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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河运输作为现代综合运输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化运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我国对外开放的影响力愈来愈强盛的今天，国内航运市场也渐渐增强其自身与国际海运的联系，内河运

输肩负着更为显著的时代要求。然而自2016年《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被明文废除后，规范内河货物

运输活动的法律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借此修改《海商法》的契机，本文将探讨内河货物运输纳入到《海

商法》的调整范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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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integrated transport system, inland river transport play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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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modern transport. Nowadays,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the domestic shipping market is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its own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inland river transportation is 
shouldering more significant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However, since 2016, when The Regula-
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s were abolished, the laws regulating the 
transport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s are actually in a blank stat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re-
vising the Maritime Law,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the transport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s into the adjustment scope of the Maritim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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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地貌塑造了诸多不同规模的河流和湖泊，为我国内河运输的发展提供了优

越的地理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内河货物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

2020 年 5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19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全国港口完

成货物吞吐量 139.51 亿吨，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内河港口完成 47.63 亿吨，增长 9.0% [1]。自 2016
年《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被明文废除后，规范内河货物运输活动的法律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借此

修改《海商法》的契机，本文将探讨内河货物运输纳入到《海商法》的调整范围的可能性，希望能进一

步完善我国水上货物运输法律的体系构架。 

2. 国内外内河货物运输法律适用现状 

目前我国水上货物运输由三部分组成：国际、沿海和内河货物运输，其中国际货物运输适用《海商

法》第四章，《海商法》第 2 条第 2 款 1 则将我国港口间的沿海货物运输排除在了《海商法》第四章的

适用范围之外，维系了国内水上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行不同法律制度的传统做法，即“双轨

制”[2]。 
2000 年 8 月 28 日，交通部颁布《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其适用范围为我国

沿海及境内可航水域的货物运输。在《货规》有效期内，为实现贸易方便快捷化，合同双方在协商和签

订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时，可参照《货规》中有关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承运人、托运人和收货人行为

的相应规定，拟定部分权利义务条款，以使得双方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此外，在海事审判活动中，对

于无法依据《合同法》等法律规范的事项，审判人员可以参照《货规》确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3]，
尽管《货规》的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但其在水运实践和司法审判中发挥的作

用仍不可忽视。 
由于《货规》的部分规定在上位法中并无相应规定作为依据，导致《货规》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不

符合《立法法》的要求。交通运输部于 2016 年通过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废止 20 件交通运输规章的决定》，

至此在我国存续 40 多年的《货规》的废止，由部门规章调整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现象不复存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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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商法》第 2 条第 2 款： 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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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航运的复杂性以及内河立法的不健全，决定了内河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4]。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在国家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带动下，走向更深入的发展，此时，完善内河货物运输领域的相

关法律是时代的召唤和国家发展的使然。 

放眼国外，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内河航道货运密度高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德两国处于领先水平。

长期以来，美国非常重视内河航运的发展，并制定法律、法令保护内河航运发展，其所有内河航道的开

发建设和维护费用均由国会拨款。2011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11 交通运输白皮书”，提出大力发

展水运方式，提高水运运量比重[5]。欧洲许多国家还提出“还陆予水”的倡议，主张大力发展水路运输

而减少公路和铁路运输，以保证人类的健康存在和繁衍[6]。和美国、德国、西欧相比，我国航运结构陈

旧，航运模式复杂[7]，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在内河运输立法方面做出一定的进步。 

3. 《海商法》修改背景下内河货物运输的立法模式 

借着《货规》被废止以及修改《海商法》的契机，为弥补我国内河货物运输法律体系的空白，将《海

商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沿海和内河的国内海上运输领域的建议是部分学者极为推荐的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不仅具有紧跟时代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目前的大环境中，更具有可操作性。笔者也赞同此种方

式，并将在下文具体细分该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民法典》合同编缺乏针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合同编将运输合同作为典型合同之一种，规定在

第十九章中，结构上分为四节:一般规定、客运合同、货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从第 809 条至第 842 条

共计 34 条。从上述《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可以看出，合同编只提供一个普适于各种运输方式的总体框

架，而对于水运合同的具体法律规则不欲在合同编范畴内进行解决，而是留给具体的部门法予以规定。 
《民法典》合同编的这些规范，首先很难将水路货物运输的各个方面涵盖在内，而且很多规定，诸

如责任期间、适航义务、合理绕航、舱面货、实际承运人、运输单证等均不能直接在民法中找到相应的

规定；其次，不管是民法总则还是合同编通则，调整的都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自

治是其基本原则，也就意味着它们都不会针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去制定特定的规则。因此，在《货规》失

效后，可能导致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欠缺充分的法律依据，航运实践中许多较为成熟的

惯常做法，也可能由于《货规》的废止而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而无法获得充分的正当性[8]。由于内

河运输存在诸多不同于民法一般规定的特征，《民法典》的填补不具有针对性，故有必要借此修法的机

会，一并予以解决。至于是选择单行法的立法模式，还是将其纳入《海商法》进行一并调整，笔者将在

下文展开针对内河运输单独立法这一方式的分析。 
(二) 单独立法不具有现实性 
内河航运法律当前的立法现状与加快发展内河航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面对“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完善内河航运立法势在必行。如果对内河运输单独立法进行研讨、立项、

