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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2_BF_E6_B5_B7_E8_c27_31889.htm 《海商法》规定了迟

延交付及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但迟延交付并非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所特有，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也存在迟延交付的情况。《

合同法》生效前，规范国内沿海货物运输的法律无迟延交付

的规定或货物运到期限的规定，且运输合同鲜有约定货物运

到或交付期限，故在《合同法》实施前难于追究承运人迟延

交付的赔偿责任。《合同法》施行后，该法第290条关于运到

期限的规定适用于国内沿海货物运输，承运人负有按约定时

间或在合理时间内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义务。作为部门规章

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下称《货规》）第三十四条

更是直接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没有这种约定时

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货物未能在约定

或者合理期间内在约定地点交付的，为迟延交付。对由此造

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综合了《海商

法》和《合同法》对迟延交付所做的规定，与《汉堡规则》

第5条第2项的规定一致，是关于迟延交付的定义条款。但该

规定并未明确承运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如何确定，其赔偿

范围如何。而在实践中，承运人未在合理时间内交付货物的

情况时有发生，并已形成诉讼，如某轮船公司承运一批瓷砖

从福建泉州港至天津港，合同约定7日内运到，但承运船舶因

机器故障，在数月后方将货物运至天津港交付收货人，收货

人因此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承运人赔偿其对第三方的违

约损失及货物的市价跌落损失。为此，如何确定沿海货物运



输中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承运人的行

为定性 对迟延交付行为的定性是确定承运人赔偿范围的关键

。在运输合同对货物交付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未按约

定时间交付货物当然构成违约。在签发水路货物运单时，运

单右上角双方权利义务适用《货规》的记载，也可将《货规

》第34条并入运输合同，使承运人承担在合理期间内交付货

物的合同义务，承运人未在合理时间交付货物的，也构成违

约。在未签发水路货物运单及运输合同未约定货物交付期限

时，依照《合同法》第290条的规定，承运人在合理时间交付

货物是其在运输合同项下的法定义务，违反该义务也构成违

约。 承运人的赔偿范围 沿海货物运输中，迟延交付所造成的

损失可分为两种，一是物质损失，如鲜活货物因运输时间过

长而腐败，另一种是经济损失，一般认为，此类损失包括市

价跌落损失、利息损失、停工损失和收货人对第三方的违约

赔偿等。 既然迟延交付是违约行为，若承运人违反此项义务

，应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进行赔偿，即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

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

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

见《合同法》对违约赔偿采取赔偿实际损失和以可合理预见

为标准，除预见主体为违约方，预见时间为订立合同时之外

，法律未明确何谓可合理预见。一般认为，可预见的内容只

要预见损害的类型，而无需预见损害的程度，而对可预见性

的判断标准一般采用通常标准，即与违约方从事同类行业的

一般人的标准进行判断。 具体而言，就迟延交付所造成的上



述损失，承运人能合理预见的损失类型不应包括停工损失和

收货人对第三方的违约赔偿，因为要求承运人能预见到所运

输货物是工厂急需的原料，或收货人已经将货物转售他人，

不及时交货将产生违约损失，那是勉为其难。退一步说，即

使在货物灭失时，承运人也不赔偿对第三方的违约损失，而

货物灭失是比迟延交付更为严重的违约形式，从举重以明轻

的原则出发，承运人理应不能预见到对第三方的违约损失应

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对损失类型的预见有时是一个事

实问题，如承运人与某火力发电厂签有长期的北煤南运运输

合同，在发生迟延交付时，则应认定承运人可预见到收货人

可能产生的停工损失，所以，上述停工损失和对第三方违约

损失不在承运人合理预见的损害类型范围内只是一般的原则

，不能绝对化。在可预见的损害程度上，对利息损失，承运

人所能预见应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而市价跌落损失无论如何不能超过目的地货

物的市价。 当然，如果能举证证明收货人未采取合理措施以

减少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则承运人可能依照《合同法》

第119条的规定，减轻其赔偿责任。另根据《合同法》第311

条规定，如承运人证明迟延交付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因不可抗

力、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合理损耗、托运人、收货人的过

错造成的，则承运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合同法》

第311条未直接规定本条是迟延交付经济损失的免责事由，但

参照该条规定的精神，若承运人举证证明迟延交付造成的经

济损失是不可抗力或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承运人

理应不承担赔偿责任。 承运人的赔偿限额 由于法律未对沿海

货物运输中迟延交付赔偿责任设立限额，且承运人不享有单



位责任限制，也不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因此，承运人因

迟延交付承担的赔偿可能十分巨大。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

，《海商法》在规定承运人迟延交付责任的同时，将承运人

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限额，限定为所迟延交付的货

物的运费数额。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和迟延交付同时发生的

，适用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单位责任限制，并且规定收货人应

在收取货物之次日起就迟延交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交书面

通知，否则承运人不承担经济责任。而沿海货物运输与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风险并无太大差异，而双方迟延交付赔偿责任

却有如此大的差异显然不合理，有必要参照《海商法》的规

定，对国内沿海货物运输承运人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进行限

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