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实务中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法律问题简介 

实务中，承运人通常以直接投保货运险的形式代替

物流责任险，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以类似于物流责任险被

保险人的地位向保险公司索赔。 

◇关于巴西大豆运输的风险提示 

近期在国内（中国）港口接连发生的几起有关巴西

大豆货损的索赔让船东和保赔协会叫苦不迭。苦的原因不

仅在于索赔数额巨大；更重要的在于，货损明明不是船东

的责任，但由于船东签发的是清洁提单，船东和协会不可

能在短时间内、面临收货人扣船的重重高压与收货人掰扯

清楚责任归属—— 

◇发电子邮件时，要考虑这四种风险 

尽管面对面交流或打电话都是更好的选择，但有时

却并不现实。电子邮件往往更快，也不容易打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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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承运人投保货运险的法律问题简介 

笔者在实务中接触到较多的由承运人购买货

运险的案例，在保险人理赔时，常常遇到一些法

律上的困扰，笔者通过本文简单列举，以供实务

人士进行进一步交流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

所提及承运人，同样可以适用于陆路运输、空运

等情形： 

一、承运人为何选择投保货运险  

货物损坏、灭失通常并不会造成承运人的直

接损失，除非货物损毁引发船舶本身损坏，如货

物掉落砸坏船壳，该损坏可以在承运人购买的船

壳险中获赔。但在货物发生损坏、灭失时，却有

可能引发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例如船舱进水造成

货物湿损，承运人应对发生在其责任期间内的损

坏承担赔偿责任。针对承运人可能承担的承运责

任，承运人可以投保责任险应对，常见的责任险

类型有船东互保协会提供的保赔保险，和承运人

购买的物流责任险等。 

实务中，承运人通常以直接投保货运险的形

式代替物流责任险，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以类似

于物流责任险被保险人的地位向保险公司索赔。 

  为何承运人不投保物流责任险，转而购买货

运险？就此问题，笔者曾向多方了解，大致原因

为：1）物流责任险手续麻烦，有较高免赔率，费

率低（保险人推广积极性不高）；2）物流责任险

承保范围更窄，承运人希望通过货运险扩大保障

范围；3）承运人不愿意以被保险人地位出现，希

望保险人将货主直接作为被保险人，未来保险人

直接向货主理赔。 

无论是何种理由引起，据笔者了解，目前保

险公司以货运险与承运人签订保险保险合同的情

形十分常见，相关法律争议也已经在审判实践中

得到体现，值得关注。 

二、几种常见的投保形式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1、常见的投保形式 

常见的投保形式有以下四种：1）承运人作为

被保险人直接向保险人投保货运险，保险事故发

生后直接向保险人索赔；2）承运人以货主代理人

身份向保险人投保，保单被保险人一栏写明“货

主”；3）承运人以自己名义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

同，保单被保险人一栏写明“货主”；4）承运人

向保险人投保，保单记名被保险人为承运人，受

益人为货主。 

2、受益人概念是否可取 

对于第四种情况，由于我国财产险中并不存

在“受益人”的概念，因此该做法显然存在法律

上的风险，未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货主是否有

权直接索赔，保险人是否能直接向货主赔付，被

保险人是否有权直接索赔均存在潜在争议。在宁

波海事法院审理的“成路 15”轮案中，法院认为

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人，既然已经在保单中

记名“受益人”这一概念，可以视为其已认可受

益人在涉案财产保险关系的法律地位，即认可当

发生保险事故时，记名为“受益人”的公司可以

行使其对涉案保险金请求权的质权，有权受领保

险金。但该案例并不能说明受益人概念在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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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笔者建议尽量避免“受益

