一名仲裁员。如 

此指派的两名仲裁员应推选第三名仲裁员，由他担任仲裁法庭的庭长。” 

47.本款论述三人仲裁法庭的组成_员会同意本款应保留其现賓措词。 

第八条第2款 ‘ 

“ 2.首席仲裁员不得与当事人各方廪于同一国籍。" 1 丨 

48.当，员会讨论第七条龛1款中关于独任仲裁员的相似规定的时候，也曾审 

议本款的实质。委员会同意，对第七条第1款所作的决定也应反映于第八条第2 

款的案文中。 

第八条第3款 

“ 3.如果在收到要求人通知指派一名仲裁员之后十五天内，答辩人还未 

将他所指派的仲裁员用电报和专线电报通知要求人，要求人应：1 

(a)如果当事人各方先前指定有指派机关，则请该机关指派第二名仲裁员; 

(功如果先前指定的指派机关不愿意或不能够照此行事，或当事人各方未 

指定有这种机关，则向第七条第4款中举述的任一机关申请作这种指定。 

指派机关可自行酌情指派第二名仲裁员。” 

49.大家普遍同意本款的实质。可是，委员会同时议定第八条第3款中应 

平等对待要求人和答辩人，并且不应该对当事人一方将他指派的仲裁员姓名通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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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另一方所使用的方法加以限制。 

第八条第4款 

“4.如果在指派第二名仲裁员之后十五天内，两名仲裁员未能就遴选首 

席仲裁员达成协议，则要求人应用电报或专线电报向答辩人提出一人或数人姓 

名，由其中一人充任首席仲裁员。当事人各方应努力在容辩人收到要求人提 

议后三十天内就遴选首席仲裁员达成协议。” 

50.委员会审议了按照第八条第1至3款指派的两名仲裁员须就遽选首席仲裁 

员达成协议的期间。大家同意此项遴选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委员会认为有理由将 

期间由十五天延长至三十天，使两名仲裁员有足够时伺相互联络和讨论。 

51.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修改第八条第4款的提议，这垴提议说，如果两名仲裁 

员不能在规定的三十天期间内就遴选首席仲裁员达成协议，则可由指派机关指派首 

席仲裁员，而无需要求当事人各方再次设法M选首席仲裁员达成协议。有人说，这 

种要求将会不当地延迟指派程序。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不保留这项提议。 

52. —位代表指出，根据他的国家的国内法，必须有一名“裁判员”而非一名 

首席仲裁员。 

第八条第5款 I , 

"5.如果在这个期间届满时，当事人各方未就遴选首席仲裁员达成协议， 

或如果在这个期间届满前当事人各方断定不可能达成这种协议，则首席仲裁员 

应由当事人各方先前指定的指派机关指_。 如果先前指定的指派机关不愿意 

或不能够照此行事，或如果当事人各方‘指定有这种机关，’则要求人应4电报 

或专线电报向答辩人提出一个或数个机构考称或一人或数人的姓名，由其中之 

一充任指派机关。当事人各方应在答辩人收到要求人提议后十五天内就遴选1 

指派机关达成协议。’’ ; 

. . . - ^ ^ ； 

53.当委员会讨论第七条第3款中关于指漪独任仲裁员的相似规定时，也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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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本款的实质。委员会同意对第七条第3款所作的决定也应反映于第八条第5款 

的案文中。 

第八条第6款 

“6.如果在这个期间届满时当事人各方未就指定指派机关达成协议，则 

要求人应向第七条第4款中所举述的任一丨机关申请指定指派机关^接到申请的 

机关可要求当事人任何一方镡供它认为为_行其职务所必要的资料。该机关 

应将它所指定的指派机关的名称通知双方。指派机关可要求任何一方提供它认 

为为执行其职务所必要的资料。” 

54.当委员会讨论第七条第4款中关于指派独任仲栽员的相似规定时，也曾审 

议本款的实质。委员会同意，对第七条第4款所作的决定也应反映于第八条第6 

款的案文中。 

第八条第7款 

, “ 7.要求人应将仲裁通知的复制本、引起争端的或同争端有关的契约的 

复制本，以及如果仲裁协定未载入该契约中则连同该协定的复制本，送交指派 

机关。.“ 

55.当委员会讨论第七条第5款中相同的规定时，也曾审议本款的实质。委 

员会同意，对第七条第5款所作的决定同样适用于第八条第7款。 

第八条第8款 

“ 8.指派机关庳按照第七条第6款的规k指派首席仲裁员。” 

56.因为本款只是同第七条第6款相互参照，所以委员会对第七条第6款所作 

的决定同样适用于第八条第8款。 

第九条第1款 

“如遇足以使人对某一仲裁员的公正或独立引起正当怀疑的情况存在，则 

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可对该仲裁员，包括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提出异议， 

不论该仲裁员是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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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来是他所提议的或指派的， 

一是当事人另一方或指派机关所指派的， 

-是由当事人双方或由其他仲裁员所推选的。” 

57.委员会审议并决定保留下列建议：当事人一方只应基于他在指派时亳不知 

情的理由才可以准许他对他所指派的仲栽员提出异议。 

58.大家同意第九条第1款的案文应予简化。 

第九条第2款 

“ 2 .本条第1款所述的情况包括对于仲裁结果的任何金钱或个人利害关 

系或仲裁员同当事人一方或当事人一方的律师或代理人的家庭关系或任何过去 

的或现在的商业关系。” 

59.委员会审议了本款中的决定的问题。有人说第九条第2款应予删除，因为 

第九条第1款所载的关于提出异议的理由的一般规则已经足够了。 

60.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删除第九条第2款。 

第九条第3款 

“2.预期中的仲裁员应向为了他的可能被指派而同他接洽的人透露任何 

可能会^A对他的公正和独立引起正当怀疑的情况。仲裁员一旦被指派或选 

定后，即应向当事人各方透露任何此种情况，除非他已曾将此种情况告知他们。” 

61.委员会审议了第九条%3款，决定保留本款目前的措词。 

第十条第1款 

“1.对仲裁员提出异试应在其指派通知提出异议的一方后三十天内提出， 

或在第九条所述情况为该方所得知后三十夭内提出。” 

62.委员会审议了可以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时限。大家同意异议应迅速提出， 

因此应将当事人一方可以对仲裁员提出异议的时限缩短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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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2款 

“2.该项异议应通知当事人另一方和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通知应采取 

书面方式并说明提出异议的理由。” 

63.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但须修改如下：必须将异议通知三人仲裁法庭的所 

有成员，不仅仅通知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而已。 

第十条第3款 

“3.当事人一方对仲裁员提出异议时，另一方可以同意该项异议。仲裁 

员也可以在有人提出异议后卸职。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应按照第七条或第八条所 

规定的适用于指派或遴选仲裁员的程序指派或遴选一名替代仲裁员。” 

64.大家同意保留本款的实质。 

65.委员会指出当事人另一方同意提出的异议或同意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卸职 

并非一定意味着接受或承认提出异议的理由是正当的。委员会也同意第十条第3 

款应予修改，以便明确指出当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按第十条第3款所包括的两种方 

-式之一卸职时，将为指派替代仲裁员而重新从头 始第七或第八条所规定的指派 

程序，纵使在指派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并没有行使其指派或参 

与指派的杈利，也在所不闻。 

第十一条 

“ 1.如果当事人另一方不同意该项异议，并且被提出异议的仲裁员也不 

卸职，则将由下列机关对该项异议作出决定： 

(a) 初指派是指派机关所为时，则由该机关作出决定； 

⑶ 初指派并非指派机关所为，但事先曾经指定指派机关时，则由该机 

关作出决定；； 

(e)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则由有待按照第七或第八条规定指定的指派机关 

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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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在第1款第⑷、（b)和(c)三项所述的情况下，指派机关支持该项 

异议，则应按照第七或第yv条内所规定的适用于指派或遴选仲裁员的程序指派 

或遴选替代仲裁员，除非在该项程序要求指定指派机关的情形下，则应由对该 

项异议作出决定的指派机关指派仲裁员。” 

66.委员会审议后决定保留第十一条第1和第2款的实质。 

67.在讨论时有人指出,根据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对仲裁员提出的异议是由仲裁 

法庭作埕初步决定，然后由主管法院作出 后决定。 

第十二条第1款 

“ 1 .如果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死亡或辞职，则应按照第七或第八 

条所规定的适用于指派或遴选仲裁员的程序指派或遴选一名替代仲裁员。” 

68.委员会未加修改而通过了这项规定。 

第十二条第2款 

~ “ 2.如果仲裁员丧失能力或不釆取行动,则应适用第十和第十一条中所 

规定的关于提出异议和更换仲裁员的程序。” 
I -

69.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 

70.可是，有人指出"丧失能力” 一词语意太过模糊，因为弄不清楚是否仲裁 

员身体上丧失能力如患重病，和法律上丧失能力，如未成年或心神丧失等都包括在 

内。委员会同意这一个词应以客观的叙述来代替，规定第十二条第2款适用于使仲 

裁员在法律上和身体上都无法执行其职务的一切情况。 

第十二条第3款 

3.如果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更换，先前所举行的任何听讯都应重 

复举行。如果任何其他仲裁员更换，仲裁法庭可斟酌决定是否重复此种先前的 

听讯。” 



