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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国际货物运输基本概述

【本章结构图】

【本章学习目标】

１．掌握国际货物运输的定义、性质及其特点
２．了解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当事人及我国国际货物运输的组织体系
３．掌握国际货物运输的方式及其选择
４．理解并掌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定义及其业务范围
５．了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行业组织及国际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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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联合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
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
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
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
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
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配套完善
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
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
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
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
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思考：国际货物运输在推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ｓｕｍｅ／ｎ／

２０１５０４／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２９６５５．ｓｈｔｍｌ．（有改动）

第一节　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与特点
一、国际货物运输的概念和性质

（一）国际货物运输的概念
　　运输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运输活动与人
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以中国为例，自古代开始，就非常注重运输通道的开通，相继开
拓出了汉代丝绸之路（中原之地与西域之间交流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东亚、
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北非的海上商业渠道）、茶马古道（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
的贸易通道）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曾经一直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方向。

近代以来，随着货物运输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货物运输
能力快速增强，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当前我国
各大城市都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同时中国的各类商品也走向了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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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部门的国际货物运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推出的国际快件业务极大缩短了各类包裹
的运送时间，货物能够隔日到达全球多个城市。总体看，这些都离不开与我们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经济活动———运输。当前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会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的飞速
发展，国际货物运输业务会更加繁荣，其重要地位会进一步凸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对运输的解释，运输是指“用运输设备，将
物品从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送。其中包括集货、分配、搬运、中转、装入、卸下、分散等一系
列操作”。运输就其运送对象来说，分为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而货物运输又可按地域划
分为国内货物运输和国际货物运输两大类。

国际货物运输，简言之，就是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运输。其实质是根据
国际分工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化的运输网络、运输设施和运输技术，实现货物
在国际的流动与交换，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国际货物运输的
总目标是为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服务，即选择最佳的方式与路径，以最低的费用和最小的
风险，保质、保量、适时地将货物从某国的供方运到另一国的需方。国际货物运输可分为
国际贸易物资运输和非贸易物资（如展览品、个人行李、办公用品、援外物资等）运输两种。
由于国际货物运输中的非贸易物资运输往往只是贸易物资运输部门的附带业务，因此，国
际货物运输通常被称为国际贸易运输。从一国来说，就是对外贸易运输，简称外贸运输。

（二）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除了采矿工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以外，还有第四个物质生产部

门，它也经过手工业生产、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运输业，不
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①运输作为一个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它所生产的东西是商品的
场所变动，这就是运输的生产过程。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通过运输使商品位置发生移
动，改变了商品使用价值的位移，从而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大，它可以按照高于原来产地
的价格出售。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价值，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位移所需要的
劳动量，这个劳动量，一部分是物化劳动量，另一部分是活劳动量，这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
值增加过程是一样的。

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国际货物运输同国内运输一样，有着自己的本
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货物运输是连接生产与流通的纽带。运输生产是物质产品生产过程在流
通领域中的继续。没有物质产品生产就没有运输生产，反过来，没有运输把生产的产品运
到消费地点，产品的使用价值就无法实现，物质产品的生产就会失去意义。

第二，国际货物运输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借助国际货物运输，实现商品位置的移动，
可以提高商品的价值。也可以说，通过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位置，可以提高商品的交换
价值，增值的部分就是运输过程追加到商品中的价值。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运价包含于
商品的价格中，商品的运价在商品的价格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一般来说，运价在低价值商
品的价格中所占比重就大一些，如运价在原料性商品的价格中会占到５０％甚至１００％以

①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第４卷第一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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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在高价值的制成品中一般只占１０％～４０％。商品的运价也和商品的生产价格一
样，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商品的运价随着商品的物质形态一
起进入国际市场中交换，商品运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
从事国际贸易不得不重视运输在商品中的增值性。

第三，国际货物运输属于服务贸易范畴。运输业生产的产品是无形的，在运送商品的
过程中，运输不能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和性质，也不能生产出独立形态的产品。因此，运
输在国际贸易中被划为服务贸易范畴。

综上所述，深刻认识国际货物运输的本质属性有利于人们重视国际运输业的发展，进
而从宏观上加强对国际货物运输的发展规划和指导，从微观上加强对国际货物运输的投
资和技术改造，使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二、国际货物运输的特点
国际货物运输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运输，与国内货物运输相比，它具有

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国际货物运输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涉外活动
国际货物运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组织货物运输的过程中，需要经常同国

外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广泛的业务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常常会涉及国家之间
的政治问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涉外活动。因此，国际货物运输既是一项经济活动，也
是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用经济观念去办理各项业务，而且要有政策
观念，按照我国对外政策的要求从事国际运输业务。

（二）国际货物运输距离长、环节多
国际货物运输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运输，一般来说，运输的距离都比较

长，往往需要使用多种运输工具，通过多次装卸搬运，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如转船、变换
运输方式等，经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要适应各国不同的法规和规定。如果其中任何一个
环节发生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的运输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组织工作，环环紧扣，避免在
某环节上出现脱节现象，给运输带来损失。

（三）国际货物运输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多变
国际货物运输涉及国内外许多部门，需要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货主、交通运输、商检

机构、保险公司、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海关、港口以及各种中间代理商等打交道。同时，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策规定不一，贸易、运输习惯和经营做法不同，金融货币制度的
差异，加之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的变化，都会对国际货物运输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国际货物运输的时间性强
按时装运进出口货物，及时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对履行进出口贸易合同、满足商品竞

