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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法：拟订[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荷兰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为准备举行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七届会议，荷兰政府提交了一份提

案案文以便纳入[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中关于交付记名人提
单的条款，供工作组审议。现将该提案案文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予以转载，作

为本说明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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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荷兰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提案 
 

一. 导言 
 
1. 在[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中，提到可转让运输单证和不
可转让运输单证（当然还提到它们的各种电子翻版）。在 A/CN.9/WG.III/WP.56
号文件中，第 1(o)和(p)条草案对这两种单证作了界定。随后，公约草案制订了
关于每种单证的规则。 

2. 然而，实际上还有一种运输单证也被使用，在许多法域，这种运输单证的
法律效力在某些方面介于可转让和不可转让运输单证之间：以记名人为收货人

的提单
1
。这种单证可能有不同的名称，如“直交提单”、“记名提单”、“直

接提单”等。
2 

3. 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法律很不统一。收货人是否必须向承运人出示这种
单证以便在目的地收取货物？这种单证是否是一种所有权单证？其内容对于收

货人是否是最终证据？这种单证对于承运人是否体现权利？在权利从托运人转

让给收货人的情况下，可以或必须采用何种方法？ 

4. 在不同的法域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大相径庭。在相同的法域也可能有不同的
看法。尽管记名收货人提单的使用已有很长时间，但有关这种单证的法律的不

确定性仍在一些法域引起诉讼。此外，源于这类诉讼的判例法并不总是有助于

实现统一性。 

5. 有人会说，公约草案中的新条款使得记名收货人提单成为多余。有一点是
可以商榷的：这种提单的所有商业功能都能够在新条款（如关于交货、控制权

和权利的转让的条款）下得以实现，办法或者是使用普通不可转让运输单证

（如海运货单），或者是使用经托运人背书的记名收货人的普通可转让运输单

证（如指示提单）。 

6. 然而，不可能期望记名收货人提单的普通使用者对这两种备选办法作出明
确的选择。一旦公约草案生效，更有可能的是，习惯于请承运人签发一份记名

收货人提单的托运人将继续这样做。结果，未来这种运输单证的使用要遵循一

般适用于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规则
3
，而这可能并不是当事方的意图。当然，他

们可以通过合同表明不执行公约草案中的规则
4
，并对其单证进行调整以符合其

具体的商业需要。但是，这是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吗？鉴于目前有关记名
__________________ 

 1 多数法域将此种单证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但也有一些法域将记名收货人

提单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可转让运输单证。 

 2 由于这些词语根据国家法律可能具有某种法定内涵，本提案尽可能保持中性，将这种运输单
证称为“记名收货人提单”。 

 3 见下文第 9段。 

 4 假定有关运输单证法律效力的条款不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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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人提单的法律不统一，这些疑问不无道理。如果这些假定是正确的，那么

最终结果可能是新公约将在使用记名收货人提单方面增加不确定性，不是减少

这种不确定性。 

7. 显然，必须避免这样的结果：任何贸易法公约的目的都是在可能和可实现
的情况下提供法律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因此，荷兰代表团认为，公约草案宜将

记名收货人提单作为单独一类单证来处理，并应为法律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而尽

量规定一些有关这种运输单证的规则。 

8.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在讨论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可能的规则时，
应注意以下法律方面： 

 (a) 向指定的收货人交付货物， 

 (b) 控制权的分配及其转让， 

 (c) 单证的证据效力， 

 (d) 权利的转让。 
 

二. 具体建议 
 

9. 然而，在讨论这些法律方面问题之前，必须注意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适
当定义。公约草案没有给予很多帮助，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到提单。国内法也往

往未对提单作出界定。不过，文书草案第 1(o)条将“可转让运输单证”界定为
表示货物已按指示交付或向持单人交付的单证。由此可见，表明货物已交付给

一位记名人的单证在文书草案范围内属于不可转让单证的范畴。 

10. 此外，根据运输法，提单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单证中的记名人（直接记名
或作为被背书人记名）或成为持单人的人（当单证直接以持单人为收货人或者

空白背书时）有权行使该单证所证明的运输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这种赋权功

能伴随一项要求，持单人要行使该权利，必须向承运人出示或交出该单证。因

此，出示规则似乎是记名收货人提单定义的第二个主要要素。 

11. 海运货单也是一种通常以记名人为收货人的不可转让单证。为了将记名收
货人提单与这种海运货单区别开来，并充分体现其赋权功能，定义中的第三个

要素应包括必须在单证中说明出示规则。 

12.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的提案对记名收货人提单定义如下： 

 “一种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 

13. 因此认为，如果一个运输单证注明是给记名人并且该单证中没有以某种形
式说明出示规则，那么公约草案关于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所有条款都适用于这 



 

4  
 

A/CN.9/WG.III/WP.68  

种单证，即使这种单证被称为“提单”。
5, 6 

14. 当按照上段中的建议定义记名收货人提单时，第 48 和 49 条草案中关于交
货的规定就不再适合这种单证。因此，下面接着提出应适用于记名收货人提单

的新的第 48 条之二草案的提案。这一新条款结合了第 48 和 49 条草案中我们认
为与此种单证的使用有关的要素。 

15. 新的第 48 条之二草案“在签发了要求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情况
下的交货” 

  在签发了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各

款： 

  (a) 承运人必须在第 11(4)条所提及的时间和地点，在收货人交出不可
转让单证并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后，将货物交给收货人。上述两项要求有

一项得不到满足，承运人可拒绝交货。如果所签发的不可转让单证不止一

份正本，只须交出一份正本即可，其他正本随即失效。 

  (b) 如果收货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没有要求承运人交货，或者承运
人因收货人未能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或未交出单证而拒绝交货，承运人必