71.大家普遍同意，本款应自成一条而对本规则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下的更换 

仲裁员一体适用。 

72.有人认为本规则应规定，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约定，如果任何仲裁员更换, 

所有听讯都要重复举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意想的，因为将延 

導程序并增加仲裁费用。 

73.委员会也审议了下列建议：只有当独任仲裁员更换时才应强制重复先前所 

举行的听讯，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是否应重复先前的听讯的问题应该听任仲裁法庭 

酌情处理。 

74.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下列规定：如果更换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 

员，应重复先前举行的听讯；如果更换任何其他仲裁员，仲裁法庭可斟酌决定应否 

重复举行这种听讯。 

第十三条 

“关于指派仲裁员，如果当事人各方指派机关提出一个或数个人名，则应 

提供他们的全名、地址和国籍，并尽可能附以他们所具备被指派为仲裁员的资 

格的描述。’’ 

75.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但将其列于紫接着本规则第八 

条之咎。 

第十四条第1款 

‘ “ 1 .在不违反本规则为条件，仲裁员可以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 

仲裁，但须平等和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各方。” 

76.大家同意，关于仲裁员须“公正”对待当事人各方的概念需要加以阐述。 

委员会决定应在第十四条第1款增入一项解释性条款，即仲裁员必须给予当事人每 

一方充分机会来陈述其主张并参与仲裁程序的每个阶段。 

77.有人建议，.第十四条应载有一项规定，授杈仲裁员将仲裁程序进行期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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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行政和秘书任务交由指派机关或仲裁法庭秘书执行。委员会决定不保留 

这项建议，理由是这种规定是不必要的，因为第十四条第1款已给予仲裁员以“按 

照他们认为逭当的方式进行仲裁”的自由裁量杈。有人指出，本规则并不排除这 

种授权。 

第十四条第2款 

“2,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请求举行听讯，仲裁员应即照办，以便由包括 

专家证人在内的证人提供证据或进行口头辩论。如无此种请求提出，仲裁员 

应决定是否举行这种听讯抑或仲裁程序应完全根据文件和其他书面资料进行。” 

78.委员会审议了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在什么情况下须举行听讯的问题 

79.有人建议，通例仲裁员应举行听讯，除非当事人双方请求不举行听讯。也 

有人建议，如果当事人双方都不请求举行听讯，仲裁员应酌情决定是否举行听讯。 

委员会决定保留第十四条第2款中所载的折衷解决办法，明白规定当事人任何一方 

可以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阶段请求举行听讯。 

第十四条第3款  
f 

“ 3.当事人一方应将其供给仲裁法庭的一切文件或资料同时送达另一方 



,80.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建议：本款应规定当事人一方供^#裁员的任何资料， 

只有在证明也已送达另一方时，仲裁员才可以对它采取行动。这项建议未莸通过， 

因为它在实际上将为仲裁员制造严重的问题。委员会决定保留第十四条第3款目 

前的措词。 

第十五条第1款 

“1.除非当事人各方约定举行仲裁的地点，此项地点应由仲裁员决定.，， 

81. 委员会审议了在本款中增列关于叙述遇当事人各方没有作出抉择时由仲 

裁员决定仲裁地点所须考虑的一个或数个因素的一顼规定是否可取的问题。 

有人认为笫十五条第一款应建议沖裁员在选择仲裁地点时他们应注意某 

-项特定仲裁的需要。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种规定限制性太大，囡为仲裁员也须考虑 

诸如对他们自身是否方便，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所荦涉的费用。 

83. 委员会决定在第十五条第1款中增加一些字句，来表明当仲裁员被要求 

选择仲裁地点时，应注意仲裁的特殊情况。 

- 第十五条第2款 

“2.仲裁员可以决定在当事人各方约定的国家或城市内的仲裁处所。仲 

裁员考虑到仲裁的需要，可以在他们认为便利的任何地点听讯证人和为他们彼 

此间的相互协商而举行临时性会议。 

84, 委员会在审议起草方面上的建议后决定保留第十五条第2款的实质。 

第十五条第3款 

“3。仲裁员为检查货物、其他财产或文化可以在他们认为适合的任何地 

方集会* 仲裁员应在允分时间以前给予当事人各方通知，使其能在举行此种 

检查时到场。，， 

85。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第十五条第3款目前的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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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第4款 

“ 4C仲裁裁决应在仲裁地点作成。” 

86.委员会审议了本款目前的措词是否要求仲裁裁决应在仲裁地点由仲裁法 

庭全体成员决定、书写和签字。有人指出，按仲裁惯例，仲裁员时常在讨论结束 

时离 仲裁地点，然后在仲裁地以外的地点书写和签署裁决。 

87. 委员会指出，第十五条第4款的用意是在确保遵从一九五八年关于外国仲 

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纽约公约，并且为此理由密切依从其文字。为了根据该项,公 

约促进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委员会决定实质上保留第十五条第4款目前的案文。 

88. 委员会没有采纳把第十五条第4款并入本规则中处理仲裁裁决的形式和 

效果的第二十七条的建议。有人指出，仲裁地点对仲裁裁决的形式和效果以外的 

事项，如决定适用于仲裁程序的进行的程序法等，也很重要。 

第十六条第1和第2款 

“1.在不违反当事人各方的协议为条件，仲裁员于指派后应迅速决定在 

仲裁程序中所应使用的一种或数种语文。此项决定应适用于要求书、答辩书 

和任何其他的书面陈述；如果举行口头听讯，并适用于此种听讯中所应使用的 

-种或数种语文。 

“ 2.仲裁员得命令以原有语文递送的任何附于要求书或答辩书之后的文 

件和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任何补充文件或证物，都应附有当事人各方所约定的 

或仲裁员所决定的一种或数种语文的译本。“ 

89. 委员会在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十六条目前的措词。 

90. 有人指出，在仲裁员选择仲裁程序中使用的一种或数种语文时，仲裁员 

在达成决定前可征求当事人各方的意见。 



第十七条第1款 

“1.要求人应在仲裁员所决定的期间内，以书面方式将要求书送达答辩 

人及每一仲裁员。要求人并应随同要求书附送一份契约复制本，如契约中未 

载有仲裁协定，并应附送一份仲裁协定复制本。” 

91. 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保留了本款的实质。可是，委员会由于其对第四 

条所作的决定，决定将第十七条第1款修改成为：如果要求人巳随同其仲裁通知附 

送这种要求书时，即无须根据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出要求书。 

第十七条第2款 

“2。要求书应载明下列事项： 

(a)当事各方的姓名和地址; 

(b)支持该项要求的事实说明； 

(c)争论点所在； 

⑷所寻求的救助或补救。 

要求人得随同其要求书附送他认为有关的一切文件，此外也可提及他将提出的 

衣 件 。 ， . 

9 a 本款的讨论集中于下列问题：即是否应该要求要求人在其要求书中列入 

关于其要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详细说明和支持这些事实的证据的概要。有人争辩说， 

这种要求将允许早日发掘当事人另一方打算引用的证据，可以加速仲裁程序。可 

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种规定不切实际，一无用处，因为只有在交换要求书和答 

辩书之后当事人各方才可以现实M他们将借以支持各自立场的证•出决定， 

931 委员会决定反对强加一项规则，命令要求人在其要求书中列入其打算借‘ 

以支持其要求的证据的概要。可是，大家同意在第二十条中增列一款，明确授权 

仲裁员要求当事人各方提出支持该方在其要求书或答辩书中所述事实的证据的概要。 
‘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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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委员会没有保留下列建议：要求人应根据第十七条第2款规定随同其要 

求书附送他所依据的文件或文件一览表。可是，委员会同意要求人应准予随意在 

其要求书中提及他打算提出的“文件或其他证据’’。 
I 

第十七条笫3款 

“3.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经仲裁员许可，可对所提要求加以补充或改 

变，伹需给予答辩人以对此顼变更行使其答辩权的机会。“！
 3 

95. 委员会审议了本款是否合乎意想的问题。有人认为，要求人应给予补 

充或改变其要求的权利，无需获中裁员的许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要求要求 

人须获得仲裁员许可方可f改其要求的规定是有用的，因为这可阻止要求人借一再 

修改其要求而延迟仲裁程序。 | 

9 a 大家同意改订第十七条第3款，以便概括地授权要求人补充或改变其要 

求，而同时又规定如果修正后的要求超出仲裁条款或单独的仲裁协卑的范围，或如 

果卻裁员决定某项特定的修正不适合，则不能对该项要求加以修正。 

97. 一 名 代 表 指 出 他 对 第 十 七 条 金 3 款 的 规 定 采 取 保 留 ， 并 且 表 示 他 支 持 不 

准要求人补充或改变其要求的制度。 

第十八条第1款 
——^―—•— — 1 

“1.答辩人应在仲裁员所决定的期间内，以书面方式将其答辩书送达要 

求人和 M仲裁员 • ” S 

98.委员会在审议本款中应否列入仲裁员应给予答辩人送达其答辩书的一个 

低限度的期间之后，决定％留本款目前的措词。 1 

第十八条第2款 ‘ 

“2.答辩书应答复要求书中的⑶、（c)和⑷各项（第十七条，第2款）。 

答辩人可随同其答辩书附送他的答辩所依凭的文件，也可提及他将提出的文件•” •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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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委员会同意保留本款的实质。可是，由于对第十七条第2款（参看上 