争市场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及时结汇都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一些鲜活商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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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商品和敏感性强的商品，更要求迅速运输，不失时机地组织供应，才有利于提高出口
商品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巩固和扩大销售市场。因此，国际货物运输必须加强时间观念，
争时间、抢速度，以快取胜。

（五）国际货物运输的风险较大
由于国际货物运输环节多、运输距离长、涉及的面广、情况复杂多变，加之时间性又很

强，在运输沿途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动乱，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战
乱、封锁禁运或海盗活动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际货物运输，以至于造成严重
后果。因此，国际货物运输的风险较大。为了转嫁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损失，各种进出口货
物和运输工具都需要办理运输保险。

第二节　国际货物运输的任务与要求
一、国际货物运输的任务

（一）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进出口货物运输
　　签订国际贸易合同后，只有通过运输，及时将进口货物运进来，将出口货物运出去，交
到约定地点，商品的流通才能实现，贸易合同才能履行。“按时”就是根据贸易合同的装运
期和交货期的条款的规定履行合同；“按质”就是按照贸易合同质量条款的要求履行合同；
“按量”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货损货差，保证贸易合同中货物数量条款的履行。如果违反了
上述合同条款，就构成了违约，有可能导致赔偿、罚款等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国际货物
运输部门必须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际货物运输任务，保证国际贸
易合同的履行。

（二）节省运杂费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由于国际货物运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输的距离长，环节较多，各项运杂

费用开支较大，故节省运杂费用的潜力比较大，途径也多。因此，从事国际货物运输的企
业和部门，应该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节省运杂费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国家积累更
多的建设资金。

（三）为国家节约外汇支出，增加外汇收入
国际货物运输是一种无形的国际贸易，它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国际贸

易合同在海上运输一般采用ＣＩＦ（到岸价格）和ＦＯＢ（离岸价格）等贸易术语成交，按照
ＣＩＦ条件，货价内包括运费、保险费，由卖方派船将货物运至目的港；按照ＦＯＢ条件，货价
内则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由买方派船到装货港装运货物。为了国家的利益，出口货物多
争取ＣＩＦ价格，进口货多争取ＦＯＢ价格，则可节省外汇支出，增加外汇收入。国际货物运
输企业为了国家利益，首先要依靠国内运输企业的运力和我国的方便旗船，其次考虑我国
的租船、中外合资船公司和侨资班轮的运力，然后充分调动和利用各方面的运力，使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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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同运输企业有机地衔接，争取为国家节约外汇支出，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
（四）认真贯彻国家对外政策
国际货物运输是国家涉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外交活动，在实际工作中具体体现和切实贯彻国家各项对外政策。

二、国际货物运输的要求
（一）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最优的运输方案，实现合理化运输

　　所谓合理化运输，就是按照货物的特点和合理流向以及运输条件，走最少的里程，经
最少的环节，用最少的运力，花最少的费用，以最短的时间，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为此，组
织国际货物运输时，就需要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最优的运输方案。具体需要做到以下
两点。

第一，由于各种运输方式有着各自较合理的适用范围和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因此在
选择时必须进行全面的比较和分析，需要综合考虑货物的性质、货物的数量、运输的距离、
运输成本、运输速度、市场需求的缓急程度以及运输风险等因素。

知识链接１１
不同类型的货物，对运输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１）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的运输要求：运输速度快、交货及时，以免贻误销售

时机。
（２）贵重货物的运输要求：因商品价值高，要求严格地保证运输质量。
（３）货价较低的大宗商品的运输要求：要求低廉的运输费用，以降低商品成本，增

加竞争能力。
因此，在确定运输方案时，一定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货物的运输要求，进而作出科

学决策。此外，对于同一种运输方式，如铁路或公路运输，可根据不同商品选择不同类
型的车辆，海运可选择班轮或不定期船，以及充分利用运输工具回空来运输货物，等等。

第二，正确选择运输路线和装卸、中转港口。一般说来，应尽量安排直达运输，以减少
运输装卸、转运环节，缩短运输时间，节省运输费用。必须中转的进出口货物，也应选择适
当的中转港、中转站。进出口货物的装卸港，一般应尽量选择班轮航线经常停靠的、自然
条件和装卸设备较好的、费用较低的港口。进口货物的卸港，还应根据货物流向和大宗货
物用货地来考虑；出口货物的装港，则还应考虑靠近出口货物产地或供货地点，以减少国
内运输里程，节约运力。

综上所述，国际货物运输就是要根据所运货物的特定要求，综合考虑运输速度、成本、
质量等因素，实现合理化运输。

（二）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配合，努力实现系统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国际货物运输的过程中，要切实加强货主、运输企业、商检、海关、银行、港口、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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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货代等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
局系统观念，共同完成国际货物运输任务。特别是货运代理企业，还要综合运用各方面的
运力，从综合运输系统和国际贸易整体的系统利益出发，除了努力争取本企业的经济利益
以外，更重要的是考虑系统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完善企业自身的同时考虑企业的社会
责任。

（三）实现国际货物运输“安全、迅速、准确、节省、方便”的要求
根据国际货物运输的性质和特点，针对国际货物运输的任务，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

外运集团提出的国际货物运输“安全、迅速、准确、节省、方便”的“十字方针”，已被广大相
关企业和部门所认可。

第一，安全，即要求在运输过程中做到货物完好无损和各种运输工具的安全，如果运
输过程中不能维护货物的质量，甚至造成大量货物的残次、破损和丢失，就不能保质保量
地完成货物的运输；如果在运输中发生重大事故，车毁船沉，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会造
成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国际货物运输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第二，迅速，即严格按照贸易合同的要求，把进出口货物及时地运进来或运出去。不
仅国际市场有争时间、抢速度的问题，国内市场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时间就是效益。只
有不失时机地把出口货物运到国外市场，才有利于巩固出口货物的市场地位。