人”概念的使用。 

3、代理人的地位 

第二种情况下，既然承运人是代理人身份，

承运人如何证明其取得货主授权以符合代理的形

式要件将是一个新的问题，据了解，实务中常常

未完成这一授权手续，因此，该种做法也不可

取。 

4、将“货主”作为被保险人的难题 

对于第二、三种情形，保单记名的被保险人

均为“货主”，不同之处在于承运人的地位。第二

种情形中承运人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仅仅为代

理人，可以视为货主直接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

同。第三种情形有所区别，即承运人身份更加模

糊，其在保险合同下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却没

有被保险人的索赔保险赔偿金的权利。有业内人

士咨询，在被保险人记载为“货主”的情形下，

承运人作为投保人能否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

偿金？笔者认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下并没有请

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因此可能难以操作。 

第二、三种情形可能面临的同一个困境，即

当承运人同一批次承运多票货物时（如某车辆上

装载分别属于数百个货主的货物），“货主”并不

是单一主体，保险人将面临多个甚至成百上千个

货主索赔，需要向每个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价值、

损坏情况。且一旦涉及追偿，则需要逐一搜集索

赔资料，实务操作中困难重重。 

同样，在第二、第三种情形下，保险人向

“货主”索赔后能否向直接责任人（承运人）追

偿，也可能存在争议，尤其是在第三种情形下，

承运人本身与保险人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人向

货主赔付实际是在依据其与承运人之间的保险合

同做出赔付，如果保险人向承运人追偿，则属于

向保险合同的相对方追偿，则承运人的投保变得

没有意义。如果保险人不能向承运人追偿，那么

保险人赔付货主后能否向最终承担责任的第三方

（如实际承运人）追偿？因为与被保险人签订货

物运输合同的主体是承运人，因此无法依据货物

运输合同直接向第三方追偿，仅能以侵权之诉向

其索赔。如果是这样，则保险人不仅需要向被保

险人收集损失证明，还应向被保险人调查货物所

有权流转情况，如果索赔的货主不是货物所有权

人，则将可能需要更为繁琐的手续完成举证过

程。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三种情形中，承运人

为了避免受到被保险人（货主）的索赔或保险人

的追偿，可能会与货主签订免责协议，即约定由

保险人直接赔偿货主，货主放弃向承运人索赔的

权利。这一约定看似可以解除承运人的责任，但

将可能产生不良的法律效果。首先，根据《保险

法》第六十一条（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

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

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货主将失去向保险人

索赔的权利。其次，既然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

得以解除，即使保险人做出赔付，也将导致保险

人无法向实际承担责任的第三方追偿。 

5、承运人直接作为被保险人 

在第一种情形下，曾经存在承运人是否具有

保险利益的争议，因为承运人既不是货物所有权

人，也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货物损毁灭失并不

会直接造成承运人的损失。但实践中已经逐步认

可承运人在该情形下具有保险利益，如北海海事

法院在（2012）海商初字第 8号民事判决书中肯

定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即默认了保险合同的

成立，确认了保险人保险理赔的正确性。 

  该情形下，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保险人虽然

可以直接向承运人赔付，但在向第三方追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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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搜集证据证明货物实际损失，即需要在