文第94段）所作决定的结果，委员会决定修改第十八条篇2款，以便准许答辩人 

可以在其答辩书中提及他打算提出的“文件或其他证据” • 

第十八条第3款 

“3.答辩人得在其答辩书中提出由于同一契约所引起的反要求或凭借由 

于同一契^所引起的要求以遂抵销的目的。” 

ioa 委员会审议下列问题：在答辩人送达其答辩书之后是否应准其主张反要 

求或抵销。 

1 o 1. 有人认为，只有在答辩书中提出的作为抵销的依据的反要求和要求仲裁 

法庭才应加以考虑，‘因此应保留第3款目前的措词。为了使答辩人具有要求人根 

据第十七条第3款所享有的修正其要求的灵活性，有人在另一方面建议第十八条第 

3款应规定可以在答辩书中“或如仲裁员决定根据情况有延迟理由时则在仲裁程序 

的稍后阶段”提出反要求或抵销。 

1 oa 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问题之后决定修改第十八条第3款,使答辩人可以在 

他送达答辩书后主张反要求和抵销，但仲裁员需查明有理由延迟提出反要求或接销。 

第十八条第4款 

“4。第十七条第2和第3款的规定应适用于反要求和凭借以遂抵销的目 

的的要求。，， 

103.委员会审议了准许答辩人修正或朴充其答辩书是否可取的问题. 

1 0 4 有人认为经仲裁员许可，应按照第十七条第3款准予要求人修正其要求 

书的相同方式和相同条件准许答辩人修正其答辩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不应给予 

答辩人这项权利，因为它可能会被用来拖延仲裁程序和增加仲裁费用, 

105,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同意，因为要求人有杈修正其要求书，所以答辩人 

也应有权修正其答辩书，委员会又决定关于修正或补充要求和答辩权利的规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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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十八条之二中列入，并因而删除第十七条第3款，同时在第十八条第4款中仅 

保留参照第十七条第2款。 

106.有一名條说明他保留立场，練示他认为 好不准许修正要求或答辩。 

第十九条第1和第2款 

“1.仲裁员应有权对认为他们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包括对关于仲裁条款 

或单独仲裁协定是否存在或有效的任何异议作成裁定。 

“2.仲裁员应有权决定以仲裁舞款为其构成郁分的契约是否存在或有效。 

为了第十九条的目的，构成契约一部分并规定根据未规则进行仲裁的仲裁条款 

应视为同契约中其他条款无关的一项协议^ 仲裁员所作的关于契约无效的决 

定，不应必然使仲裁条款在法律上无效。” 1 ! 

107。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第十九条第1和第2款目前的措词。 

第十九条第3款 

“3.关于仲裁员无管辖权的抗辩应至迟在答辩书中提出，关于反要求，则 

在对反要求的答辩书中撻出。如果这种抗辩在稍后阶段撻出，仲裁员仍可接 

受抗辩，但以按照情况有理由延迟提出抗辩为条件。 

1 08.委员会审议了认为论述在答辩书之后提出指称仲裁员缺乏_辖权的抗辩 

的本款第二句没有必要，应予删除的建议。有人指出该句的率质巳经载入准许改 

变答辩的新的第十八条之二，以及给予仲裁员以“按輝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 

裁，’的行动自由的第十四条第1款， s 
I I 

ioa委员会同意删除第十九条第3款中之第二句•丨 

第十九条第4款 1 

. . . 1 

“ 4。仲裁员可将此项抗辩作为先决问题加以裁定，亦可继续进行仲裁而 

在他们 后的.仲裁书中裁定此项抗辩。” ^ 

110.委员会审议了应要求仲裁员对指称他们缺乏管辖权‘抗辩作为先决问题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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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裁定的建议。有人说在仲裁员支持对他们管辖权的抗辩的情况下，这项建议 

的通过将可导致大量节省当事人各方费用•有人在答辩时评论说，第十九条第4款 

目前的措词所给予仲裁员的灵活性比较更加可取，因为它在这方面符合国际公约和 

许多国内法的规定。 

111.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第十九条第4款所给与仲裁员的灵活性， 

将对他们的管辖权的抗辩作为先决问题或在 后决定书中加以裁定都无不可，但是 

本款应明确规定，仲裁员通常应将这种抗辩作为先决问题加以裁定• 

第二十条第1款 

“ 1。仲裁员应决定，除要求书和答辩书外，尚应要求当事人各方提出或 

当事人各方尚得提出何种其他书状，并应规定送达这些书状的期间。但如当事人 

各方间同意进一步交换其他书状，则仲裁员亦应收到此种书状。” 

1 1 2 .委员会决定保留本目前的措词，而 «述当事人各方间除交换 

要求书和答辩书外并交换辩诉状（答辩和第二次答辩）的第二句删除。 大家普 

遍同意仲裁员应该只须经当_人一方之请便可以决定接受此种进一步的辩诉状，因 

此第二十条第1款的第二句应予删除•. 

第二十条第2款 

“2。如果在答辩书中提出反要求，仲裁员应给予要求人以对这种反要求 

提出书面答辩的机会。” 

113.委员会同意第十八条已经包•二十条第2款所处理的事项，因此本款 

应予删除。 

第二十条第3款 

"3.在仲裁程序进行的任何时候，仲裁员得要求当事人各方在仲裁员决 

定的期间内提出补充文件或证物。” 

114.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建议：本款应予删除，因为第十四条第1款的一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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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已经授权仲裁员要求当事人各方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提出文件或其他证据。 

115.委员会在审慎考虑后认为第二十条笫3款是有相的，因此应保留其实质。 

可是，委员会决定，因为第三款处理仲裁员要求当事人各方提供文件或其他证据的 

权利，而本条第1款则处理他们要求当事人各方提棋进一步的辩诉状的权利，第二 

十条第3款应另成一条，紧跟着第二十条。 

116.委员会同意新增的一条应由下列两款加以补充： 
！ § 

(a) 一款申述当事人各方有责任证明他在要求或答辩中所依据的事实的一般 

性的原则： 

(b)另一款明确指出，仲裁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各方提出为支持其要求或容辩 

而打算提出的文件和其他"it据的概要。 

117.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第二十一条的实质应另成一款Jf入第二十条，这样 

第二十条将由第二十条现有第1款的第一句和现有第二十一条的实质组成。丨 

1 118.委员会同意，为了防止在听讯时发生出人意外的事，仲k法庭可要求当 

事人一方把它打算提出的文件和其他证龌的概要事先送交当事人另一方和仲裁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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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仲裁员规定的送达书状的期间不得超过四十五天，就要求书而言则 

不得超过十五天。但如仲裁员断定有理由延长此等时限时，得加以延长。” 

119.委员会审议了将仲裁员通常该给予当事人各方送达书状的 长期间由四十 

十五天减为三十天是否可取后，决定保持四十五天的期间， 

120.委员会同意本条不应载有关于送迖要求书的任何特别条款。 

第—"f" •• 第 1 

“ 1.如须进行口头听讯，仲裁员应在足够时间以前给予当事人各方 

以听讯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的通知。” 

121.委员会经审议后，决定保留本款的现有用语。 

第二十二条第2款 

“ Z 如须听讯证人，当事人每一方应予举行听讯至少十五天前将他 

意图提出的证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该证人作证时将使用的语文通知仲裁员 

和另一方。” 

122.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案，即主张在本款中增加一项规定，要求当事人一方 

应在举行听讯至少十五天前，•不仅将该方意图在听讯中提出的证人的姓名和地址， 

而且还要将该证人将被要求作证的主题，通知仲裁员和另一方. 

123.委员会认为，听讯前提出诸如证人在Pg时所要作证的主题之类的资料是 

有用的，因为它使仲裁员和他方当事人可以对听讯充分作出准备，因此委员会采纳 

了此项建议。 

“ 3.如仲裁员按照案件情况认为必须对听讯时所作口头陈述加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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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或将听讯作成逐字记录，或当事人各方约定应有此种传译或记录，并 

在举行听讯至少十五天前已将此项约定通知仲裁员，仲裁员即应为此种传 

译和记录作出安排。” 

124.委员会审议了认为因为本款的主题已由第十六条关于仲裁程序所应使用的 

语文的规定和第十四条第1款关于仲裁员对仲裁的进行享有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作了 

适当的处理，所以应予删除的建议• 

125.大家都同意第二十二条第3款的规定很有用，因为本款所论述的重要事项, 

即仲裁员安排翻译服务和保持正式记录是本《规则》的任何其他条款都没有特别提 

到的。因此，委员会决定保留第二十二条第3款的实质。虽然委员会将“逐字 

记录”改“记录”，大家都同意并不因而排除逐字记录。 

第"十—条第4 ^^ 

“ 4.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举行听讯应采取不公 方式。经当事 

人各方同意,仲裁员得准许当事人各方及其律师或代理人以外的人在听讯 

时在场。仲裁员得于任何证人作证时，令其他证人退出。仲裁员可以 

自由决定诘问证人的方式。” 

126.大家都同意规定经当事人各方同意，仲裁员得准许当事人各方及同他们有 

关的人以外的人在听讯时在场的本款第二句应予删除，@为它的内容已经包含在第 

—句所载列的更加普遍的规则中，该句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举行听讯应采取’ 

不公 方式。 

127.委员会审议了在听讯中任何证人作证时，应否禁止其他证人在场的问题。 

有人指出在有些法系证人只有在作证时才准许在场，而在其他法系则并不正式禁止 

证人，尤其是专家证人在场。委员会决定保留第二十二条第4款第三句，即规定 

仲裁员可以在任何证人作证时，命其他证人退席. 

