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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91_98_E7_c32_479019.htm 民用航空运输是在航

空承运人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的一种服务交换活动。航空运输

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类别，距今只有百余年历史，其产品

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延续，产品形态是运输对象

的在空间上的位移，通过航空运输使用人的购买完成其商品

属性。航空运输可分为国内运输和国际运输、航空旅客运输

、行李运输和货物运输等类别。 航空运输合同就是航空运输

承运人使用民用航空器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

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

同。合同主体是指参与航空运输活动的当事人，包括承运人

、旅客、托运人和收货人。合同双方当事人既是权利主体，

又是义务主体，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承运人负有强制缔约

义务、安全、正点运输义务和合理运输义务，作为航空运输

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旅客、托运人、收货人则应履行支付票

款或运输费用的基本义务。航空运输合同在实质上体现为明

示存在的航空运输凭证、公示生效的航空运输条件和公布实

施的航空法律法规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形式上以合法获得承

运人填开的航空运输凭证为航空运输合同成立的初步证据。

航空运输合同种存在大量格式条款。承运人如企图在航空运

输合同中通过合同条款免除承运人的法定责任或降低法定的

赔偿责任限额，这种条款被法律认为是无效的，但不影响航

空运输合同的有效性。 国际航空运输国际统一立法是大势所

趋，主要标志就是“华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华沙体系是



当前调整和规范国际民用航空运输活动的最重要的法律，核

心内容是运输凭证和承运人的民事责任制度两大方面。它规

定了国际航空运输的定义，统一了运输凭证、运输条件、运

输责任和赔偿诉讼等有关国际运输各项主要问题的具体规定

。我国的《民航法》等国内立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华沙体系

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在责任制度上，旅客伤亡、行李损坏、

货物损害实行严格责任制，延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制，但责

任限额远比华沙体系及现行的承运人实行的标准低，且国内

运输与国际运输适用不同的限额。 航空运输合同作为合同的

一种，它的成立是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并经过要约和承诺

程序后订立的。航空运输使用人依照约定支付使用航空运输

服务的对价，承运人向航空运输使用人出具运输凭证，合同

即告成立，而它的生效则要经过法定的确认程序。航空运输

合同的完成以旅客到达运送目的地和托运货物的交付为标志

。在航空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依法对合同进行变更和

解除，其效力不溯及已履行部分。合同当事人还享有先履行

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 违反航空运输合同的责任主要有支付

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赔偿责任方式是限额。航空运输合同

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我国《合同法》第113条所

规定的可预见性范围内，赔偿对象上仅限于财产损失。合同

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合同当事人违反航空货运合同的，托运人未按时缴纳运输

费用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托运人托运货物违反如实申报

义务、违反包装标准和规定，造成承运人或第三者的损失，

托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收货人未及时领取货物，应当按规

定承担货物的保管费。对托运人未交或少交的运费应当补交



，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在航空运输领域，《华沙公约》

对承运人责任采取了传统的以过错为责任前提的归责原则，

即对航空运输造成的损害赔偿，仍然以承运人是否有过错作

为承担责任的条件，但在具体归责的时候，采用了过错推定

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华沙公约》明确规定了承运人应

承担责任的三种责任形态：（1）旅客人身伤亡；（2）行李

、货物灭失、损坏；（3）延误。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

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

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

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对旅客

托运的行李、随身携带物品或货物在航空运输期间毁灭、遗

失或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承运人应当对因延误造

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有正当理由”，不构成延误责任，

举证责任由承运人承担。 旅客人身伤亡、行李或者货物的毁

灭、遗失、损坏和承运人对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延误造成的

损失既是承运人违反航空运输合同的行为，也是承运人侵犯

旅客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存在责任竞合。对侵权责任和

违约责任的竞合，无论何人就航空运输中发生的损失提起诉

讼，也无论其根据航空运输合同提起诉讼，还是根据侵权行

为法提起诉讼，还是根据民航法或者有关的国际公约提起诉

讼，均只能依照民航法规定的条件和赔偿责任限额提起诉讼

。航空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自民用航空器到达目的地

点、应当到达目的地点或者运输终止之日起算。 电子商务在

航空运输领域的应用目前集中在电子客票，电子客票是航空

运输电子合同的表现。电子合同是一种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

书面合同，承诺人通过数据信息形式发送要约，采用到达生



效主义，承诺一经到达要约人处合同当即成立，并经承诺人

确认生效。但是电子客票在我国现行航空法律框架下不是“

客票”，其订立程序也和现行法律规定有冲突，有待通过法

律修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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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