第三，准确，即要把进出口货物准确无误地运到交货地点，包括准确地办理各种货运
单证手续，使单、货相符；准确地计收、计付各项运杂费，避免错收、错付和漏收、漏付。只
有准确才能说得上又好又省，发生任何差错事故，必然会造成损失，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节省，即要求通过加强经营管理，精打细算，降低运输成本，节省运杂费用和管
理费用，减少外汇费用支出，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大效益。

第五，方便，即要简化手续，减少层次，为货主着想，急客户所急，立足于为客户服务。
竭尽全力为客户排忧解难，要使客户感到办事手续、办事时间、办事地点、采用的运输方
式，以及配套服务等方面十分便利。

总之，“安全、迅速、准确、节省、方便”是相辅相成的，要想成为有竞争力的、一流的国
际货物运输企业，必须按照这一方针的要求贯彻执行。“十字方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
体，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的缓急、商品特性，以及运输路线与运力的不同情况，全面考虑，科
学决策。

第三节　国际货物运输组织
一、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当事人
　　国际货物运输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涉外活动，其业务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国际货运
当事人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总结来看，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当事人主要包括以下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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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主
在国际货物运输领域，货主（ｃａｒｇｏｏｗｎｅｒ）通常为外贸出口商或进口商，是指经营进

出口商品业务的国际贸易商。他们为履行贸易合同组织货物进出口运输，是运输服务的
需求方。通常，与承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协议，在出口地或起运地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称为
国际货物运输中的托运人（ｓｈｉｐｐｅｒ），在进口地或运输服务的目的地收取货物的称为收货
人（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ｅ）。

（二）承运人
承运人（ｃａｒｒｉｅｒ）是指专门经营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货物运输业务的运输服

务提供方，如航运企业、公路运输公司、铁路运输公司以及航空公司等。这些企业通常拥
有一定数量的运输设施和设备，如车、船、货场等，以此来为社会提供运输服务。但要注
意，是否拥有运输设施和设备并不是判定承运人的唯一标准。

知识链接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４２条规定：“承运人”，是指本人

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实际承运人”，是指
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
他人。

由此可见，承运人包括船舶所有人（ｓｈｉｐｏｗｎｅｒ）和以期租（ｔｉｍｅｃｈａｒｔｅｒ）或光租
（ｂａｒｅｃｈａｒｔｅｒ）的形式承租，进行船舶经营的经营人。

（三）运输代理人
运输代理人（ｆｒ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有很多种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货运代理人
货运代理人（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ａｇｅｎｔ）是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代办货物运输业务的机构。

它们有的代理承运人向货主揽取货物，有的代理货主向承运人办理托运，有的兼营两方面
的代理业务。它们属于运输中间人性质，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２．船舶代理人
船舶代理人（ｓｈｉｐｓａｇｅｎｔ）是指接受船舶经营人或船舶所有人的委托，为他们在港船

舶办理各项业务和手续的人。船舶代理人在港为委托人揽货，在装卸货港口办理装卸货
物手续、保管货物和向收货人交付货物，为船舶补充燃料、淡水和食品，以及代办船舶修
理、船舶检验，集装箱跟踪管理，等等。
３．海运经纪人
海运经纪人（ｓｈｉｐｂｒｏｋｅｒ）也称航运经纪人，通常是指具有一定资格，在海运业务中专

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或制造订约机会的人。在海上运输中，有关货物的订舱和揽载、托运
和承运、船舶的租赁和买卖等项业务，虽然常由交易双方直接洽谈，但由海运经纪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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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代办洽谈的做法已成为传统的习惯。我国海运经纪人的角色也属于船舶代理人的业
务范围。

此外，国际货物运输与海关、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港口当局（海上安全监督局和港
务局）、保险公司、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包装、仓储等机构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共同组成了
国际货物运输组织系统。

二、我国国际货物运输的组织体系
（一）货主

　　在我国，货主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１）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和地方外贸专业公司。
（２）各工农贸公司。
（３）有进出口权的工厂、集体企业。
（４）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合营企业。
（二）承运人
在我国，承运人主要包括以下运输企业。
１．水上运输企业
（１）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及下属各公司。
（２）中国海运集团及下属各公司。
（３）各地方轮船公司。
（４）长江、珠江、黑龙江各航运公司。
（５）中外合资、合作及合营的轮船公司。
（６）外商独资的轮船公司。
（７）中国外运集团所属的船公司。
２．铁路运输企业
铁路局及其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铁路运输经营的企业。
３．公路运输企业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管辖的各运输公司，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和联营企业的运输公司。
４．航空运输企业
（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２）中国民用航空局管辖的其他各航空公司。
（３）地方民用航空公司。
（４）中外合资、合营的航空公司。
（５）外国各航空公司。
（三）运输代理人
１．货运代理人
在我国，货运代理人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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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外运集团及其在各地的公司。
（２）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及其在各港的货代分公司。
（３）中远集团货运公司及在各地的分公司。
（４）中外合资、合作的代理公司。
（５）外国货运代理公司在中国各地的分支机构。
（６）经商务部正式审批的其他种类的货运代理公司，如仓储、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