128.委员会还审议了在听讯时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讯问证人。大家同意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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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决定讯问证人的方式的充分自由，因此，应保留第二十二条第4款 后一句的 

实质。 

第二十二条第5款 

“5.证人的证言亦得以经其签名的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 

129.委员会审议了由于某些法系规定证人的证言必须由证人亲自提出，主张删 

除本款的建议。委员会经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第二十二条第5款，因为证人用 

书面陈述提出证据有时有其优点。 

第二十二条第6款 

“ 6.仲裁员应决定所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接受、其适切性和重要性。” 

130.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的实质。委员会还决定澄清一点，即仲裁员除了可 

以自由决定所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接受、其适切性和重要性之外，他们还有决定这 

些证据的效力的充分自由• 

第二十三第1和2款 

“ 1.经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请求，仲裁员对于争端的标的物，得采取 

它认为必要的任何临时性措施，包括对构成争端标的物的货物的保全措施， 

例如命令将货物送交第三人存放或出售易于腐烂的货物. 

“ 2.此种临时性措施得以临时裁决的形式予以制定.仲裁员应有 

权要求对此种措施的费用缴付保证金。” 

131.委员会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第二十三条第1和第2款现有的措词. 

第二十三条第3款 

“临时性措施的请求亦得向司法机关提出。此项请求不得视为与仲 

裁协定不符，也不得视为舍弃该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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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委员会在审议有关本款措词的起草建议后，同意保留第二十三条第3款的 

实质而将其规定合并为一句。 

第二十四条第1、2和3款 

“ 1.仲裁员得任命专家一人或数人，就仲裁员所须决定的特定问题 

向仲裁员提出书面报告。仲裁员应将所制定的关于专家的任务规定分送 

-份给当事人各方。 

“ 2.当事人各方应向专家提供他所要求的任何有关资料或提出任何 

有关文件或货物供他检查。当事人一方与此种专家间关于所要求的资料 

或产品是否适切的任何争端，应提请仲裁员决定。 

“ 3.仲裁员于收到专家报告后，应将报告复制本分送当事人各方， 

并给予以书面表示对该报告的意见的机会•任一当事人都应有杈查阅专家 

报告所依据的任何文件。，， 

133.委员会审慎考虑后，决定保留第二十四条第1、2和3款现有的措词。 

第二十四条第4款 

“ i 专家在提交报告以后，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请求，得举行听询听 

取专家意见，听讯时当事人各方及其律师或代理人都在场，并得质问该专 

家，在此项听询中，当事人任何一方得邀请专家证人，出庭就所争论的 

各点提出供证,此种程序适用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34.委员会审议了保持授权当事人任何一方邀请专家证人到庭的本款第二句是 

否可取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应该保持本句,因为它足以告知当事人各方他们有权 

利邀请专家到庭作为证人，而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各方只能在仲裁员指派的专家作证 

的听讯里邀请专家证人到庭。 

135.由于委员会决定在《规则》第五条内删除提及丨当事人各方的“律师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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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之处，委员会第二十四条第4款第一句中也删餘了这些词语。 

改后，委员会保持了第二十四条第4款的规定。 

经过这样修 

第二十五条第1款 

“ 1.如果要求人在仲裁员按第十七条规定的期间内不送达其要求书， 

仲裁员得给予要求人另一个期间送迗其要求书。如果要求人在这另一个 

期间内不提出其要求书，而又不能对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理由，仲裁员另 

发出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 

136.大家都同意应对本款的措词加以修改，以期更明确地表示本款第二句对不 

提出要求书所设想的制裁就是终止仲裁程序。有人指出，此项终止并非基于对争 

端的是非曲直判断，因此，要求人仍得重新 始仲裁程序。 

137.委员会认为，由于要求人未提出其要求书而终止的仲裁的费用原则上应由 

该要求人负担；而且，有关仲裁费用的决定和分担的第三十三条应该修正为包括按 

照第二十五条第1款终止的仲裁程序• 

第二十五条第2款 

“ 2.如果答辩人在仲裁员按照第十八条规定的期间内不送达其答辩 

书，而又不能对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的理由，仲裁员得继续进行仲裁。” 

138.委员会同意答辩人送达答辩书应与要求人按照第二十五条第1款送达要求 

书享有同样的延长时间的权利。 

139.委员会决定将第二十五条第1和第2款合并为一款，以便保证要求人和答 

辩人享有延展对于仲裁员原先规定的分别送达要求书或答辩书的期间具有获得延长 

的同样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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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第3款 

“3.如果当事人一方未出席按照本《规则》正式举行的听询，而又 

不能对此种不作为说明充分理由，仲裁员应有权继续进行仲裁；此种仲裁 

应视为在所有当事人在场的情形下进行。” 

140.委员会认为本款内申述的解释规则并不必要，应予删除。有人强调，授 

权仲裁员“继续进行仲裁”就是对这种不出席情况的制裁。 

141.以删除这项解释规则为条件，委员会同意保留第二十五条第3款的实质。 

第二十五条第4款 

“ 4.遇有完全根据文件和其他书面资料作出裁决的情况，如果当事 

人一方经正式通知后，未说明充分理由而不提出文件证据，仲裁员得依据 

他们所获得的证据作出裁决.” 

142.委员会在审议了有关本款措词的一些起草建议后，决定保留第二十五条第 

4款的实质。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明知有不遵守本规则的任何规定或要求情事，仍继续进行仲 

1裁程序而不迅速声明他对此种不遵守情事表示异议，应视为他已放弃提出 

异议的权利。” 

14SI委员会审议了第二十六条是否需要作出规定增列“理应知道”有不遵守本 

规则的要求的当事人一方的解释性舍弃观念。 

144有人表示，为了避免证明当事人一方何时首先“知道”有违反本规则条款 

情事的困难，需要有这种舍弃观念。有人指出，适用于国际两务仲裁的一些其他 

程序规则载有关于解释性舍弃的条款。 

14£1另有人认为不应扩大第二十六条以包括“理应知道”有违反规则情事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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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一方的解释性舍弃，因为已假定当事人各方都知道他们同意遵循的仲裁规则。 

i4a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二十六条的现有案文，而不增列一项有关解 

释性舍弃的条款。委员会认为本条的用处在于它可以保障仲裁程序和所作出的裁 

决的效力，不因被指称对本规则所订程序峪有违反而受到影响。 

147.有人建议，因为关于舍弃的第二十六条适用于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的所有 

条款，所以应将它列入该项规则中标题为第一节：通则的都分。委员会经讨论后, 

决定保留本规则第二十六条的现有位置，这是因为实际上主要只有在仲裁程序进行 

期间发生违反本规则所订条款的情形才会援引本条。， 

拟议的对第三节：仲裁程序的增补  

.(a)听讯的终止 

1481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在第三节关于听讯的终止的规则内增加一项第二十 

五条之二。 有人建议，这项条文应规定，仲裁员及早向当事人各方发出通知后， 

即有权宣布停止听讯和听证，伹如果他们认为由于例外情况而有必要时，亦有权重 

辦举行听讯。有人认为可以仿照《一九六九年美洲商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 

149.有人指出k拟议的第二十五条之二可保证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均不得一再要 

求举行听讯和进一步听证来达到不合理地拖延仲裁程序询目的。还有人指出，授 

权仲裁员在他们认为由于例外情况而有必要时，得重新举行听讯的第二十五条之二 

是为了防止当事人一方能够成功地主张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因此按照《一九五八年 

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书的纽约公约》第五条即不应执行裁决书。 

150.妻员会经讨^r后，已决定保留关于增列一项听讯的终止的条文的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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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仲裁员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 

151.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在规则第三节内增列一项有关仲裁法庭成员就程序问题 

作出决定所需人数的条文的建议。大家都同意，一般而言，仲裁员的一切决定， 

包括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至少须以仲裁员的过半数作成。 

152.有人建议应制订另一个关于仲裁员对程序问题的决定的条款，规定首席仲 

裁员可就无法达成多数决定的程序问题作出决定。 

• 15 3L委员会经讨论后已决定不在第三节内另增关于仲裁员对程序问题的决定的 

条款。但是，委员会决定在《规则》第四节内增加一个新的条款，规定仲裁员作 

出一切决定，包括任何有关程序问题的决定在内的方式。 

第二十七条第1款 

“ 1.仲裁员除终局性裁决外并应有权作出临时性、中间性或部分的 

裁决。” 

