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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7_A0_94_E7_c28_33058.htm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

买卖合同和运输合同无疑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合同。国际货物

买卖的双方一旦订立了买卖合同后，由于双方相隔甚远，一

般都会订立一份运输合同将货物由卖方所在地运到买方所在

地。因此一个货物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货物

买卖法的调整，也会涉及运输法的调整（而大多数的运输都

是通过海运），所以必须同时研究货物买卖法和海上货物运

输法。当今的货物买卖法和货物运输法在立法时大多只估计

自身体系以及规定的完整性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相

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所以处理好二者的衔接问题对买卖双

方及第三方承运人来说都是大有益处的。下面以《联合国国

际货物买卖销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为主线，辅之相关其他法律，

对国际货物买卖法与运输法衔接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卖方的中途停运权的行使问题 所谓卖方的中途停运权，是指

未收到货款的卖方在没有保留货物所有权的情况下，遇到买

方无力清偿或不愿清偿债务时，对于脱离其占有但尚处于运

输中的货物要求承运人中止原定航次运输的行为。这是法律

赋予未收到货款的卖方的一种救济方法。如果卖方在发运货

物之后，才发现买方预期违约，卖方有权通知承运人不将货

物交给买方：即使买方已经持有了有权获得货物的单据，如

提单，卖方也有权阻止承运人将货物交给已经拥有提单的买

方。公约308条规定：“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或在支付价



款和交付货物应同时履行时，买方没有支付价款，而卖方仍

拥有这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处置权⋯⋯，他有权保

有这些货物，直至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我国合同法308条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

，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

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

损失。”这实际上是与公约相吻合，明确了卖方的这一权利

。中途停运权通常是通过承运人来行使的，需要承运人的配

合，至于承运人是否听从卖方的指令，公约没有作出规定，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公约的范围。公约仅规定卖方享有这一权

利，而停运权能否行使成功全在于承运人的配合。实践中，

如果买方已经拥有提单，卖方要求承运人不将货物交给买方

，承运人都会有较大的顾虑，因为承运人不将货物交给买方

，势必违反承运人凭提单交货的担保，将会遭到有提单的买

方的控告，况且承运人也不愿意卷到买卖合同纠纷当中来，

较好的办法是承运人将有争议的货物提存或者卖方申请法院

向承运人下达禁令，以阻止承运人的交货，然后买卖双方再

解决争议。二、 关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转让时间问题 在国

际货物买卖中，为使货物遭受损失能得到一定的补偿，卖方

或买方通常向保险人或者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当买卖

合同约定或法律及公约规定货物运输险是由卖方投保时，便

涉及到合同转让时间的问题。海运保险合同的转让是通过转

让保险单来实现的。《海商法》第229条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

保险合同转让的主体、方式、合同转让时其权利义务的归属

等问题。据此，海上货物保险单的被保险人有权行使该项权

利而无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至于转让的时间，无论是海商



法还是保险法，均未作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保险问题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英国MIA1906第50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单在货物灭失

之前或之后均可转让。但根据可保利益原则，被保险人必须

在货物所有权转移前或开始转移时进行，在货物所有权转移

后，被保险人对货物已无可保利益。因此按照以上分析，海

上运输保险合同转移的时间应在所有权转移之前或开 始转移

时比较恰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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