承运人向货主做出赔付后再赔付，同时可能仍然

需要向托运人（货主）调查货物实际价值以及损

坏灭失情况以证明被保险人的损失。据笔者了

解，实务中，承运人并不是以直接向货主付款的

形式进行赔偿，而是通过对未来或先前欠付运费

进行冲抵以与货主协商赔偿，在该种情形下，保

险人将难以收集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证明，从而

在追偿中面临困难。 

6、是否重复保险 

另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均有可能出

现重复保险的风险。即买卖合同下的双方（货

主）可能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投保了货运险，而承

运人再次投保货运险，将存在对同一次运输过程

二次投保的情形，可能造成赔付时货主取得超过

货物本身保险价值的赔付。虽然可能有观点认为

在第一种情形下，由于被保险人为承运人，承运

人取得赔付与货主投保货运险并不存在冲突。但

如果货主在向自身货运险保险人追偿后，再次向

承运人索赔，则势必造成货主重复获利。如果货

主不向承运人索赔，承运人不存在实际损失，则

保险人并不需要像承运人赔付保险金，否则也将

导致承运人额外获利。 

三、典型案例举例：（2016）沪民申 1335 号 

   1、提要 

承运人投保货运险，记名被保险人为实际货

主。承运人先行赔付货主后书面受让保险金请求

权，法院驳回承运人向保险人的索赔请求。 

2、案情简介 

承运人 A物流公司向保险人投保国内水路、

陆路运输保险，记载的被保险人为“实际货主”，

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放弃对 A物流公司的代位求

偿权。货物、车辆在运输途中因事故烧毁，A物

流公司对货主进行赔偿后，要求其客户出具文

件，将保险合同项下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金的

权利转让给 A物流公司。后 A物流公司向保险人

主张保险赔偿。  

3、裁判观点 

一、二审驳回了 A物流公司主张，A物流公

司不服，向上海市高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院认

为，A公司称其已经向被保险人进行了实际赔

付，并通过书面文件受让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其

以债权受让人身份主张债权。但系争保险属财产

保险，被保险人就其损失已经从 A公司处获得赔

偿，无权再次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

因此，即使被保险人已经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

再审申请人 A公司，A公司无权要求保险人赔付

保险金。 

4、点评 

该案例为上文中提及第三种情形，是承运人

投保货运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法院驳回承运人

请求，对承运人投保货运险有一定警示意义。承

运人在投保此类保险时，应谨慎确立被保险人，

如果是以货主作为被保险人，将可能存在无法向

保险人索赔的风险。 

结合上文分析，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法律上

的争议、索赔权的丧失，以及证据搜集的麻烦，

建议仍尽量通过物流责任险的形式投保。即使选

择物流责任险，也应尽量避免直接载明“货主”

作为被保险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巴西大豆运输的风险提示 

近期在国内（中国）港口接连发生的几起有

关巴西大豆货损的索赔让船东和保赔协会叫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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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苦的原因不仅在于索赔数额巨大；更重要的

在于，货损明明不是船东的责任，但由于船东签

发的是清洁提单，船东和协会不可能在短时间

内、面临收货人扣船的重重高压与收货人掰扯清

楚责任归属；更不幸的是，根据国内多年来的法

院审判实践，对于此类案件船东在极力抗辩后始

终难逃赔偿的厄运。种种因素下船东和协会不得

不屈服于残酷的现实而无奈为这些被分派来的责

任买单。 

 

 

 

 

 

 

 

 

    大环境如此，如何在残酷的大环境下尽量保

护自己的利益，避免或减少自身的损失？我们先

来看两个案例。案例一 A轮从巴西装运大豆至国

内卸货。在国内卸货过程中发现某舱内部分货物

发霉、变色、结块儿。经协会的检验师、货物专

家检验：船舶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进水迹象；船

员在货物运输过程中按照要求进行通风、检测温

度等，尽到了合理、谨慎的管货义务。货损应该

是由于货物自身含水量过高、在运输过程中自热

所致。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 IV(2)(m) 