154.委员会经讨论后，已决定保留第二十七条，第1款的现有案文。 

第二十七条第2款 

“ 2.裁决应对当事人各方具有拘束力。裁决应以书面作成,，除当 

事人双方明示同意无须说明理由外，并应叙述裁决所根据的理由。” 

1551委员会审议了《规则》是否应规定仲裁裁决书应叙述裁决所根据的理由。 

有人指出，有些法系通常都规定裁决书不必叙述这种理由；而其他的法系却规定裁 

决书应叙述它所根据的理由。 

156.有人表示，为了保证裁决书能够执行，应把理由列入；因此，第二十七条 

第2款所规定的当事人各方同意即无须说明理由一项应予删除。可是，有人却认 

为应该保留第二十七条第2款的现有案文，即规定除当事人明示同意无须说明理由 

外，裁决书应叙述裁决所根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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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委员会已决定将第二十七条第2款改写使仲裁员无须在裁决书内叙述裁决 

所根据的理由，但可以在作为裁决书附件而非其正文的一部分的书状内叙述这些理 

由。大家还同意当事人各方得明示或默示（即当它们选择作为仲裁地点的国家的 

国内法规定仲裁裁决书一般都无须叙述理由时)同意仲裁员无须在其裁决书内叙述 

理由。 

第二十七条第3款 

“ 3.如果仲裁员有三名.裁决应以仲裁员的多效作成，’’ 

153.委员会审^^ 了是否需要处理如果仲裁法庭三名仲裁员无法以多数作成裁决 

时的可能发生的情况。 

159.有人认为，遇有这种情况，应由首席仲裁员决定。对此，有人指出，国 

际商会制定的仲裁规则载有这种条款，实施多年亦无任何问题。 

160.有人反驳说，如果规定遇有仲裁员僵持不下的情事，则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那么就有首席仲裁员滥用职权，作出过激的裁决的可能。还有人指出，规定须以 

仲裁员多数作成裁决可以迫使他们在起初发生僵持不下时，继续进行讨论，而且可能 

导致为仲裁员多数接受的折衷裁决• 

161.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3款的实质部分即，规定须以仲裁员多数作 

成裁决，可是，委员会决定这个规则应作为关于决定的第四节内一个新的第1款; 

该新条文第2款应规定对程序问题如果没有多数作成决定，首席仲裁员可以自行决 

定，但须受可能有的仲裁法庭的审核。 

iea有一名代表提出他的保留，并且表示他更希望列入一项条款，特别解决仲 

裁员无法以多数作成裁决的情况。 

第二十七条第4款 

“4 裁决应由仲裁员签名。如果有三名仲裁员，而其中一人未在 

裁决上签名,对裁决的效力并无减损。裁决应叙述缺少其签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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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一般都同意全体仲裁员，包括对裁决持异议的仲裁员，均应在裁决上签名。 

有人指出，某些法系规定裁决必须经所有仲裁员签名后始得执行，而某些法系却规定, 

为此目的，只需两名仲裁员签名• 

164.委员会认为作出裁决的日期和地点，对裁决的执行极为重要，因此，大 

家同意第4款应规定，裁决书必须包括作出裁决的日期和地点， 

165.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保持第4款第二句的规定，即有关仲裁员之-•未在 

裁决书上签名的法律效力的规定。委员会经讨论后同意，仲裁员之一未在裁决书 

上签名的法律的效力应该由适用的国内法来解决，因此，《规则》对此不应加以规 

定。不过，委员会还是保留了规定裁决书应叙述缺少一位仲裁员签名的理由的条 

款. 

166.委员会还审议了是否需要增加一项特别条款，准许在裁决书内载入仲裁员 

的反对意见。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无需特别提到反对意见，因此事实上等于 

准许，伹不规定必须在仲裁裁决书上载入反对意见. 

第二十七条第5款 

“5.裁决书须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方得公布。” 

167.委员会经讨论后，巳决定保持本款的现有案文。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 

‘下，例如在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程序期间，甚至也会发生裁决书未经当事人双方同蒽 

即被公布的情事. 

第二十七条第6款 

“6.仲裁员应将经仲裁员签名的裁决书送达当事人各方•” 

16绞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规定，自作出裁决之日起算，必须将裁决书送达当 

事人各方的期限。 

169.委员会认为，因为裁决书不应只因为仲裁员不遵守这个期限而告失效，所 

以不必规定将裁决书送达当事人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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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第 7 ̂ ^ 

“7.如果裁决作成地国的仲裁法规定裁决需要存案或登记，仲裁员 

即应在法定期限之内遵行此项要求。” 

17Q委员会经讨论后同意保留第7款的实质部分，伹指出仲裁员只有在裁决作 

成地国的仲裁法律规定裁决需要由仲裁员存案或登记时，才必须将裁决存案或登记。 

第二十八条第1款 

“ 1.仲裁员应适用当事人各方指定对争端的实质所应适用的法律. 

此项指定必须载入明示的条款，或由契约条款明确加以规定。” 

171. —般都同意保留本款第一句，该句承认当事人各方得自行指定对争端的实 

质所应适用的法律；不过，大家还同意，当事人各方用以作出此项指定的方法则应 

通过适用的国内法，而不是通过贸易法委会的规则来规制。 

172.有人指出，第1款内所述“当事人各方指定对争端的实质所应适用盼法律” 

系指该国的国内法，不包括其国际私法规则或移送其它法院审理的规则。 

第二十八条第2款 

“当事人各方未指定适用法律时，仲裁员应适用他们认为适用的国际 

私法规则所决定的法律，” 

173. 一般都同意应保存本款的实质，即规定如果当事人各方未指定对争端的实 

质所应适用的法律，仲裁员即得援引国际私法规则所规定的法律。 

17<委员会审议了确定仲裁法庭可以引甩的国际私法规则问题。委员会经讨 

论后已通过了“它认为适用的国际私法规则"一语。 

第二十八条第3款 

“ 3.只有在当事各方明白授权仲裁员依公允和善良原则或次好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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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原则作成决定，而且将作出裁决的国家的仲裁法律亦准许此种仲裁， 

仲裁员才应依公允和善良原则和友好的禾嚇人原则作成决定。 

175L委员会同意保留本款内有关按照公允和善良原则和友好的和解At则作出仲 

裁决定的规定，因为这些词句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下各有不同的解释. 

176.有人指出，“将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并不一定是规定仲裁程序的法律； 

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九SA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书 >的纽约公约》似乎 

容许当事人各方选定适用于仲裁程序的法律。 

177.委员会经讨论后，同意只有在当事人各方明示授权按照公允和善良原则或 

友好的和解人原则作成决定,而且“仲裁程序所适用的法律”亦准许此种仲裁，仲 

裁法庭始得按照公允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解人原则作成决定。 

178.有一名代表表示了他的保留而且指出他更希望只有在仲裁裁决执行地国家 

的法律准许按照公允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解人原则作成决定,始应授权仲裁法庭 

按照这些原则作成决定。 

第二十八条第 4款 . 

“ i 在一切情形下，仲裁员均应考虑到契约的规定和交易的行业习 

惯.,， 

179.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议，即第4款应载入题为“契约的效果”的另一条款。 

还有人建议，规定仲裁员应考虑到契约规定和交易的行业习惯的第二十八条第4款 

不应适用于按照公允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解人原则作成的决定* 

1 8 0 .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十八条 l款，而且应适用于按照公允 

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解人原则进行的仲裁• 有一名代表表示他的保留并且指出 

他认为，特别在按公允和善良原贝!)进行的仲裁,不应规定仲裁员（仲裁法庭）须刻 

板地依照契约条款；刻板地适用契约条款可能不公正，因为它会越成过份的负担。 

181.委员会还审议了是否需要更严格地规定仲裁员遵守契约条款的义务应大于 



遵守交易的行业习惯的义务。有人认为，因为这比较看重契约条款，所以，这种 

区别是有用的。 
！ 

182.委员会经审议这个问题后，已决定《规则》应规定，在一切情形下，仲裁 

法庭均应按照契约条款作成决定，而且应考虑到适用于交易的行业习惯。 

第二十九条第1款 

“1.如果在作成裁决以前，当事人各方同意对争端进ft和解，仲裁 

员即应发表命令终止仲裁程序的进行，或于当事人双方提出请求并经仲裁 

员接受时以根据协议条件的仲裁裁决的形式记载此项和解。仲裁员无需 

对此项裁决说明理由.如果在作出裁决之前，由于其它任何理由，仲裁 

程序的继续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时，仲裁员应即通知当事人各方他们有意 

发表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除非当事人一方提出合理的反对理|由，仲裁 

员应有权力发表此项命令.，， 

isa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伴留第二十九条，第1款的实质内容。 

184. 一般都同意应将第1款的规定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的和 

解，第二款规定不必要或不可能继续仲裁程序的情况. 

