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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形式的基本类型 责任分担制。也称分段责任制，是多式

联运经营人对货主并不承担全程运输责任，仅对自己完成的

区段货物运输负责，各区段的责任原则按该区段适用的法律

予以确定。 由于这种责任形式与多式联运的基本特征相矛盾

，因此，只要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了全程多式联运单据，即

使在多式联运单据中声称采取这种形式，也可能会被法院判

定此种约定无效而要求其承担全程运输责任。 网状责任制。

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尽管对全程运输负责，但对货运事故的

赔偿原则仍按不同运输区段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当无法确定

货运事故发生区段时则按海运法规或双方约定原则加以赔偿

。目前，几乎所有的多式联运单据均采取这种赔偿责任形式

。 统一责任制。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货主赔偿时不考虑各

区段运输方式的种类及其所适用的法律，而是对全程运输按

一个统一的原则并一律按一个约定的责任限额进行赔偿。由

于现阶段各种运输方式采用不同的责任基础和责任限额，因

而目前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的提单均未能采取此种责任形式

。 经修订的统一责任制。这是介于统一责任制与网状责任制

之间的责任制，也称混合责任制。它在责任基础方面与统一

责任制相同，在赔偿限额方面则与网状责任制相同。即：多

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负责，各区段的实际承运人仅对自

己完成区段的运输负责。无论货损发生在哪一区段，多式联

运经营人和实际承运人都按公约规定的统一责任限额承担责



任。但如果货物的灭失、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特定区

域，而对这一区段适用的一项国际公约或强制性国家法律规

定的赔偿责任限额高于多式联运公约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时

，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这种灭失、损坏的赔偿应按照适用的国

际公约或强制性国际法律予以确定。目前，《联合国国际货

物多式联运公约》基本上采取这种责任形式。 国际多式联运

公约采用的责任形式 在国际多式联运公约起草过程中，分歧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选择网状责任制还是统一责任制。一些

发展中国家主张采用统一责任制，而发达国家则主张采用网

状责任制。前者认为这一方面保证了货主的利益，简化货运

事故的处理，也解决了整个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藏损

害”（即货物发生损害，但又无法确定造成损害的区间和具

体的责任人）的处理问题，是一种较为优越的责任制。后者

认为统一责任制有其优越性但并不完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这是由于各国家及承运人早已接受不同的国际公约，如果

再接受统一责任制的多式联运公约，则会出现不能同时履行

对每一公约义务的情况，这会给实际运作带来极大问题。并

且目前与集装箱运输相关的人（如保险人等）的赔偿责任都

是建立在单一运输法规的责任规定之上的，改为统一标准会

给这些行业带来混乱。为此，分歧双方都作了让步，最后通

过的国际多式联运公约采用了经修订的统一责任制。 这种特

殊规定，在多式联运中出现了两层赔偿关系，第一层首先是

多式联运经营人与货主间的赔偿关系。第二层赔偿关系是多

式联运经营人与各区段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赔偿责任。对于这

一责任，公约中并没作出任何规定，只能按目前各区段适用

的法律处理。再者，想要使各种方式的实际承运人接受统一



的责任限额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经修订的统一责任制在目

前确实难以实行。公约中出现的这种责任制问题在近期内也

很难解决，只有当其他单一方式的运输公约、法律作出调整

或出台新的规定后才能逐渐解决。这也是国际多式联运公约

至今仍未正式生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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