“Wastage in bulk or weight or any other 

loss or damage arising from inherent 

defect, quality or vice of the goods”，船

东都有权援引该条款主张免。但收货人基于船东

签发的清洁提单向船东提出索赔并扣押了船舶，

协会不得不向收货人签发了担保函。最终，在协

会的帮助下与索赔人以较低的赔偿金额和解，船

东只承担了一个免赔额的损失。案例二 B轮从巴

西装运大豆至国内卸货。在国内卸货过程中发现

几个舱的货物普遍掺杂着大量变色、破损的货物

颗粒，导致货物整体品质下降。经协会的检验

师、货物专家检验：船舶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进

水迹象；船员在货物运输过程中按照要求进行通

风、检测温度等，尽到了合理、谨慎的管货义

务。很明显是货物本身的品质问题，而非船东的

运输管货不当所致。同样，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

IV(2)(m) “Wastage in bulk or weight or any 

other loss or damage arising from inherent 

defect, quality or vice of the goods”，船

东有权援引该条款主张免责。但收货人基于船东

签发的清洁提单向船东提出索赔并扣押了船舶。

然而此案中船东没有那么幸运，协会未能顺利帮

其出具担保函，原因是：船长和船员在装港就发

现货物异常（变色货物、破损货物远高于正常水

平），虽然船长谨慎要求租家换了部分问题货物

（只换了上层货物），船长在有理由怀疑下层货物

也有问题的情况下并没有在提单上合理批注，而

签发了清洁提单。违背了协会条款，影响了协会

的保险保障，协会恕难帮助船东签发担保函。无

奈之下船东只能与收货人商谈了快速和解，显然

对于船舶被扣压力下的和解，船东肯定难以充分

行使其应有的抗辩权利。船东遭受了巨大的损

失。  

比较上述两个案例，诸多相似，如：都是巴

西大豆，都是国内卸货，都是货损，都是货物自

身问题，都签发了清洁提单。然而却为什么有不

同的结果呢？究其原因在于货损的实质不同，而

协会针对这些货损对船员和船东的要求也不同。

具体来说： 

    案例一中货损源自货物本身的含水量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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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并非货物专家，也没有专门的检测仪器，仅

凭肉眼和常识无法判断货物含水量是否过高。也

没有任何一部国内或国际法律、法规、甚至规则

要求船东或船员必须对货物含水量这样不明显的

非货物表面状况进行把关并在提单上批注。协会

也不会苛求船员对于这样的货物内在问题在提单

上进行批注。 

    但案例二不同，案例二中的货物损坏是表面

的，显而易见的，船员仅凭肉眼就能发现货物存

在问题。对于显而易见的货物表面状况问题，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赋予了船东、船长在提

单上正确批注货物状况的权利。如果船东、船长

放弃了该权利而签发清洁提单，在收货人看来船

东接收的是清洁货物，也就有理由要求船东交付

清洁的货物，从而将货物自身的品质问题转嫁成

了船东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协会条款相应要求

船东、船长正确行使提单签发权利的原因。 

    但在该案中，船员在发现每个舱的货物都有

问题的情况下，租家只是更换了部分舱的表面货

物，任何一个谨慎的船长都应该会合理怀疑下层

货物也有问题。船长应该通知相关人员要求核实

下层货物情况，或至少在提单上做适当的批注。      

然而，船长非但没有将其合理怀疑报告船东、通

知协会，而且也没有坚持在大副收据和提单上进

行批注。这样严重违背了一个谨慎的船长应尽的

合理谨慎义务，导致被收货人抓住把柄而根据清

洁提单向船东提出索赔。同时船长没有正确批注

提单的行为也违背了协会条款关于在提单上正确

批注货物状况的要求。协会也爱莫能助。最终导

致了船东的损失。 

    虽然关于案例二的赔偿仍在协商中，但为避

免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船东朋友务必要谨慎

行事。故再次提醒： 

    1. 及时、仔细查看货物情况。虽然这些货物

在装船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因素，比如传输带装

货，速度快，扬尘大，要求船员时时刻刻查看所

装货物的情况也不现实。但仍然建议船员在可能

的情况下（如换舱装货期间、下雨停装期间、工

人倒班期间、装货完毕后），尽量及时、仔细查看

货物情况，发现货物异常要及时通知船东、代

理、租家及相关方。 

    2. 及时报告协会。如对于货物问题与货方、

租家有分歧，可以随时联系协会或协会当地的通

讯代理，协会随时准备为船东提供帮助和指导。 

    3. 正确签发提单。由于大豆这种货物比较特

殊，即使是上乘的货物，里面也难免混有零星的

杂质和变色的货物。更何况，不是所有的大豆贸

易标的都是上乘货物，有时候发货人根据买卖合

同交付的货物本身就存在较高的破损率和变色

率。这时候，即使船长在查看了发货人提供的货

物信息后认为货物实际情况与货物信息相符，也

不可简单认为是货物是清洁的，从而签发清洁提

单。这样会导致不诚信的收货人在卸货港根据清

洁提单反咬船东一口。所以，一定要在大副收据

和提单上如实批注货物状况，不给收货人留下可

乘之机。 

    另外，各协会对于大豆运输也提出了诸多防

损建议，在此也附上以方便大家参考： 

    ◆尽量多获取物货物的相关信息，包括收割

时间、储存条件、货物品质证书； 

◆要求发货人/租家提供适当的通风指示； 

◆对含水量接近 14%的货物要特别警惕； 

◆保持货舱干燥、洁净、水密、适货； 

◆要尽量检查货物状况，对于质量有问题的

货物，船长要拒装； 

◆货物积载时注意与机舱等发热部位的隔

离； 

◆运输过程中保持适当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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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过程中按要求做好货物温度测量与记