185.委员会审议了关于第二十九条应置于本《规则》的较前部位的提案，基于 

逻辑上的先后，决定将本条保留在本《规则》的现有部位。 

‘ 第二十九条第2款 

“2.仲裁员应在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或根据协议条件的仲裁裁决书 

内规定第三十三条所订的仲裁费用。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仲裁员应 

酌情规定当事人各方所应分摊的费用。” 

isa委员会决定扩大本款适用范围，以包括对按照第二十五条，第1款规定， 

由于要求人未提出要求书而告终止的仲裁程序的仲裁费用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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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委员会同意有关确定仲裁费用和当事人各方分摊此项费用的第三十三条应 

适用于所有因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第二十五条，第1款,或第二十九条.第1款） 

或根据协议条件的仲裁裁决（第二十九条，第1款）而告结束的案件。 

第二十九条，第3款 

“ 3.仲裁员应将经仲裁员签名的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或根据协议条 

件的仲裁裁决书的复制本送达当事人各方。如果作成根据协议条件的仲 

裁裁决，应即适用第二十七条第7款的规定。” 

188.委员会经讨论后，同意保留第二十九条，第3款的现有案文。 

第三十条，第1款 

“ 1.当事人各方在收到裁决后三十天内，任何一方得于通知另一方 

后，要求仲裁员对裁决加以解释。此项解释对当事人各方应有拘束力。” 

189.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延长本款对要求仲裁员解释栽决所规定的三十天期 

限® 

190.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要求解释裁决的三十天时限，以便仲裁员能够 

合理地尽早知道有人已要求他们对有关裁决釆取某种进一步的行动。 

第三十条，第2款 

“2.此项解释应于收到要求后四十五夭内以书面作成。应适用第. 

二十七条，第3款至第7款的规定。” 

191.委员会认识到仲裁法庭对其裁决书的解释一经提出后，该项解释必然对该 

项裁决有拘束力，所以决定在第2款内规定此项解释应成为裁决的一部分。为了 

同一理由，委员会同意有关裁决的形式和效力的第二十七条第2至第7款应适用于 

裁决的解释。 

i9a委员会同意因为裁决书含潘不清才引起要求解释，所以仲裁员无权因对裁 

决加以解释M获得額外的报酬。委员会认为在规定仲裁费用的第三十三条增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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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有关的规定，是达到这项结果的 佳办法。 

第三十一条，第1款 

1.当事人贿一^»到裁射后三十天内得于通知当事人另一方后， 

要求仲裁员更正裁决中的任何计算上的错误、笔误或排印错误，或任何类 

似性质的错误。仲裁员得在送达裁决后三十天内，主动作这种更正。” 

193.委员会审议了认为要求更正裁决的三十天期限应予删除的提案，决定保留 

第三十一条，第1款的现有案文。 

第三十一条，第2款 

“2.此种更正应以书面作成；应适用第二十七条，第6和第7款的• 

规定。”. 

194委员会同意为强调裁决书和作成裁决的仲裁法庭对该项裁决书所作更正之 

间的直接关系，有关裁决书的形式和效力的第二十七条第2至第7款应适用于裁决 

的更正。 

195. —般都同意仲裁员不应因更正其裁决书内的错误而有权获得额外的报酬； 

有关仲裁费用的第三十三条应包括这种规定。 

第二十条，第 1 

“ 1.当事人任何一方在收到裁决书后三十天内，得于通知另一方后，要 

求仲裁员就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而未，入裁决书内的要求作成附加的裁决。” 

196.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持第三十二条，第1款的实质内容。 

第三十二条，第2款 

“ 2.仲裁员如认为附加裁决的要求具有理由，而且认为此项遗漏无 

需举行任何其他听讯或获得其他证据即可补救，应即在收到要求后六十天 

内完成其裁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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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应删除只有在仲裁员认为补救某项遗漏的附加裁决无需 

举行任何其他听讯或获得其他证据时始得发出附加裁决的规定。 

198.有人指出，按照第2款的现有案文，如果必须举行任何其他听讯或获得其 

他证据，要求附加裁决的当事人势必被迫提起新的仲裁程序。还有人指出，即使 

需要举行其它听讯或获得其他证据时亦得发表附加裁决，仲裁员仍有杈自行决定是 

否对某一案件发出附加裁决。 

199.可是,有人在答辩时说，如果删除只有在无需举行其他听讯或获得其他证 

据时始得发出附加裁决的规定，败诉者即令尽力设法要求附加裁决，以重 仲裁程 

序。还有人认为必要的听讯没有举行或仲裁法庭未收到证据往往是由于要求附加 

裁决的当事人的疏忽。 

200.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三十二条第2款的现有案文。 

第三十二条，第3款 

一 “ 3.作成附加裁决时，应适用第二十七条第2或第7款。” 

201.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3款的现有案文。 

2 0 a 一般都同意仲裁员无权因作出附加裁决要求额外费用，因为附加裁决所需 

补救的原有裁决内的遗漏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疏忽。委员会同意有关仲裁费用的第 

三十三条应包括这种规定。 

第三十三条，第1款和1(a)项 

“1.仲裁员应在其裁决书中规定仲裁费用。‘‘费用”一词包括： 

㈣仲裁法庭的费用，应按每一仲裁员分 计列，并由仲裁员自行 

决定；” 

203. 一般都同意本条应包括一项有关仲裁费用的单独的条款，此项费用包括以 

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第二十五条，第1款和第二十九条，第1款）或根据协议条 

件的仲裁裁决而告结束的诉讼费用（第二十九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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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委员会还同意应在第三十三条内增列一款，明确规定仲裁员不得按照《规 

则》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收取解释、更正或补充其裁决的费用。 

205.有人问，㈣项至(f)项内所 列的仲裁费用项目是否即按照《规则》视为构 

成“仲栽费用”的所有项目。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作出澄清：（a)项至(f)项是包括 

仲裁期间为《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目的视为仲裁费用的所有各种费用和 支在内 

的一览表。 

206.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在《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内载入一项有关行政费 

用和仲裁员费用的细目表，或提及某一现有仲裁机构制定的细目表。 

207.有人认为，不论在《规则》中明订，或载入所提及的细目表都是必需的， 

因为这种细目表可以作为当事人各方和仲裁员决定仲裁费用的准则。还有人说， 

这种细目表将可防止发生某些仲裁员收取不合理的 额服务费用的情事。 

208.可是，有人答辩说，由于下列各项主要的理由，《规则》内不应载有关于 

支和仲裁员费用的细目表： 

(a)《规则》将适用于全世界，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当事人各方和仲裁员 

对 支和费用的期求也有不同； 

W所有现有的细目表的 和 低收费额之间的差距很大，并且规定实 

收费用数额由一个主管当局加以决定。 

209.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不在《规则》内载列 支和仲裁员费用的细目表或提 

到现有仲裁机构制定的此类细目表。可是，委员会却决定增列一项单独的条文， 

详细解释仲裁员应订出合理的费用，并考虑这方面的某些因素。 

210.按照这条新规定，仲裁员所收取的费用数额必须合理，并应顾及案件的特 

殊情况。如果当事人各方同意了或按照第七条第4款指定了一个指派机构仲栽员即 

应在符合案件情况的范围内顾及该机构所釆用的国际案件仲裁员的费用细目表或其 

他用以决定此项费用的惯例依据。这项新条文还准许当事人一方请求仲裁员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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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费用之前同此一指派机构协商。 

第三十三条，第1款，㈦和(C)项 

“⑶仲裁员所花费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⑷仲裁员所需要的征询专家意见费和其他协助费用；” 

211.委员会经讨论后，已决定保留⑶项和(c)项的现有案文。 

第三十三条，第1款，（d)项 

“⑷证人的旅费，但以经仲裁员核定者为限；” 

21 a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保持⑷项；该项规定仲裁费用包括证人的旅费，但 

以经仲裁员核定者为限。 

213.有人指出，证人通常都由当事人一方提出；当事人任何一方决定它要提出 

那些证人和证人的数目。为了确保所有当事人在传讯证人作证时顾及所涉费用问 

题，有人表示应删除⑷项，或将其适用范围限于仲裁员所传讯的证人的费用。 

214.不过，有人却答辩说，传讯证人作证所涉的费用可能数额很大，应补偿胜 

诉一方因传讯有助于证明其立场正确的证人所花的费用。 

215.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⑷项的实质内容，但要澄清的是，列为仲裁费 

用的证人旅费和其他费用仅以仲裁员核定者为限；按照第三十三条，第2款，仲裁 

员得规定由当事人各方分摊包括证人费用在内的仲裁费用。 

第三十三条，第1款，（e)项 

“(e)胜诉一方的法律援助补偿费，但以在仲裁程序中曾提出要求并 

经仲裁员认为合理和适当者为限。” 

216.委员会审议了以下的提案:⑷项应作为一项一般性规则,规定当事人各方 

应负担他自己的法律援助费用，但授权仲裁员在适当的案件中将这些费用列入仲裁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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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有人指出，（e)项的现有用语规定胜诉一方的法律费用应列入仲裁费用内， 