须将情况通知托运人。在这种情形下，托运人必须就货物的交付发出指

示。如果承运人在作出合理的努力后仍无法确定和找到托运人，则为本款

之目的，第 34 条提及的人被视为托运人。承运人根据本款规定按照托运人
的指示交付了货物，即应解除其根据运输合同交货的义务，不论该不可转

让运输单证是否已经交给承运人。 

16. 关于电子形式单证的相应规定于是变为： 

 新的第 48条之三草案. “在签发了要求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
的情况下的交货” 

  在签发了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后的情况下适用

以下各款： 

  (a) 承运人必须在第 11(4)条所提及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交给电子记录
中指定为收货人和对电子记录拥有排他控制权的人。交货后该电子记录即

__________________ 

 5 据认为，按照当前的做法，必须在单证中注明出示规则要求。当托运人请承运人在提单中写
明以记名人作为收货人时，承运人将使用其标准提单表格。在没有关于提单的法定统一定义

的情况下，这些标准表格几乎无一例外都包括合同规定的出示规则，因为该单证的赋权功能

是承运人与货权方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过去几年来，大多数银行也已成为在提单中列

入出示规则的支持者。 

 6 有人认为这一描述可能包括仅仅是收据的运输单证。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如果收
据列入一项出示规则，它就具有这样一种法律地位，即如果需要，所提议的条款经适当变通

后也可适用于这种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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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失效。如果声称是收货人的人未能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和未能根据第 6
条7提及的程序证明其对该电子记录拥有排他控制权，承运人可拒绝交货。 

  (b) 如果收货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没有要求承运人交货，或者承运
人依照(a)款的规定拒绝交货，承运人必须将情况通知托运人。在这种情形
下，托运人必须就货物的交付发出指示。如果承运人在作出合理的努力后

仍无法确定和找到托运人，则为本款之目的，第 34 条提及的人被视为托运
人。承运人根据本款规定按照托运人的指示交付了货物，即应解除其根据

运输合同交货的义务，不论收取货物的人能否根据第 6 条提及的程序证明
其对该电子记录拥有排他控制权。 

17. 关于控制权，公约草案第 56 条草案规定，就不可转让运输单证而言，这项
权利可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包括（最初）收货人。这样，银行可控制该货物。

但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出示规则载有这要一项要求，即控制权的任何转让只

能在托运人和单证中指定的收货人之间进行。持有以记名人（银行本身除外）

为收货人的提单的银行不能主动地行使控制权。它只是被动地有权防止其他任

何人在货物运输期间行使控制权。出示规则的另一个要求是控制权的转让和单

证的转让必须同时进行。 

18. 基于以上所述，建议对第 56 条草案增加新的一款。该新款结合第 56 条草
案其他各款中我们认为与记名收货人提单的使用有关的其他要素。 

19. 第 56条的新款 

  在签发了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或不可转让电子运输

记录的情况下适用以下规则： 

  (a) 托运人是控制方。单证一经转让，或电子记录根据第 6 条提及的
程序转让给指定的收货人，该人即成为控制方，托运人即失去其控制权。

如果所签发的单证不止一份正本，则必须转让所有正本，控制权的转让方

可生效。 

  (b) 为行使控制权，控制方必须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如果承运人要
求，必须向承运人出示不可转让单证，或就电子记录而言，控制方必须根

据第 6 条提及的程序证明其对该电子记录拥有排他控制权。如果所签发的
单证不止一份正本，则必须出示所有正本，否则不能行使控制权。 

  (c) 控制方发出的第 54 条(c)款所提及的任何指示根据第 57 条生效
后，即必须在不可转让单证或不可转让电子记录中作出说明。 

20. 关于记名人手中的记名收货人提单的证据效力，可在以下两种办法中任选
一个： 

 ㈠ 依照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普通规则：该单证根据第 43 条(a)款的规定是
初步证据， 

__________________ 

 7 必须对第 6 条草案进行修改以便反应关于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电子记录的适当使用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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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强调记名收货人提单给予该人的附加安全性以及该单证成为对承运人
的最终证据而给其带来的附加益处。 

本文中没有在这两种办法之间作出具体选择。下段只包括起草方面的建议。 

21. 如果选择上段中的办法㈠，则无需新的案文，因为第 43 条(a)款已涵盖了这
一备选方案。但如果选择办法㈡，则需要新的案文，该案文或者作为第 43 条(b)
款第㈡项的备选案文 C，或者作为对第 43 条(b)款第㈢项这一规定增加的内容。
该新案文的内容如下： 

 第 43 条(b)款新加的一段，或者替代(b)款第㈡项的备选案文，或者作为新
的(b)款第㈢项 

 “注明必须交单取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或不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已签发，

此种单证或记录已转让给善意的收货人。” 

22. 关于记名收货人提单项下权利的转让，主要问题是这种单证是否体现权
利。通常情况下，不可转让单证不体现权利。但在一些法域，记名收货人提单

被视为一种所有权单证。一项关于所有权单证的一般规则是，该单证本身体现

持单人能够行使的权利。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法转让记名收货人提单

下的权利。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带有很强的理论性，有时即使是在同一法域内也

存在不同的意见。此外，关于某种运输单证是否是所有权单证的问题不属于公

约草案的范围。因此，我们建议，记名收货人提单下的权利的转让问题应留给

国内法律解决。第 63 条中确定了对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根据其启首语，第
63条也适用于本文件提案中所描述的记名收货人提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