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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我国立法与实践，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在提单纠纷解决以及新运输单证的最新
立法与实践，保来罗电子提单规则以及联合国运输法公约草案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力图全面阐释提单
纠纷解决新途径以及新运输单证如海运单，电子提单方面的最新法律规则，澄清运输单证涉及各方的
权利与义务，阐述各种不同运输单证表面记载和证明效力，运输单证转让与单证项下货物所有权的关
系，各运输单证在控制权，目的地交货以及货物损害请求赔偿权方面的不同法律效力等，并对我国海
商法的修改及运输法草案的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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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年，女，安徽合肥人，1968年生，汉族。
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学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硕士，日本九州大学法学博士，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IICA）长期项目研修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海商法海洋法研究中心主任，2007
年获上海浦江人才计划社科项目资助。
中国法学会WT0研究会理事，上海法学会会员，上海律师协会会员，中国海商法协会会员，中国国际
法协会会员，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法律分会委员。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访问研究员（意大利罗马），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运输法客座教授。
曾主持和参加国家及院市课题四项，专业方向为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及海商航运法律。
从事兼职律师多年，擅长处理公司法务，海商海事纠纷，外资兼并收购及涉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
。
 主要著作和论文： 
　　1）2005年11月，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海上货物运输单证的新发展一权利证券概念和法律效力的
重新界定”，19万字，英文，现收录于日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
 
　　2）2004年10月，“论中途停运权-CISG第71（2）在运输合同中的体现”，5000字，英文，获美国
佩斯大学克利夫·史密托夫学生论文大赛优胜奖。
 
　　3）2005年6月，学术研究报告，6000字，英文，“运输单证法律规则的国际协调”，提交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并获证书。
 
　　4）2006年10月，“WTO争端解决中的非违法之诉及对我国的启示”，获2006年第五届《中国
与WTO》国际学术年会论文征文二等奖。
 
　　5）2007年1月，“运输单证若干法律规则再统一一联合国运输法草案评析”，10 000字，英文，在
《统一法律评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学术刊物）发表。
 
　　6）2007年3月，“运输单证转让的法律效力”，9000字，英文，收录于国际贸易与海商法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并做专题报告。
 
　　7）2007年5月，“WTO争端解决中的合理期望原则之剖析”，被收入2007中国国际法年会论文集
并应邀做专题报告。
 
　　8）2000年9月，专著《WTO法律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9）2001年9月，合著《WTO与工业品贸易争端案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0）2002年11月，合著《世贸组织规则与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
 
　　11）2005年5月，合著《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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