其根据是假定任何一宗案件胜诉一方的法律费用都会得到偿还。有人表示，应准 

许仲裁员自行决定是否须将当事人一方的法律费用列入仲裁费用。 

21线不过，有人却答辩说按照(e)项的现有用语，仲裁员拥有充分的灵活性，因 

为他们可以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自由决定当事人各方如何分担包括胜诉一方法律 

费用在内的仲裁费用。 

219.委员会经审议后，决定保留(e)项的实质内容，因此，如果胜诉一方曾在仲 

裁程序期间内要求法律援助费用，这些费用即应列为仲裁费用，但以仲裁员认为合 

理的数额为限。不过，委员会决定在第三十三条增加新的一款,规定就胜诉一方 

的法律费用而言，不应假定应由败诉一方负担此项费用；仲裁法庭应有全权按照情 

况规定分摊此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第1款，（f)项 

“(f)指派机关的任何服务费用。” 

220.委员会巳决定保留(幻项的实质内容，并且将其范围扩大包栝当按照规则第 

七条，第4款它被要求指定一个指派机关时，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可能支付的 

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第2款 

“2.仲裁费用原则上应由败诉一方负担。但仲裁员如认为以分摊 

为合理，亦得规定由当事人分担费用。” 

221.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应删除第2款中仲裁费用通常应由败诉一方负担的一般 

性规则。 

22a有人说对何方当事人应负担何项仲裁费用一节，第2款应持中立态度，任 

由仲裁法院自由决定如何分摊这些费用。不过，有人却答辩说，通常规定由败诉 

一方负担仲裁费用的规则是公平合理的；这种规则明确告诉当事各方在大多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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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仲裁费用的分摊方式。 

223.委员会经审议后，决定保留第2款的实质内容。委员会还同意应增加另 

一款,规定胜诉一方所支付出法律费用的分摊方式。 
； ； ； 

第三十四条，第1款 

“ 1.仲裁员在被任命后，得要求当事人各方交存相等的金额，作为 

仲裁费用的预付款。” 

224.委员会决定保留第1款的实质内容，但要澄清一点，那就是，仲裁员得以 

要求当事人各一方交存款项是为了确保在仲裁程序终结时仲裁员和仲裁员所指派专 

家的报酬和费用能够获得支付。 

225.委员M审议了一项准许指派机关要求当事各方交存一笔款项以确保它的 

报酬和费用能够获得支付的提案。有人指出，有些指派机关会征收服务费用，另 

外一些指派机关却不会。 

226.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不将明确授权指派机关要求交存款项的条款列入 

《规则》。可是它却指出，任一指派机关在所有情形下均得坚持它须预先收费， 

始同意担任指派机关的职务。 

第三十四条，第2款 

“2.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仲裁法庭得要求当事人各方交存补充金 

额。” 

227.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保留第2款的实质内容。 

228.委员M同意第三十四条应增加新的一款，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员在 

决定任何所需交存或补充的金额之前，必须同当事各方同意的,或按《规则》第七 

条第4款指定的指派机关协商。有人指出，这款规定同上文第209至21(锻所讨 

论的新条款之下的可能情况是一致的，故规定仲裁员在决定其报酬前须同指派机关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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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第3款 

“ 3.如果所需交存的金额未在收到要求后三十天内缴足，仲裁员应 

将此事通知当事人各方，以便当事人任何一方能缴付所需缴付的金额。” 

229.委员会审议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都未交存仲裁员所要求的金额时所引起的 

后果。 

23 0.有人指出，仲裁员没有权力强迫当事人支付所要求交存的金额。因此， 

委员会同意应明确授权仲裁员在当事人各方未按第3款的规定交存仲裁员所要求的 

金额时，得下令暂停或终止仲裁程序。 

第三十四条，第4款 

“ 4.仲裁员应将所收存款项 列帐单，送交当事人各方，并将任何 

未动用的余额退还当事人各方。” 

231.委员会决定保留第4款的实质内容，并澄清：仲裁员是在作出裁决后，才 

将他们所收存款项 列帐目。 

各节和各条款的标题 

23a委员会决定保留贸易法委会《仲裁Ml》内各节和各条款的标题,以便利 

引用该《规则》者。 

标准仲裁条款 

2331 A/CN 9/112号文件内载标准仲裁条款内容如下5 

“本合同所引起的或所涉尽的任何争端、争议或要求,或本合同的违 

反、终止或无效，均应按照当事人各方宣示已知的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进 

行仲裁解决。•有管辖权的法院均得对仲裁员所作成的裁决作出判决。 

“当事人各方还同意： 

. ！ 

“㈣指派机关应为•…(人名或机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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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仲裁员人数应为…•（ 一人或三人）； 

“(C)仲裁地点应为•…（城市或国家）； 

“⑷仲裁程序所使用的语文应为•…； 

“ ((e)如果合乎需要，应授权仲裁员依公允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 

解人原则进行仲裁〕。” 

2 3 4 一般都同意列入一项标准仲裁条款，由当事人各方载入其合同内，以便能 

够按照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解决他们的合同所引起的争端。 

235.委员会同意将现有的标准仲裁条款简化如下： 

(a)删除第一句中“当事人各方宣示已知的”等字样； 

㈨删除有关对裁决作出判决的第二句。 

236.委员会还审议了增列一词句，以澄清标准仲裁条款所称的《规则》的版本。 

有人指出，如果将来对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加以修订，这个问题在实际上就具 

有极大重要性。因此，委员会决定在标准条款第一句中贸易法委会等字前插入 

“现行有效的”五字，以便澄清：所适用的规则是达成仲裁协议之日有效的规则。 

237.委员会审议了是否需要在标准条款内保留㈤至(d)项；按照这种规定，当亊 

人各方得用填写空白的办法，分别同意指派机关、仲裁M人数、仲裁地点和所使用 

的语文。有人却认为，标准仲裁条款应该简洁；只需提邐当事人各方注意s他们 

或许会认为就各款所述事项达成协议为宜/就足够了。 不过，有人却答辩说应保 

留(a)项至(d)项的现有形式s以便鼓励并且便利当事人各方表示他们已就仲裁程序期 

间极为重要的事项达成了协议。 

238.委员会决定保留标准仲裁条款(a)项至01)项，但是在这些项目之前，将附加 

注明当事人各方可能愿意考虑将它们加入仲裁条款。 

239.委员会经讨论后9决定删除标准仲裁条款内的(句项9该项规定提醒当事人 

各方如果他们希望仲裁法庭依公允和善良原则或友好的和解人原则裁决他们的争端, 

他们就必须在标准仲裁条款内明确增列此一授权。 ‘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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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员会所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A- 一般分发文件 

A / C N . 9 / 1 0 9和 A d d . 1 国际航运立法：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海上运送货物 

公约草案的评论：秘书长的说明 

A/CW.9/110 国际航运立法：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海上运送货物 

公约草案的评论的分析：秘书长的报 

告 

A/CN.9/111 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 

秘书长的说明 

A / C N . 9 / 1 1 2和 A d d . 1 

A/CU.9/113 

A/CN.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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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业仲裁： 

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使 

用的一套仲裁规则订正草案（贸易法 

委会仲裁规则）：秘书长的报告 

国际商业仲裁： 

备供有关国际贸易的专案仲裁任择使 

用的一套仲裁规则订正草案（贸昜法 

委会仲裁规则）：贸易法委会仲裁规 

则草案的备选条款草案：秘书处编制 

的工作报告 

国际商业仲裁： 

贸易法委会：仲裁员收费表：秘书处 

的说明 



A/CU.9/1 15和Add . 1 国际航运立法： 

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关于执行、 

保留和其他 后条款的条款草案： 

秘书长的报告 

A/CH.9/116 国际销售货物工作小组第七届会议工 

作报告（日内瓦，一九七六年一月五 

日至十六曰） 

A / C U . 9/117 国际支付：票据： 

国际票据工作小组第四届会议工作报 

告（纽约，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至十 
二日 ) 

A / C N . 9/118 批准或加入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 

秘书长的说明 

A/CH .9/119 各国际组织现时所进行有关国际贸易 

法的协调和统一的活动： 

秘书长的报告 

Axcif. 9/120 临时议程及其注释和暂定会议日程： 

秘书长的说明 

A/CN .9/121 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助： 

秘书长的说明 

A/CN .9/122 大会第六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议的 

有关规定：秘书长的说明 

A / C N . 9 / 1 2 3 … 国际销售货物：秘书长的说明 

A / G N . 9/124 第十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秘书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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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分发文件 