录； 

◆避免雨中作业； 

◆对所装货物进行取样留存，以备有货物纠

纷时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电子邮件时，要考虑这四种风险 

在商界，与面对面交流甚至打电话相比，电

子邮件沟通造成误解的概率要更高。不幸的是，

电子邮件还是专业人士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有

时，它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和困惑，而这本是可以

避免的。 

尽管面对面交流或打电话都是更好的选择，

但有时却并不现实。电子邮件往往更快，也不容

易打扰他人。那么，既然所有人都同意电子邮件

是商业沟通的一种可行方式，我们就应当注意培

养自己发邮件的技巧。 

用电子邮件沟通的危险 

 

 

 

 

 

在深入探讨怎样减少犯错，掌握发邮件的艺

术之前，我们先简单看看职场中电子邮件带来的

四大危险和风险，了解一下这种媒介的棘手之

处。 

• 语意不明。电子邮件通讯的最大危险在于

语意不明。收件人无从得知发件人的语调变化和

肢体表达。这使得识别讽刺、兴奋和其他可能的

情感变得极为困难。 

• 充满错误。我们在写邮件时常常会分心。

当你同时忙着处理小智能手机和小屏幕上的工作

时，发出的邮件很可能错漏百出。这会让邮件显

得很不专业，容易造成误解。 

• 拖延决定。尽管电子邮件会立刻发到收件

人的邮箱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收件人会马上点开

它。邮件往往得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被看到，某些

情况下这已经太晚了。 

• 丢失信息。我们永远不知道电子邮件去了

哪里，它们可能会丢失，有时候还确实丢失了。

本应被送到的邮件如果没有进入收件人的邮箱，

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如果你已经在商界混迹数年，上述危险你可

能都至少经历过一次。这只证明一点：提高交流

能力是如今职场的重中之重。 

提高邮件效果的建议和方案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风险降到最低，

让邮件更加有效呢？以下是一些建议： 

• 给邮件起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邮件的标

题十分重要。如果你希望自己的邮件被更快打

开，就必须在这方面做得更有策略一些。一个办

法是以号召的口吻来写标题。与其用“约翰逊项

目”作为标题，不如试试“请在下午 3点前批准

约翰逊项目”。 

• 增加提示。所有邮件平台都有一项服务，

让你在发送邮件前确认一遍。这个简单的弹出窗

口可以让你避免很多麻烦，迫使你迅速检查一遍

你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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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扼要。冗长的邮件效果不好。人们通

常只会快速浏览邮件，寻找重要信息，为什么不

用他们希望的格式呢？以一个简单的介绍开头，

然后列出关键点。 

• 避免机密。Emily Post Institute 的主任

彼得·波斯特表示，你应当避免在邮件中讨论机

密信息，即使你认为只有你和收件人才能看到邮

件。万一邮件发错了人，你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

了。 

• 不要夹带情绪。一封愤怒的邮件比一个愤

怒的电话更加糟糕。因为邮件是永久的。一旦你

按下发送键，这封邮件就可以被分享、打印并永

久储存。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邮件很情绪化，就从

桌子边站起来，在大厅里走一会再回来。这个简

单的休息方法很多时候会让你重新评估后果。 

• 重视签名。你的邮件签名十分重要。The 

Book Bank Foundation 的丽莎·蔡司·帕特森表

示：“有件事我一直在跟客户说，就是在邮件签名

中附上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以及头衔、公司

名、社交媒体和网站，这样人们就能对他们和他

们的公司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按照这些简单的建议，你可以彻底改变发邮

件的方式。这些建议不会完全让你规避风险，不

过它们绝对可以帮助你改善沟通方式，避免尴尬

的失态，降低你把事情弄糟的概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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