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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6_B3_95_E5_c36_50261.htm 5、《维斯比规则》 （1

）明确了提单对于善意受让人是最终证据。 （2）承运人的

责任限制 （3）承运人的雇用人或代理人的责任限制 《维斯

比规则》扩展了责任限制的责任范围：承运人的雇用人或代

理人也可以享受责任限制的保护。 6、《汉堡规则》 全称为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1）在承运人的责任基础上

采用了完全的过失责任制，改变了《海牙规则》中的不完全

过失责任制。 （2）取消了承运人对船长、船员等在驾驶船

舶或管理船舶及火灾中的过失免责。这一点《海商法》没有

吸收。 （3）规定了承运人应对延迟交货负责，但不应超过

应付运费的总额。这一点《海商法》照抄了。 （4）承运人

的责任期间问题 我国《海商法》中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问题

的规定： 对于集装箱货物：“交到接”原则； 对于非集装箱

货物：传统称“钩到钩”原则，现发展为“装到卸”。 （5

）承运人责任限额：提高了 （6）关于保函的效力 《汉堡规

则》是唯一提到保函有效力的。 善意保函在出具保函和接受

保函人之间有效；恶意保函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7）货物

的适用范围问题 A、《海牙规则》不适用于舱面货和活牲畜

，而《汉堡规则》是适用的。 B、我国《海商法》没有吸收

这一规定，还是坚持舱面货物概不负责。但对于集装箱货物

例外。除此以外，任何堆放在甲板上的货物，由于海上运输

发生的任何灭失情况，承运人概不负责。 C、对于甲板上的

货物，要投舱面货物险。 D、对于集装箱货物也只负责到集



装箱签封完整为止，对于集装箱货物内部的状况，一概免责

。 E、活牲畜到现在为止是概不负责的。 （四）租船合同 1

、航次租船合同：632页 2、定期租船合同：633页 3、光船租

赁合同：634页 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 掌握：1、《海商法》

所规定的基础知识，海损情况； 2、国际惯例规定各个保险

险别的承保范围。 （一）《海商法》中关于海损的规定 1、

海损的分类 （1）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 全部损失又分为实际

全损和推定全损 A、实际全损 如：掉到6000米水深的玉米 B

、推定全损 如抢救一批货物所支付的费用超出了货物本身的

价值时，它就丧失了抢救的价值，就被推定为全损了。 （2

）共同海损和单独海损 A、共同海损： a、货物损失需要由船

方和货方共同承担的。 b、为了船和货的共同安全采取的有

意的、合理的措施造成的牺牲所产生的费用由船方、货方共

同承担。 c、构成条件： （a）面临的风险是真实的，而不是

主观臆测的； （b）采取的措施必须是百分百合理的； （c）

有效原则：共同海损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有效果的，在牺牲了

一批货物之后要保全一部分。所以共同海损是部分损失。 d

、共同海损的理算 各国理算规则不一样，共同海损的理算很

复杂，由专业的共同海损理算师进行 B、单独海损：货物损

失只由船方或者只由货方一方单独承担的。 2、保险事故的

范围 （1）自然灾害： 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的大自然的灾害

。 （2）意外事故： 跟船长、船员驾驶船舶有关的意外事故

，如搁浅、触礁、起火、爆炸等。 （3）外来原因/外来风险

： 既不属于自然灾害，也不属于意外事故，而又特别容易经

常发生的、特别容易使得货物发生灭失的常见原因。 人保中

共列举了11项：偷窃；短量；受潮；串味；受热；锈损；钩



损；玷污；雨淋；破损；包装破裂。 （二）委付和代位求偿

1、委付 （1）推定全损的情况下，发生委付。 （2）保险人

可以接受委付，也可以不接受委付。 （3）委付一旦接受，

不可撤销。 2、代位求偿 （1）一般地，出现了保险事故，先

找承运人。若承运人予以赔偿，则不得再找保险公司索赔。

若承运人拒绝赔偿，则找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赔偿后，

即获得代位求偿权。 （2）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以

保险公司自己的名义。 （3）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从

承运人处多要出的部分，要否返还，分两种情况： A、若保

险公司进行了全损赔付，则不用返还，因为全额赔付后即取

得了货物的所有权； B、若保险公司没有进行全损赔付，则

需要将多出的部分予以返还，因为尚未取得货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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