空运输、各进出口公司，以及航运公司等成立的货代公司。
２．船舶代理人
在我国，船舶代理人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１）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及在各港的下属公司。
（２）中国船务代理公司及在各港的下属公司。
（３）经交通运输部批准的其他船舶（务）代理公司。
（四）装卸人和理货人
装卸、理货业是接受货主或船舶营运人的委托，在港口为船舶进行货物的装卸、清点、

交接、检验货损程度和原因并作出公证等项作业的行业。
１．装卸人
装卸业是办理将货物装船和从船上卸下业务的行业。经营这种业务的企业／个人被

称为装卸人（ｓｔｅｖｅｄｏｒｅ）或装卸业者。装卸人对于所在港口经常装卸的货物的包装、性质
以及装卸方法都富有经验，对各种类型的船舶也都深有了解，能参与制订装卸计划，委托
人对他们的装卸技术也有所信任。但是，由于装卸和积载的质量，对于船舶和货物的安全
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作业都是在船方的监督和指挥下进行的。

在我国，港口装卸人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１）各口岸港务局下属的港务（或装卸）公司。
（２）各港口的地方装卸公司。
（３）中国外运集团系统的港务公司。
（４）各货主码头的装卸公司。
（５）中外合资、合营的港务公司。
２．理货人
理货人（ｔａｌｌｙｍａｎ）是在船舶装货或卸货时，对货物的件数进行清点，并对货物的交接

作出证明的企业／个人。理货通常是由船公司或货主各自委托他们的代理人，即分别由站
在船公司立场（ｓｈｉｐｓｉｄｅ）的理货人和站在货主立场（ｄｏｃｔｓｉｄｅ）的理货人会同进行的。只
有代表双方的理货人会同确认，才能证明货物交接的正确性。

这种正确交接的证明有较强的公证性，所以理货人不但要有较全面的知识和熟练的
方法，而且必须具有诚实、公正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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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１１
１．交通运输部门是货物运输工作中的（　　）。
Ａ．收货人　　Ｂ．托运人　　Ｃ．承运人　　Ｄ．中间人
２．货运代理人是货物运输工作中的（　　）。
Ａ．收货人　　Ｂ．托运人　　Ｃ．承运人　　Ｄ．中间人
３．接受货主委托，代办与货物有关的报关、交接、仓储、检验、包装、租船、订舱等业

务的人是（　　）。
Ａ．船务代理　Ｂ．租船代理　Ｃ．货运代理　Ｄ．咨询代理

我国代表船公司立场的理货人主要由中国外轮理货公司及其在各港的分支机构担
任，而代表货主立场的理货人往往由委托代理人的驻港人员担任。

第四节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一、国际货物运输方式概述
　　在国际货物运输中，涉及的运输方式很多，其中包括水路运输（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公
路运输（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铁路运输（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航空运输（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管道运
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邮政运输（ｐａｒｃｅｌ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集装箱运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以及由各种运输方式组合的国际多式联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等。具体如图１１所示。

国
际
货
物
运
输

水路运输　

内河运输

海上运输　
沿海运输
近海运输烅烄烆

烅
烄

烆 远洋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
邮政运输
集装箱运输
国际多式联运

烅

烄

烆大陆桥运输
图１１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现将国际货物的主要运输方式简要介绍如下。
（一）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一般可以分为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其中海上运输是目

前国际货物运输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水路运输一般不会受到道路限制，只要有河有海洋，
就能顺利地到达目的港口。这种运输方式的成本低、货运量大，并且对货物的限制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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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广受各位货主的喜爱。但是水路运输的速度慢，同时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运输时间性要
求较强的货物就不适合采用此种运输方式。

（二）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ｒｏ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能提供更为灵活和更为多样的服务，多用于价高、量小的

货物的门对门服务。目前，其经济里程一般在３００千米以内。公路运输具有运输速度快、
机动性高等优点，同时存在运输成本高、运输能力小、能耗高、污染严重等缺点。

综上，公路运输主要适用于以下作业：①近距离的独立运输作业；②补充和衔接其他
运输方式，当其他运输方式担负主要运输时，由公路担负起点和终点的短途集散运输，实
现门到门的运输任务。

（三）铁路运输
铁路能提供长距离范围内的大宗商品的低成本、低能源运输。目前，其运输的经济里

程一般在３００～５００ｋｍ。铁路运输（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具有运输能力大、运输成本较低、受
自然条件的影响小等优点，同时存在灵活性差、基建投资成本高等缺点。

综上，铁路运输主要适用于以下作业：①大宗低值货物的中、长距离运输，也较适合
运输散装、罐装货物；②大量货物一次高效率运输。

（四）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一般是指使用飞机等交通工具进行运输的一种国际货物运

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具有速度快、安全性高且不容易受到地面情况影响的特点，在各类
灾害中，常常被用来运输物资等。但是航空运输的运价相对比较昂贵，且载货量有限，因
此它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同时，航空运输很容易受天气影响，因此国际货物运输很难做
到定时送达。

一般来说，航空运输被用于一些贵重物品、对新鲜度要求比较高的食品以及各类紧急
物品的运输。

（五）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完全是为了国家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等液体和气体的

传输而特别发展起来的。管道运输具有高度专业化，几乎达到了“专管专用”，在运输过程
中，这种运输方式完全不需要进行包装，且能够保证２４小时不间断地传输。但是管道运
输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一是管道一经铺设几乎不可能再做大幅度移动了；二是修建和维护
管道本身就需要耗费巨资。这两个缺点使得管道运输无法被广泛使用。

