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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辩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
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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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于国际航空法内容上的复杂性、学科上的交叉性，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
求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
    （1）多部门法交叉的研究方法。
本书结合了国际法和民法的研究方法，从民事责任和损害赔偿的角度研究有关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
人责任的国际公约，分析了国际航空统一私法规则背后蕴含的民事责任理论。
    （2）法解释学的方法。
本书涉及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公约或规则的介绍和剖析，因此将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从文理解
释和论理解释的角度阐释1929年《华沙公约》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具体规则。
    （3）比较法的方法。
欧美国家对国际航空法的研究已日臻成熟，许多理论和方法值得借鉴。
特别是基于不同的法律文化、法律价值以及不同的国家利益，世界各国在适用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
规则的公约时，态度并不一致。
因此比较研究各国对1929年《华沙公约》的法律实践，对于加深对国际航空运输统一私法规则的理解
不无裨益。
    （4）案例研究的方法。
对国际公约的研究离不开适用公约的生动案例，各国关于国际航空旅客运输纠纷的判例卷帙浩繁、汗
牛充栋。
为了对国际公约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和实践性，本书将大量引用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方面的经
典案例，特别是作为第一航空大国的判例法国家——美国的相关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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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冰，山东省潍坊市人。
1906年至2003年就读于烟台大学法学院，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于华东政法大学
获得法学博干学位，2008年—2009年作为教育部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与研究。
现任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讲师，上海法学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合同法、物权法。
曾发表《论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现状与完善》、《论客运航班延误及其民事责任》等十余篇学
术论文，参编《民法分论》、《合同法》等多部民法教材，主持并参加过多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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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修订《华沙公约》的原因　　自《华沙公约》生效后的20多年间，国际航空运输业迅猛发展
，加入《华沙公约》的国家日益增多。
然而公约固有的一些缺陷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来，各国在适用和解释公约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
，《华沙公约》遭遇了第一次危机。
　　（一）责任限额高低之争　　《华沙公约》对每位旅客12.5万普安卡雷法郎的赔偿限额是参照当
时参加会议的23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定的。
随着公约加入国的增多，关于承运人责任限额的高低问题便成为各国争执的一个焦点。
一些经济比较落后、航空业刚刚兴起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华沙的责任限额过高，因此不愿参加公约；一
些已加入公约的国家认为限额标准基本符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希望继续维持公约的责任限额；以
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则认为，公约的责任限额已经不能适应航空运输业的发展现状，已经远远
落后于他们国内对旅客提供的保护，因此要求提高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高低之争实质上反映出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的利益冲突。
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较低，提高承运人的责任限额不但不能使本国旅客得到更多的赔偿，反而会加大
本国承运人的经营成本，加重他们的负担，最终对本国航空业的发展造成损害。
而一些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较高，其国内对旅客伤亡的民事赔偿数额远远高于华沙规则的责任限额，因
此对《华沙公约》不能有力地保护本国旅客的利益表示出强烈不满。
以美国为例，其国内航班的旅客人身伤亡诉讼通常依据《非正常死亡法》提起，损害赔偿的数额是根
据本人收入和预期收入标准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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