全体会议 

A/CN.9/IX/CRP.1 

A / C E . 9 / I X / C R P . 2 

A/CU.9/IX/CRE.3 

A/CN . 9 / I X / C R P . 4 ̂ n Add . 1 至5 

A / C N . 9 / I X / C R P . 5 f p A d d . 1至 2 

贸易法条会仲裁规则： 

第二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 

第二全抹委员会的报告：挪威代表 

所提的修正案 

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 

第一条第(2)款：由加纳、墨西哥、 

美国和苏联的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 

的提案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九届会 

议的工作报告草案 

第一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委员会所 

通过的案文 

第一全体委员会 

A/CN.9/IX/C.1/CRP.1 

A / C E . 9 / I X / C . 1 / C R P . 2 

A / C E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海上运送货物公约草案 

联合王国代表团对第一条第5款所 

提提案 

联合王国代表团对新的第二条第5 

款所提提案 

挪威代表所提的修正案（第一、四、 

六和十一条） 

A / C H . 9 / I X / C • 1 / C R P . 4 奥地利代表对第一条所提提案 



A / C恥 / IX/C .1/CRP.5 新加坡代表所提的修正案（第一、 

二、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九和二十一 

条） 

A / C H . 9 / I X / C . 1 / C R P . 6 工作小组对第一条第 1、之 3和 4 

款所提议的案文 

AZCN . 9/IX/C . 1/CRP . 7 联合王国对第四条第2款所提议的 

案文 

A / C N . 9 / I X / C . 1/CRP.8 日本：关于修改第二条躲款的提案 

A / C U . 9/IX/C . 1/CRP . 9 •………… 法国代表对第一条第5款所提提案 

A/CIT.9/IX/C.1/CRP.10 挪威对第二和十六条所提议的案文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1 日本代表对第五条第1款所提修正 

案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2 波兰代表对第二条所提修正案 

A / C U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3 第一至五条：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裒 

和工作小组所提议的案文 

A / G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4 法国代表对第二条第4款所提提案 

A / C E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5 第五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 

苏联和联合王国的提案 

A Z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6 联合王国所提修正案（第五，十、 

十一、十九、二十、；十一和二十 

五条） 

A / C U . 9 / I X / C . 1 / C R P . 1 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苏维埃 

,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所提议的第四条第1、讀I:的案文 



A / C N . 9 / i x / c . l / C R P • 1 8 菲律宾代表所提修正案（第五、 

六条） 

A / C N . 9 / I X / C . l / C R P .19 ….… 匈牙利代表所提修正案（第八条） 

A / C N . 9 / I X / C • l / C R P .20 .."..… 新的第二条新增第2款特设工作 

小组的提案（比利时、法国、尼 

日利亚、挪威和联合王国） 

A / C N . 9 / I X / C . l / C R P .21 和 C o r r . 1 •••• 挪威代表所提修正案（第二十条） 

A / C N . , 9 / I X / C • l / C R P .22 美国代表所提修正案（第十一条） 

A / C E . . 9 / I X / C • l / C R P .23 比利时代表所提修正案（第五条） 

A / C N . . 9 / I X / C . l / C R P • 2 4 日本代表所提修正案（第九条） 

A / C N . . 9 / l X / c . l / C R P .25 日本代表所提修正案（第十二条） 

A / C N . , 9 / i x / c . l / C R P . 2 6 法国代表对第五条所提修正案 

A / C N . .9/i.x/c . l / C R P . 2 7 “……  挪威关于第八条的提案 

A / C N . . 9 / i x / c . l / C R P • 2 8……. 日本代表所提关于第十六、十七 

和二十三条的提案 

A / C N , . 9 / i x / c . l / C R P 

i 

• 2 9 A   起草小组所提议的第六条的案文 

(加纳、日本、挪威、菲律宾、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 

A / C E , . 9 / i x / c , l / C R P • 2 9 B   日本代表对第二十一条所提修正 

案 

A / C S 

] ； 

. 9 / i x / c • l / C R P 

. J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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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所提修正； 

案（ 后条款) 



A / C E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1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2   

A / C H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3 

A Z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4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5和 A d d . 1 至 12 

A / C N . 9 / I X / C . 1 / G R P . 3 6 

A / C H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6 / A d d . 1 

A / C E . 9 / I X / G . 1 / C R P . 3 6 / A d d . 2 

A / C U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6 / A d d - 3 

A / C E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6 / A d d . 4 

A / C H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6 / A d d . 5 

加纳、挪威和联合王国的联合提 

案（第二十四条） 

挪威和美国的联合提案（‘十一 

条） 

第八条工作小组主席所提议的协 

议案文（澳大利亚、法国、加纳、 

希腊、匈牙利、挪威、新加坡、 

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 

希腊代表对第十三条第1、 2款 

所提修正案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草案 

由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法国、 

加纳、匈牙利、日本、挪威、塞 

拉利昂、新加坡、联合王国、美 

国和苏联的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 

所提议的第一至六条的案文 

工作小组所提议的第七至十一条 

的案文 

工作小組所提议的第一至第十一 

条的案文 

工作小组所提议的第十二至十八 

条的案文 

工作小组所提议的第十九至二十 

二条的案文 

工作小组所提议的第五条第6款, 

第二十一条第3款，第二十三、 

二十四和二十五条的案文 
2 3 2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3 7 法国代表对第二十一条所提修正 

案 

A / C N . 9 / I X / C . 1 / G R P . 3 8 澳大利亚所提修正案( 后条款） 

A/CU. 9/IX/C . 1/CRP . 39 挪威和联合王国对第十三条的联 

合提案 

A / C 1 9 / I X / C . 1 / C R P . 4 0 第十三条：关于”危险货物”定 

义的提案 

A / C N . 9 / I X / C . 1 / C R P . 4 1 .•…••……••… 挪威关于第二十二条新的第1款 

之二的提案 

A / C K . 9 / I X / C . 1 / C R P . 4 2 法国代表对第二十条所提修正案 

A/CN.9/IX/C . 1/CRP.43 日本和联合王国代表对第十九条 

第1款所提修正案 

第二全体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A/CU.9/IXyC.2/CRP.l ••••"•. 第一和二条起草小组的报告（比 

利时和联合王国）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第九条起草小组的报告（比利时, 

墨西哥和联合王国) 

A/CH . 9/IX/C . 2/CRP . 3 第五条起草小组的报告（法国和 

墨西哥)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4 第十四条起草委员会的报告（捷 

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面, 

印度、苏联和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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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C U . 9 / l X / C . 2 / C R P . 5 第十二条第2款起草小组的报告 

(法国和墨西哥） 

A / C N . 9/IX/C . 2 / C R P . 6 第十五条起草委员会的报告（法 

国和尼日利亚） 

A / C N . 9 / I X / C .2/CRP.7 按照委员会的决定，重拟第十七 

条第1和3款（秘书处） 

A / C U . 9 / I X / C .2/CRP.8 第二委员会对第十八条第3款所 

采取的行动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9 第二委员会对第十一条所采取的 

•行动 

A / C H . 9 / I X / C . 2 / C R P . 10 第十七⑵和十八(2)条起草小组的 

报告（匈牙利和联合王国） 

A/CU . 8/IX/C . 2 / C R P . 1 1 关于修改第十条措辞的报告（秘 

书处） 

A / e r . 9 / i x / c .2/CRP. 12 苏联关于第十二条第3款的报告 

A / C F . 9 / I X / C . 2 / C R P . 1 3 第三条起草小组的报告（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挪威、美国） 

A/CE . 9/ I X / C . 2 / C R P . 14 第十七(3)、十八⑷和十九(3)条 

起草小组的报告（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印度、联合王国和苏联）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15 第一条修正案起草小组的报告 
I . 

A / C E . 9 / I X / C ; 2 / C R P . 16 第二十和二十一条起草小组的报 

告（联合王国和苏联）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1 7 第二十三条起草小组的报告（美 



A/CIT. 9 / I X / C . 2 / C R P . 18 关于第二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的 

报告和所提议的第二十二条的案 

文（保加利亚、美国)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1 9 关于第二委员会对第二十四条第 

4款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0 关于修改第十条措辞的报告（秘 

书处）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1 第七 .八和八条之二起草小组的 

报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苏联和美国） 

A / C E . 9 / I X / G . 2 / C R P . 2 2 第四条起草小组的报告(奥地利 

和联合王国）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3 第十九条起草小组的报告（加纳、 

墨西哥和波兰） 

A / C U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4 第二十七条第 2款起草小组的报 

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和 

联合王国） 

A / C U . 9 / I X / G .2/CRP.25 比利时和联合王国关于新的第二 

十五条之二的提案 •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6 第二十五条起草小组的报告（比 

利时、墨西哥和菲律宾） 

A / C K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7 关于在第四节新增第二十六条之 

二的起草小组的报告（法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8 对第二十九条第 1和 2款所作的 

或提议的更改 

- 2 3 5 -丨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2 9 关于对第二十七条第4和七款所 

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0 和 A d d • 1 - 9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1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2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3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4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5 ^ p A d d . 1 及 2 

A / C N . 9 / I X / C . 2 / C R P . 3 6 

C .资料文件 

第二全^^委员会关于讨论贸易法 

委会仲裁规则的报告草案 

关于第三十和三十一条的更改的 

报告 

第二委员会对第二十八条所采取 

的行动 

第三十三条一部分起草小组的报 

告（法国和美国） 

第三十四条一部分起草小组的报 

告（法国和美国） 

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全文 

第三十三条第1 (a)款协调小组的 

报告（奥地利、比利时、尼曰利 

亚、菲律宾、苏联.联合王国和 

美 国 , 

A / C N . 9 / I B F . 8和 C o r r . 参加人员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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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K取联合,出版物 

跌合国出ff物在全世ff各_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请向书店询问或写倌到纽约或日内瓦的M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ice： $U.S. 11.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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