（六）邮政运输
邮政运输（ｐａｒｃｅｌ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是指通过邮局寄交进出口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邮

政运输比较简便，只要卖方根据买卖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条件和邮局的有关规定，向邮局办
理寄送包裹手续，付清邮费，取得收据，就完成交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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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政运输分为普通邮包和航空邮包两种，对每件邮包的重量和体积都有一定的
限制。如一般规定每件邮包长度不得超过１ｍ，重量不得超过２０ｋｇ，但各国规定也不完全
相同，可随时向邮局查询。邮政运输一般适合量轻体小的货物，如精密仪器、机械零配件、
药品、样品和各种生产上急需的物品。

（七）集装箱运输
集装箱运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ｆｒｅ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是指以集装箱这种大型容器为载体，将货物

集合组装成集装单元，以便在现代流通领域内运用大型装卸机械和大型载运车辆进行装
卸、搬运作业和完成运输任务，从而更好地实现货物“门到门”运输的一种新型、高效率和
高效益的运输方式。其具有高效益、高效率、高投资、高协作和易于实现多式联运等特点。

（八）国际多式联运
国际多式联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是在集装箱运输的基础上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是指按照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
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的接管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地点的货物运输方式。其具有
手续简便、运输效率高、运输成本低等特点。

国际多式联运适用于水路、公路、铁路和航空多种运输方式。在国际贸易中，由于
８５％～９０％的货物是通过水运完成的，因此，水运在国际多式联运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
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上，除了考虑运输成本和运输速度外，还需要综合考虑货

物的性质、运输批量、运输距离、客户的具体要求、运输的风险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具体分
析如下。

从货物品种及性质、形状因素来看，货物品种及性质、形状应在包装项目中加以说明，
选择适合这些货物特性和形状的运输方式。

从运输时限因素来看，运输时限必须与交货日期相联系，必须调查各种运输方式所需要
的运输时间，根据运输时间来选择运输方式。各种运输工具可以按照它的速度编组来安排
日程，加上它的两端及中转的作业时间，就可以算出所需的运输时间。在商品流通中，要研
究这些运输方式的现状，进行有计划的运输，有一个准确的交货日期是基本的要求。

从运输成本因素来看，运输成本因货物的种类、重量、容积、运距不同而不同。而且，运输
方式不同，运输成本也会发生变化。在考虑运输成本时，必须综合考虑运费与其他物流子系统
之间存在着互为利弊的关系，不能只考虑运输费用来决定运输方式，要由总成本来决定。

从运输距离因素来看，一般情况下可以参照以下原则：３００ｋｍ以内，优先采用公路运
输；３００～５００ｋｍ，优先采用铁路运输；５００ｋｍ以上，且对时效性要求不太高的，优先采用水
路运输；５００ｋｍ以上，且对时效性要求很高的，建议直接采用航空运输。一般来说，这样
选择是比较经济合理的。

从运输批量因素来看，大批量运输成本低，一般来说，１５～２０ｔ以下的货物采用公路运
输；１５～２０ｔ以上的货物采用铁路运输；数百吨以上的原材料之类的货物，应选择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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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看，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方案总体上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方案

商品的性质、数量、运输距离 运输方式
贵重或急需的货物（数量不大、长途） 航空运输
贵重或急需的货物（短途） 公路运输
容易死亡、变质的活物、鲜货（长途且数量大） 铁路运输
容易死亡、变质的活物、鲜货（长途且数量不大） 航空运输
大宗笨重的货物（远距离运输） 水路运输或铁路运输

练一练１２
１．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绝大部分通过（　　）。
Ａ．公路运输　Ｂ．铁路运输　Ｃ．水路运输　　　　　Ｄ．航空运输
２．水路运输的特点不包括（　　）。
Ａ．运量大　　Ｂ．运费低廉　Ｃ．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Ｄ．风险小

第五节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定义与业务范围

（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定义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３日经贸部颁布的《关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行业管理的若干规定》最早
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是介于货主与承运人之间的
中间人，是接受货主或承运人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办理国际货物运输业务的企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９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

定》进一步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定义进行了明确规定：国际货运代理是指接受进出口收
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及相关业
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行业。

托运人、国际货运代理人和承运人的关系示意图如图１２所示。

知识链接１３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ＦＩＡＴＡ）对国际货运代理的定义为：国际货运代理是根

据客户的指示，并为客户的利益而揽取货物运输的人，其本身并不是承运人。国际货运
代理也可以依这些条件，从事与运输合同相关的活动，如储货（也含寄存）、报关、验收和
收款等。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允许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接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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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托运人、国际货运代理人和承运人的关系示意图

运人的委托，代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我国国际海上运输除外），即作为承运人
的代理人。

（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业务范围
１．为发货人服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可以为发货人提供以下服务。
以最快最省的运输方式，安排合适的货物包装，选择货物的运输路线；向客户建议仓储

与分拨；选择可靠、效率高的承运人，并负责缔结运输合同；安排货物的计重和计量；办理货
物保险与拼装；装运前或在目的地分拨货物之前把货物存仓；安排货物到港口的运输，办理
海关和有关单证的手续，并把货物交给承运人；代表托运人／进口商承付运费、关税；办理有
关货物运输的任何外汇交易；从承运人那里取得各种签署的提单，并把它们交给发货人；通
过承运人与货运代理在国外的代理联系，监督货物运输进程，并使托运人知道货物去向。
２．为海关服务
当货运代理作为海关代理办理有关进出口商品的海关手续时，他不仅代表他的客户，

