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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编写一部双语教学用的导读教材。
出版社提供的教材就是这本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当时对该书的感觉是篇幅恰当、浅显易懂，比较适于做中国学生的双语教材。
但随着对该书阅读的深入，自己竞喜欢上这本书了，情不自禁地要向中国法学学生强力推荐这本书。
　　相比对宪法、民法和刑法的熟悉，中国法律院校的学生普遍对国际贸易法（包括国际经济法）感
到陌生，主要原因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这方面的内容。
国际贸易法涉及许多国际规则，需要从跨境这一角度思考问题，这种情形要求学生改变国内法的惯性
思维模式。
另外，国际贸易法是一门交易法，其框架围绕交易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比较具体，这与民法或刑
法的完整体系和逻辑结构又有不同。
因此，国内教授国际贸易法或国际经济法的教师，也普遍感觉需要在教材上下工夫，协调好内容繁杂
与知识体系的问题。
许多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教与学的最佳方法。
其目的很明确：要让学生既掌握国际贸易法的知识结构，又掌握国际贸易法的基本规则，为学生今后
实际处理国际贸易涉及的法律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而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这本教材正符合这一目的。
加上中文导读，学生可以在英语和法律方面双丰收。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该教材的目标是“用浅显的语言介绍和澄清”国际贸易法的相关问题。
其读者对象是国际贸易法的初学者。
教材的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法的框架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提供过于详细的
、深奥的、容易引起迷惑的内容。
可以说，本书就是一块敲开国际贸易法这一知识宝库的敲门砖，打开这一宝库的金钥匙。
一旦进入这一宝库，如何寻宝、寻何种宝物，则由寻宝者自己去决定了。
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全书结构和逻辑性上进行了恰当的安排。
　　全书共包括8个部分和1个附录。
核心内容是第2部分到第6部分。
但其他部分也非常重要，它们为进一步应用所学知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帮助。
其中，第7部分是案例分析训练，这一部分正是国内学生所应加强的。
第8部分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内容，既包括教材，又包括法规；既包括学术文献，又提供了网上资料
；既包括一般学习资料，又提供了实际执业所应了解的大师级著作。
而附录部分则提供了国际上常用的标准合同和相关文书，一方面提供了得之不易的珍贵资料，另一方
面提供了学习借鉴的珍贵指南。
可谓是一册在手，运用自如，甚至可以称其为一部国际贸易法的“葵花宝典”。
　　就本书的核心部分来说，作者采用了多种方式来表达相关内容。
除一般论述外，作者还提供了加深印象的问题单、增强感性认识的图示、相关的经典案例，以及相关
的法律文本。
这些内容正是我们学习国际贸易法所不可缺少的，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阅读提供了索引和方便。
在每一部分最后，作者还提供了思考题和供进一步阅读的材料。
可以说，国内教材编写中使用的技巧，本书已经全包括了。
这种安排也为教师和学生在规定课时之外进一步深入、拓展相关知识提供了可能性和灵活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贸易法>>

内容概要

本书以英国法为主，兼述其他国际规则。
国际贸易法属于商法的范畴，而英国商法源远流长。
无疑，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商法内容和国际贸易法内容。
同时，也应看到，书中有些内容是英国法所特有的，这些内容在使我们了解英国法的同时，也提醒我
们注意到其他法域或国际规则的不同情况。
而这种情形，正是国际贸易法这一跨境交易法的特点。
因此，本书既是国际贸易法教材，又是英国法教材，同时也可以是一部比较法教材。
我们在使用时，应联系中国的相关法律，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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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4.4 与托运人义务有关的船东留置权　　根据普通法，船东对运载的货物享有占有留置权，该
留置权对同一运输合同同一航程的同一收货人的货物行使。
在下述货款没有支付之前，承运人可以拒绝交付货物：交付时应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船东为
保护和保存货物所产生的费用。
　　只要船东适当交付了货物，船东即丧失了普通法上的留置权。
实践中，这一留置权可以通过明示协议延展到普通法规定限制之外。
例如，除已经提到的费用之外的收费、授权船东通过拍卖货物实现留置权。
　　4.2.5 运输单据下的权利转让与责任：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　　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
与实施《海牙维斯比规则》的1971年《货物运输法》并不冲突，它只是替代了1855年《提单法》。
1992年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因为根据普通法，运输合同通常是由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的（除非托运人明确以收货人的代理人行事
）。
在收货人或被背书人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合同的相对关系。
然而，一旦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风险或损失移转给买方／收货人／被背书人，他对货物的安全到达、
运输合同的妥善履行具有极大的利益。
无论货物所有权是否转移，该利益都存在。
为了能够提起侵权诉讼，收货人或被背书人在损害发生时必须具有货物的占有权或所有权。
收货人或被背书人还必须证明承运人的过失。
因而，侵权诉求并不容易确立。
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填补了这一空白。
　　根据1855年《提单法》，运输合同诉权的法定转移，仅限于因提单的转移或背书已经获得货物财
产权的第三方。
因此，诉权对第三方的转移只有在有限的情形下才能够得以实现。
“新的”法律赋予了提单项下的权利和责任，而不考虑财产权转移问题。
与1855年《提单法》不同，1992年法并不限于提单，也包括了海运单和交货单。
1992年法还涉及不能流通转移的提单，但由于不能转让，它们不属于该法的提单范围，而是作为海运
单对待。
　　4.2.5.1 对承运人的诉权作为第三方的提单合法持有人，或根据海运单或交货单接收货物的人，享
有对承运人的诉权，如同其为海运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一样。
然而，在提单不再赋予货物占有权时获得提单，诉权并不转移，除非存在下面任一情形；第一，在提
单不再是所有权凭证之前根据合同义务进行的提单转让；第二，占有提单是货物被拒收的结果。
　　一旦诉权转移给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原当事人或提单的中间持有人享有的诉权消灭。
但应当注意的是，原托运人根据海运单或交货单享有的诉权不受影响。
由于根据1992年法财产权和诉权不相关联，因而不是运输单据持有人的人可能承受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单据的持有人可以代表另一人就该另一人承受的损失提起索赔。
但他无义务这样做。
　　当交货单针对大宗货物的未确定货物时，根据交货单享有的权利限于交货指示相关的货物的权利
，不涉及其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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