形成人大提案、起草草案、征求意见、送审等，需要数年时间；而《海商法》目前正处于修改的阶段，

已经进入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阶段，其明显在时间上、可能性上较容易实现[9]。与铁路、航空等领域不同，

我国从未单独制定过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法律，而是由交通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调整，缺乏相

关的立法经验。并且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同属运输，虽然在责任基础、免责事由、责任限制等方面不同，

但是有很多内容是相同的，单独立法会造成体系上的不统一。 
(三) 满足内河运输的行业发展需要 
2020 年 6 月 4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内河航运发展纲要》，在该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法规标准

体系，研究推动制定航运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配套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10]。从内河运输行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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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武汉航运交易所负责人苏建国的意见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行业内的发展需求，他迫切呼吁将

《海商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内河领域，修订《海商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将极大地加强内河规则体系建设[11]。 
首先我国内河运输目前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需要运货，就是给承运人打个电话，运到了之后，

通过付费或者是留滞一部分运费，用这样的方式承运货物全凭双方的信用，缺少统一、标准的规则，很

容易产生纠纷。其次就是内河船员缺口大的问题，内河船员的待遇低、维权难，导致内河船员的数量无

法满足内河运输行业发展的需要。最后，航交所作为航运要素的公共服务平台，有越来越多的要素进场

交易。如武汉航运交易所的服务就从最基本的货运撮合，到现在逐步提供航运金融服务。但是航运业融

资难、融资贵、结账周期特别长的问题依然突出，金融机构看到行业本身艰难、原始的生存状态，往往

望而却步。主要就是缺乏相应的规则和风控体系来保证资金的安全。这三个问题是目前内河运输行业内

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长江经济带整体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能从法律体系上解决问题，

内河运输行业将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前文中，笔者分析了就内河运输单独立法的弊端，下文将展开探

讨将内河运输纳入《海商法》的路径。 

4. 内河运输纳入《海商法》的路径 

基于前文笔者的分析，将内河货物运输活动纳入《海商法》的调整范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应当以

何种形式纳入，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在内河货物运输方面，除承运人责任、运输单证等

方面仍存在一些分歧外，其他多数法律制度与《海商法》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12]，因此应将原《货规》

和现行《海商法》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内河货物运输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国内和国际水上货物运输的

相同之处，作为两者共同的原则或规定，将必要的制度吸收至《海商法》，避免法律的重叠和空白[13]。
至于是将内河运输的相关内容直接纳入《海商法》第四章还是以专章规定于《海商法》中，可能会存在

不同的立法考量。 
第一种路径就是直接在《海商法》第四章中以专节形式进行规定，其优点是能将《货规》的主要内

容涵盖进来，并且体例上非常简洁。其缺点是仅仅解决了内河运输合同本身的问题，而对于内河运输合

同和《海商法》其他的章节的关系，例如船舶优先权、船舶碰撞、责任限制、海难救助等问题并没有规

定，给司法实践还是留下了法律空白，在整个体系上稍显不足。 
第二种路径就是制定专门的一章“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作为和第四章“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并列的内容，这也是目前《海商法(征求意见稿)》所采取的做法。它的优势在于：第一，为防止一方

当事人利用市场优势，滥用合同自由损害对方合法权益，适当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第二，赋予承运

人“经谨慎处理船方仍未发现的船舶潜在缺陷”和“经承运人证明非由其过错造成的损失除外”两项免

责事由，提高船方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第三，赋予承运人单位责任限制权利，同时将“故意或重大过失”

作为丧失责任限制的条件。第四，赋予收货人合同当事人地位，有权直接向承运人主张货物毁损、灭失

或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它的修订宗旨是将第四章中适用于内河运输部分的内容同样适用于第五章，

避免重复立法，同时，对于内河运输和第四章不同的部分，对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定义、承运人、实际

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货物、责任期间、适航义务、管货义务、迟延交付、免责事由、责任限制的

丧失、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连带责任、运输单证的效力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外，由于其单独成

章，也就意味着《海商法》其他各章的内容都会和该章产生法律适用的关系，因此，需要在船舶物权、

船舶碰撞、责任限制、海难救助等可能会涉及到内河运输法律变化的地方也予以规定，整个海商法体系

也要随之作一定的改变。 

专章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其体系化明显，一方面，它顾及了和《海商法》原有各章节(不仅仅是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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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衔接，另一方面，它也将内河运输和远洋运输不同的法律内容规定得较为详细，基本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内河运输法律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中，需要一部现代化的《海

商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已形成了一系列成果[11]，期盼《海商法》早日进入审议程序并获得通过，

使我国拥有一部与航运、贸易的新发展、新形态相适应，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海商法。 

5. 结语 

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除后，学术界呼吁修改《海商法》，打破“双轨制”格局的呼声越

来越高，完善我国内河货物运输的法律以应对国际航运新形势以及我国航运实践的新发展越发显得迫切。

在对外开放的影响力愈来愈强盛的今天，国内航运市场也渐渐增强其自身与国际海运的联系，内河运输

肩负着更为显著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应当借此修改《海商法》的机会，解决内河货物运输“无法可

依”的问题，以推动我国长江经济带整体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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