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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海商法领域的著作,本书以多式联运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以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承运人单位责任
限制制度为基础，就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中的责任限制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
责任限制制度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序言
应丁莲芝博士之邀，为本书作序，我欣然应允。看到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成果能够出版面世，颇感欣
慰。
从该书标题“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限制问题研究”可以看出，此乃研究多式联运法律的作品。当代多
式联运蓬勃发展，但现存多式联运法律体系存在空白或冲突，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缺乏具有强
制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调整机制，制约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进一步发展。这就需要从法律角度为多
式联运发展清除障碍、提供支持。
本书以海上货物运输领域的承运人单位责任限制制度为基础，就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中的责任限
制问题进行研究，将其分成责任限制的权利主体、责任限制涵盖的损失范围、货物数量计算单位、责
任限额的货币计算单位、迟延交付责任限制及责任限制的丧失等方面，追寻并探讨了国内外立法历史
现状以及行业态势，提出完善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限制制度的建议。这样多角度深入研究责任制
度内的某一方面，存在不小难度。但是作者能够将承运人的责任限制问题置于多式联运法律语境中，
充分利用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分担模式（网状责任制/统一责任制）的特点，探讨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
限制问题的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探讨了不同运输区段承运人的责任限制问题。
国内外海商法学界研究海事赔偿责任制度的不少，但专门研究单位责任限制的不多，在多式联运领域
更是如此。作者利用自身海运专业背景，从承运人单位责任限制制度扩展到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限制
制度，“小题大做”，以点及面地探讨多式联运法律问题，立论有据，论述充分，难能可贵。
於世成2015年1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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