而且代表海关部门。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他得到了这些部门的许可，办理海关手续，并对
海关负责，负责在签发的单证中申报货物确切的金额、数量、品名，以使政府在这些方面不
受损失。
３．为承运人服务
货运代理向承运人及时定舱，议定对发货人、承运人都公平合理的费用，安排适当时

间交货，以及以发货人的名义解决和承运人的运费账目等问题。
４．为航空公司服务
货运代理在空运业务上，充当航空公司的代理。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空运货物为

目的而制定的规则上，他被指定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代理。在这种关系上，他利用航空
公司的货运手段为货主服务，并由航空公司支付佣金。
５．为班轮公司服务
货运代理与班轮公司的关系，随业务的不同而不同，近几年来由货代提供的拼箱服

务，已经使其与班轮公司及其他承运人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然而一些国家却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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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货运代理支付佣金，所以货运代理也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对佣金的要求。
６．提供拼箱服务
国际贸易中集装运输需求的增长，引发集运和拼箱的服务，在提供这种服务的过程

中，货代发挥委托人的作用。集运和拼箱是指把一个出运地若干发货人发往另一个目的
地的若干收货人的小件货物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件运输的货物发往目的地的货代，并通
过他把单票货物交给各个收货人。拼箱的收、发货人不直接与承运人联系，对承运人来
说，货代是发货人，而货代在目的港的代理是收货人。承运人给货代签发的是全程提单或
货运单。如果发货人或收货人有特殊要求的话，货代也可以在启运地和目的地从事提货
和交付服务，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７．多式联运服务
货运代理可以充当主要承运人，为发货人提供多式联运服务。它可以以当事人的身

份，与其他承运人或其他服务提供者分别谈判并签约。但是，这些分拨合同不会影响多式
联运合同的执行，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发货人的义务和在多式联运过程中他对货损及灭失
所承担的责任。

知识链接１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国际货代

企业可以从事下列全部或部分业务。
（１）揽货、订舱（含租船、包机、包舱）、托运、仓储、包装。
（２）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的拆箱、分拨、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３）报关、报检、报验、保险。
（４）缮制签发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及交付杂费。
（５）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６）国际多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拼箱）。
（７）国际快递（不含私人信函）。
（８）咨询及其他相关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管理
（一）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管理体制

　　综观世界各国（地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行业管理体制，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模式。
１．苏联模式（东欧国家、越南、朝鲜、蒙古国等）
特点：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管理，采用独家垄断经营或多家骨干企

业为主的经营模式；国内货运代理行业由交通运输部门管理。
２．美国模式
特点：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陆海空三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分别对货运代理业进行管

理，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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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韩国模式（韩国、新加坡）
特点：航运和货运代理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允许多家经管，相互之间开展

竞争。
４．日本模式（日本、比利时）
特点：所有运输方式下的货运代理皆由交通运输部门管理。
５．德国模式（德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
特点：政府不负责货运代理行业具体管理，主要由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管理，经工商登

记的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货运代理业务。
（二）我国现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行业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行业管理涉及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国国际货

运代理协会和国务院公路、水路、铁路、航空、邮政运输、联合运输等主管部门等多个主体。
其各自职责分析如下。

（１）商务部：我国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的主管部门。
（２）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商务部的授权下，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际货运代理业

实施监督管理。
（３）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在商务部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与指导下，协助政

府有关部门加强行业管理。
（４）国务院公路、水路、铁路、航空、邮政运输、联合运输等主管部门：根据与本行业有

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

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行业组织
（一）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ＦＩＡＴＡ）是世界国际货运代理的行业组织，其英文名称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其法文缩写是ＦＩＡＴＡ，被
称为“菲亚塔”，并被用作该组织的标识。
ＦＩＡＴＡ由１６个国家的货运代理协会于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１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成立，总

部设在瑞士苏黎世，并分别在欧洲、美洲、亚太、非洲和中东四个区域设立了地区办事处，
任命有地区主席。ＦＩＡＴＡ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其宗旨是保障和提高国际货运代理在
全球的利益。ＦＩＡＴＡ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ＦＩＡＴＡ每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
代表大会，所有会员都可以参加。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其会员来自全球１６１个国家和地区
的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包括１０６家协会会员和近６０００家企业会员。

目前，ＦＩＡＴＡ起草了《国际货运代理示范法》，拟定了《国际货运代理标准交易条件》，
制定了８套标准格式的ＦＩＡＴＡ单证。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以一般会员的身份，于
１９８５年加入该组织。目前在中国，ＦＩＡＴＡ共拥有四个一般会员［除中外运外，还包括中
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ＩＦＡ，２００１
年加入）、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的货运代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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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１９９２年，上海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２０００年９月６日，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ＣＩＦＡ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全
国性行业组织。

ＣＩＦＡ宗旨是：协助政府部门加强对我国国际货代行业的管理；维护国际货代业的经
营秩序；推动会员企业间的横向交流与合作；依法维护本行业利益；保护会员企业间的合
法权益；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货代业的发展。其业务范围是：协助政府主管部门依法规范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经营行为，整顿行业秩序；开展行业市场调研，编制行业统计；组织行业
培训及行业发展研究；承担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的部分职能；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
务；代表全行业加入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开展同业国际交流。

