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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单自问世以来，在国际货运和国际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航海技

术的进步等原因 ，传统的提单流转过程不能适应这种快捷的变化。无单放货频频发生，给理

论和实践带来难题。从无单放货的表现形式入手 ，分析了“ 无单放货”行为违约和侵权的性

质，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希望为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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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单的重要性和无单放货问题的

产生

提单作为一项重要的发明，推动了国际贸易

从实物贸易向单证贸易的发展，简化了交易程

序，减少了交易风险。提单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成熟、稳定的制度并成为现代国际贸易制度的

基石。凭正本提单交货为各国接受和公认 ，成为

国际海运的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惯例，在

航运实践中曾经普遍得到遵循。

但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集装箱运

输的迅速发展，船速越来越快，海运提单的流转速

度慢于货运速度，以至于货物运抵目的港时，提

单尚未到达货物买方手中，造成货物先于提单到

达目的港的倒置现象。此外，在单证流转的过程

中，尤其是在银行议付的过程中，一些程序性的事

项延误了提单的流转速度 ；在一些如石油这样的

特殊货物买卖中，提单易手次数过多，也使提单

的流转变得很慢，这就使承运人和收货人面临巨

大的商业压力。于是，收货人会向船东施压以求

得以保函提货，这种未凭正本提单放货的作法，就

是“无单放货”。据统计，东南亚 .%/、日本 (%/
以上的进口货物都是未凭正本提单交接的［#］，而

我国国内有的口岸不凭正本提单提货放货物甚至

达总数的 (%/ ［"］。在短程运输中则几乎全部都

是无单放货［0］。有人统计后得出结论：无单放货

在班轮运输中存在 #$/，某些重要商品如矿物、

油的交易中高达 #%%/［-］。“众所周知，当今因航

次短，船速快，带来估计 $%/ 的情况是卸货时正

本提单仍未到达卸货港”［$］。

“无单放货”纠纷近年来在海事法院收审案

件中，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例，“ 无单放货”行为

也因此成为案件当事人争议的焦点。

二、无单放货的概念及其表现

“无单放货”，又叫无正本提单放货或违背具

单放货，是指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未持有正本提

单的收货人。常见的无单放货有下列几种表现。

#、保函放货

即凭副本提单或提单复印件加保函放货 ，这

是无单放货中最常见的一种。出具保函的可能是

银行、资信好的企业，也可能是提货人本人，无论

谁出具保函，承运人不具单交货，就是严重违反合

同的违约行为，就应承担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

"、指示放货

根据我国《 海商法》第 .# 条的规定，当承运

人地得到指示提单指示人的交货指示，无单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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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指定的提货人，是正当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交付

货物的义务。指示人不能再向承运人主张无单放

货责任。当然 ，承运人根据指示人的指示无单放

货，不能对抗善意的持有正本提单的第三人。

!、向记名收货人无单放货

记名提单是指记名货物交付或指定给具体人

的提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明确

规定记名提单不能转让，如英美和中国 ；另一种

明确规定记名提单可以转让 ，如韩国和我国的台

湾［"］。承运人向记名收货人无单放货是否应承担

无单放货责任，亦有两种规定：一种规定，承运人

不必承担无单放货责任，如美国《#$#" 年联邦提

单法》第 %$ 条的规定。另一种规定，承运人应承

担无单放货的责任，如我国《 海商法》第 &# 条的

规定。

’、因履行目的港所在地法律的特殊要求而无

单放货

少数国家法律规定，承运人须将货物交给港

口海关 ，然后由海关交给提货人。如果承运人依

据此法律处理货物，导致货物脱离自己的控制，则

不承担无单放货责任。

(、依卸货港习惯无单放货

如果卸货港有不凭正本提单交货的习惯，承

运人可以在提货人未出示正本提单时交付货物而

不必承担责任。

" 、依伪造的提单放货

提货人出示伪造的提单提货，承运人不知情

且尽了适当谨慎检查的义务，也没有利害关系人

向其提出异议，承运人据此交货，此交货虽有“ 提

单”，但不是代表承运货物物权的正本提单，该种

情况的放货与无单放货对适法提单持有人所致损

失无异，本文认为承运人不应承担责任。也有学

者认为承运人应承担责任［&］。

&、无正本提单交付走私货物

由于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国家

对走私货物要予以没收 。据此，本文认为承运人

无单放货 ，不应承担责任。

%、事先约定的无单放货

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此类约定违反了我国《 海

商法》的强制规定，因此是无效的［%］。

$、事后追认的无单放货

无单放货因正本提单持有人的事后追认而产

生与正本提单提货同样的法律效力 ，使正本提

单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承运人的责任得以

免除［$］。

#)、交货不能的无单放货

我国《海商法》第 %" 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

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船长可

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

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严格说来，此种情况

并非真正的无单放货。承运人将货物卸入仓库或

其他适当场所，与仓库营业者成立保管合同关

系，而并非将货物交付于收货人 ，此时货物实际

上仍处于承运人掌握之下 ，提单持有人仍可要

求承运人凭单交货。

##、依法院的公示催告而无单放货

提单因遗失、被盗或金融上的原因而无法得

到，提单的真正权利人无法持有正本提单，经法院

公示催告后，原正本提单就丧失物权凭证的效力，

承运人据此无单放货应予免责。

三、对无单放货法律责任性质的思考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的

提单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性，经常出现无单放货

的纠纷。无单放货是海商法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

一，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实务界的做法亦不统一 。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侵权说