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成立以来，为规范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经营秩序、维护国际货运
代理企业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维护国际货运代
理行业经营秩序，促进了有关法规和规章的修改。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５日，中国国际货运代理
协会颁发《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标准交易条件》，并推荐会员使用。该标准交易条件采
纳ＦＩＡＴＡ的《国际货运代理示范法》，并吸纳了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和标准交易条件。

知识链接１５
据２０１６年６月中商情报网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咨询公司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公司发布了２０１６年全球货运代理ＴＯＰ２５排行榜。作为唯一进入十强
的中国企业，招商局集团旗下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ＳＩＮＯＴＲＡＮＳ”）位
居第五名，相比２０１５年有所提升。

全球货运代理前十名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全球货运代理前十名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１ ＤＨＬ供应链＆全球代理 ６ Ｅｘｐｅｄｉｔｏｒｓ康捷
２ 德迅 ７ Ｐａｎａｌｐｉｎａ泛亚班拿
３ ＤＢ辛克物流 ８ ＵＰＳ供应链
４ 日本通运 ９ ＤＳＶ德思威
５ ＳＩＮＯＴＲＡＮＳ １０ Ｈｅｌｌｍａｎｎ海尔曼全球物流

第六节　国际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规主要涉及国际海上运输合同和提单。其中，国际海上运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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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包括租船运输合同和班轮运输合同。其中，租船运输适用于运送大批货物。班轮运输
是指承运人接受不同托运人的托运，将分属不同托运人的货物使用一船，按照固定的
船期、固定的航线、固定的顺序挂靠相应的港口，并以固定的费率收取运费的一种海上
运输形式。班轮运输是海上运输的主要形式，由此，班轮运输合同构成了海上运输法
的基础。

提单是货物运输的重要法律文件，是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货物已由承运人接管或
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据。根据不同的标注，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种
类。鉴于海运提单的重要性，本书将会在第二章对其加以详述。

目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主要有：《海牙规则》（１９２４年）、《维斯比规则》
（１９６８年）和《汉堡规则》（１９７８年）。现将其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适用范围。《海牙规则》适用于在任何缔约国签发的一切提单。《汉堡规则》在
此基础上扩大其适用范围，规定：①装货港在一缔约国内；②预订的卸货港或实际的卸货
港在一缔约国内；③提单或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其他单据在缔约国内签发；④提单或证明
海上运输合同的其他单据规定，公约的各项规定或使其生效的国内立法，约束该提单；
⑤依据租船合同签发的提单，同时对承运人和非属承租人的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加以
制约，则该提单适用《汉堡规则》。

第二，承运人责任起讫。从《海牙规则》规定的，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
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扩展为承运人在装货港接管货物时起至卸货港货交收
货人为止，货物在承运人掌管之下的整个期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海上运输实践中一直
采用《海牙规则》规定的责任起讫时间。新颁布的《海商法》做了新的规定，对集装箱货物
和非集装箱货物的运输加以区分，并在承运人承担责任上分别作出规定：对于集装箱装运
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
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其责任期间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
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对于装船前和卸船后所承担的责任，由双方协
议决定。这样，对非集装箱货物适用《海牙规则》，而对集装箱货物承运人的责任起讫适用
《汉堡规则》（《海商法》第４６条）。

第三，赔偿责任。《汉堡规则》把《海牙规则》中承运人的不完全过失责任改为承运人
的推定完全过失责任，即除非承运人证明他本人及代理人和所雇用人员为避免事故的发
生及其后果已采取了一切合理必要的措施，否则，承运人对在其掌管期间因货物灭失、损
坏及延迟交货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第四，货物。《海牙规则》中，货物的概念不包括舱面货物和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及活动
物。《汉堡规则》规定，承运人只有与托运人达成协议或符合特定的贸易习惯或为法规或
条例要求时，才能在舱面载运货物，否则要对舱面货物发生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对于活动
物，只要承运人证明是按托运人对该动物作出的指示办事，则将动物的灭失、损坏或延迟
交货造成的损失视为运输固有的特殊风险而不承担责任。我国《海商法》中也规定了与之
相类似的内容。

第五，赔偿金额。《汉堡规则》将《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的规定提高到每件或其
他装运单位８３５计算单位或相当于毛重每千克２．５计算单位的金额，以较高者为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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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单位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特别提款权（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ＤＲ）。对于延
迟交货，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以相当于该延迟交付货物应付运费的２．５倍为限，但不得超过
海上运输合同中规定的应付运费金额。

第六，保函。《汉堡规则》将保函合法化。规定托运人为取得清洁提单向承运人出具
承担赔偿责任的保函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有效，但对提单受让人包括收货人在内的任
何第三方无效。在发生欺诈的情况下（无论是托运人还是承运人），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且不能享受公约规定的责任限制利益。

第七，索赔与诉讼时效。《汉堡规则》将《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规定的１年时效
改为２年，如果接到索赔要求人的声明可以多次延长。收货人应在收到货物次日，将损失
书面通知承运人。如货物损失属非显而易见的，则在收货后连续１５日内，《海牙规则》规
定３天内，我国《海商法》规定７天内，集装箱在运输交付货物次日起１５天内，延迟交货应
在收货后连续６０天内将书面通知送交承运人，否则，收货人丧失索赔权利。

第八，管辖权。对此，《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均未做规定。《汉堡规则》规定，原
告就货物运输的法律程序，可就法院地做下列选择：①被告主营业所所在地或惯常居所所
在地；②合同订立地，且合同是通过被告在该地的营业所、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订立的；
③装货港或卸货港；④海上运输合同中指定的其他地点。

总结来看，《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主要区别点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３　《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主要区别点