持该主张的学者将无单放货的责任定性为侵

权责任，主要是基于提单是物权凭证这一理由。

提单代表货物，谁持有提单，谁就取得了货物的所

有权。提单持有人凭提单有权要求承运人交货，

如果没有提单，即使是真正的收货人也无权提取

货物。承运人把属于提单持有人所有的货物给了

没有正本提单的第三者，其主观上有过错，且其

过错行为客观上侵害了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所应

享有的货物的物权 ，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

件。这种看法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但如

将无单放货定性为纯侵权行为，则忽视了提单作

为运输合同的证明，而且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可

以就交货方式自行约定的权利也被剥夺。

*、违约说

持该主张的学者认为，提单是海上货运合同

的证明，对于善意受让人来说，提单就是货运合

同。无单放货行为并没有侵犯提单持有人的所有

权，而是违背了海上货运合同所约定的凭正本提

单交货的义务。所违反的是合同义务，故应承担

违约责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 年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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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粤海电子有限公司上诉招商局仓码运输有

限公司无单放货纠纷一案作出的判决，认定承运

人应对无单放货造成提单合法持有人的损失承担

违约责任。该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如果说凭单提

货是运输合同效力，那么有运输合同就应交付货

物，还要提单何用？

!、竟合说

此学说认为，“无单放货”是违约行为与侵权

行为的竟合 。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无正本提单的

第三人，违背了提单的规定，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另一方面，由于合法的提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的

货物具有拟制占有权，乃至于所有权，因此承运人

同时构成了对该项物权的侵害，应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请求权竟合理论，提单持有人可选择以违约

或侵权行为的法律关系向承运人提起诉讼。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 ，因为从记载的内容

看，提单兼具物权效力和债权效力。提单所记载

的内容，除了承运人、托运人双方的名称、地址、

装货港、卸货港外，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部分是承运人装载的特定的海运货物的主

要标志、件数等量化数据及外表状况。有关货物

及其交付的记载，使相关海运货物既“ 特定”又

“独立”，这使它具备了作为物权客体的条件，提

单即可作为物权凭证而流通转让，占有该凭证的

人有权收受、占有和处分该凭证及其所包含的货

物。实践中，以提单作为货物的象征，视提单的交

付与物品的交付具有同一物权效力，在当今的国

际海运贸易中，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已是一项公认

的国际惯例。提单在转让后，实际就代表物权，谁

拥有提单，谁就对该单项下的货物享有物权。在

"#$% 年利克巴罗诉梅森一案中，提单作为物权凭

证首次得到英国法院的承认。《 汉堡规则》正是

立足于持有提单就意味着支配货物来规定凭单提

货的。

另一部分是记载于背面的运输条款。有关

“运输条款”及相关“货物”的记载，明确了提单持

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其直接发

生了“债”的作用。我国《 海商法》第 #" 条规定：

“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

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

以交付货物的单证。”也就是说，提单是基于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签发的，是该合同的证明，即合同当

事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 。当提单转移或

转让给运输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后，则提

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仅以提单

上记载的内容为依据，即提单是他们之间债权债

务关系的唯一证明。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

运人必须按提单记载交付货物，提单持有人也有

权依正本提单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

上述提单记载的所有内容均“ 统一”记载在

“同一”纸提单上，则提单的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

亦“统一”体现在同一提单上，不能分割或让与，

因此，在国际海运和国际贸易中，提单兼具物权属

性和债权属性。

正因为提单具有双重属性，所以承运人必须

凭正本提单交货，否则引起侵权和违约责任的竞

合。在无单放货的案件中，应该允许提单持有人

选择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甚或同时以两个

理由起诉，以加强对提单持有人的保护，遏制愈

演愈烈的无单放货行为。

四、展望

无单放货”问题在国际贸易和海上货运实践

中大量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各海事法院对

“无单放货”案件的判决，有以侵权纠纷定性的，

也有以违约行为处理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无单放货”问题最好通过立法解决，可以仿效美

国立法例制定专门的《 提单法》，全面规范提单流

转中的各种行为，亦可通过修改《 海商法》为司法

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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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手机用户的防范意识

在目前法律条件及技术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

情况下，公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有着重要的防治

作用，尤其不要盲目相信利益的诱惑，自觉抵制各

种不良信息。手机用户要行动起来，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一方面，在收到不明短信时不要轻易

回复，以防上当受骗。另一方面，要做到自律，洁

身自好，勿以“ 信”小而为之，不要成为不良传播

的推波助澜者。在收到有害短信时还要拿起法律

武器，保存证据、及时举报，自觉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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