主要区别点 《海牙规则》
（维护船方利益）

《汉堡规则》
（维护货方利益）

责任基础 不完全的过失责任制 完全的过失责任制
免责 航行过失、火灾过失＋无过失免责 无过失免责
责任期间 装到卸 接到交（管货期间更长）
责任限制（管货期间）低 高
关于延迟责任 无规定 承担责任（不得通过约定免责）

关于实际承运人 无规定 与承运人共负连带责任（不得通过约定
免责）

关于舱面货和活牲畜无规定 适用（不得通过约定免责）

关于保函 无规定 承认善意保函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有
效（不得通过约定免责）

诉讼时效 １年 ２年

二、国际陆路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目前，国际陆路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主要有：《国际铁路货物联合运输协定》（以下简

称《国际货协》）（１９５１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国际货约》）（１９６１
年）和《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１９５６年）。



第一章　国际货物运输基本概述 ２１　　　

其中，《国际货协》于１９５１年在华沙订立，我国于１９５３年加入。１９７４年７月１日生
效的修订本，其成员国主要是苏联、东欧各国加上我国、蒙古国、朝鲜、越南等共计１２国。
《国际货约》于１９６１年在伯尔尼签字，１９７５年１月１日生效。其成员国包括了主要的欧
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瑞士、西班牙及东欧各国，此外，还有西亚的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共２８国。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货协》的东欧国家又是《国际货约》的成员国，这样《国际货协》国
家的进出口货物可以通过铁路转运到《国际货约》的成员国，这为沟通国家之间铁路货物
运输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国是《国际货协》的成员国，凡经由铁路运输的进出口货
物均按《国际货协》的规定办理。

三、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目前，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主要有：《华沙公约》（１９２９年）、《海牙议定书》

（１９５５年）和《瓜达拉哈拉公约》（１９６１年）。
其中，《华沙公约》于１９２９年在华沙签订，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３日生效，我国１９５８年加入

该公约。《海牙议定书》于１９５５年９月签订，１９６３年８月１日生效，我国于１９７５年加入该
议定书。《瓜达拉哈拉公约》订于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生效，但我国未加入该公约。

四、国际多式联运运输规则与惯例
目前，国际多式联运运输规则与惯例主要有《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联合

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是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４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联运会议第
二次会议上，经与会的８４个贸发会议成员国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
约》全文共４０条和１个附件。该公约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单据、联运人的赔偿责任、发货
人的赔偿责任、索赔和诉讼、补充规定、海关事项和最后条款８个部分。

五、我国关于国际货物运输的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关于国际货物运输的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与之相关的法律、法

规以及规章列举如下。
１．法律
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海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等。
２．法规
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海运条例》。
３．规章
规章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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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１３
１．海洋运输一般分为班轮运输和（　　）。
Ａ．定期运输　Ｂ．租船运输　Ｃ．专线运输　Ｄ．内河运输
２．下列哪项海运规则明显偏袒承运人的利益而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
Ａ．《华沙规则》　Ｂ．《汉堡规则》　Ｃ．《海牙规则》　Ｄ．《维斯比规则》
３．根据《海牙规则》，向船方索赔的时效规定为自货物卸船之日起（　　）年内。
Ａ．半　　　　Ｂ．一　　　　Ｃ．二　　　　Ｄ．三

京津冀首列“中亚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

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伴随一声清脆的汽笛声，“好望角号”中亚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
该班列从邢台始发，途经石家庄、太原、乌鲁木齐，经行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乌兹别克斯
坦的塔什干，全程４９８９ｋｍ，运行时间８～１０天。本次班列共５１节车厢，装载５２个２０英
尺集装箱、２５个４０英尺集装箱；主要货物为木地板、自行车零件、玻璃等，共计约１８００ｔ，
货值约１１８万美元。

为保证班列顺利运行，石家庄海关隶属邢台海关组建专门课题组，开展中亚班列运输
专题研究，从中欧班列运营模式和其他中欧班列优缺点比较以及运行机制建设等多个方
面开展深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该关还派专人赴霍尔果斯进行沟通协调，
最终确定采用“一体化”通关模式。同时积极帮助地方政府理顺铁路运行机制，促成中亚
班列进一步压缩成本，降低货物堆场费用。

中亚班列在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尚属首列，列车货物是在邢台报关、单证放行，霍尔果
斯实物放行后，直达塔什干，填补了没有从邢台出发的国际班列空白，“邢台制造”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又多了一条新通道。

以平乡亚特西车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企业，在中亚班列
开通前，公司生产的自行车及零配件都需要先运到郑州、北京、天津等地，然后走国际货运
线路运往塔什干，需要２５天左右，中亚班列开通后，仅需８～１０天。这次首发中亚班列
上，就有该公司１３个车厢的货物。

中亚班列的开通，使京津冀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的水果、棉花
等商品也会运回邢台，通过邢台再销往各地。下一步，在实现常态运营的基础上，“好望角
号”班列将由中亚逐步延伸至西亚、欧洲国家。

资料来源：网易财经．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７１３／０９／ＢＲＲＨＨ１Ｂ６００２５３Ｂ０Ｈ．ｈｔｍｌ．（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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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与关键术语

练习思考题
１．国际货物运输的定义及其特点是什么？
２．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当事人有哪些？
３．简述国际货物运输的方式及其优缺点。
４．如何合理选择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５．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定义及其业务范围是什么？
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行业组织有哪些？
７．简述国际货物运输规则与惯例。

即测即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