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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这一份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 1983年 5 月 2 4 日至6 
月 3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的情况》

2 . 根据联大 1966年 1 2 月 1 7 日第 2205 ( X X 工 ）号决议的规息将本  

报告提交联大同时送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意见0



第一章 

会议的组级 

A.

3 . 装合国国际贸暴法委员会（贸易法要会 ) 第十六届会议于 19 83年 5 月24 

日开幕。 会议由法律顾问卡尔一莫 "è•'斯 特 . 弟茶激豪尔先生伐表我书长宣布开幕•

S參成员和出盾情况

4 . 贸暴法癸会是根播宗大第2 2 0 5 (XX I)号决议设立的，由联大选 è  2 9 个 

Ü家组成》 装大第 3108U X V工工I )号 议 将 委 员 会 ÉÎI成员从 2 9 国培如到 3 6 
国《 1 9 7 9年 1 1 月 9 日和 1 9 8 2年 1 1 月 1 5 日选出的成员为下列0 家:，

F f尔及利亚、* * 漠大利亚、 奥地利、 已百、》* 中非共顏国、**中 国 厂  

古巴、* 塞满路斯、* 捷克齋洛伐竟、* 埃及、*  ♦ 法国、*  ♦ 德意志戾主共相国： *  

德意志家邦共和 ! !、♦ 危进马拉匈牙利、》印度、》伊掠克、*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墨1 ?等、*  ♦ 尼日利üE、* ♦ '秘鲁、* 華律宾、* 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 

新; ^ 坡、》* 百?Ë牙、* 翁典、》♦ 特立尼达和多已寄、* 乌干达/ 苏结埃社会主 

义吳和 a 栽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襄合王国、 坦桑尼巫装合兵和 

国、* * 美利坚合众国、* 南新技夫％

任為在 1 9 8 6 年委员会常会开幕前一天届满。' 

任斯在 1 9 8 9 年委貝会常会开幕前一天届满。



5 . 除中非共和国、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 

浪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

6. 下列国家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阿根廷、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芬兰、希腊、教廷、牙买加、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摩洛齋，荷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瑞士、泰国、 突尼斯，委墙拉和札伊 尔 •
7 . 下列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游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a)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b) 专门机构 

世界報行

( C ) 政府间组织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改洲共同体委员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欧洲理事会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美洲国家组织

(d) 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民主律师协会



C . 选举主席团成员

8 . 委员会选举了下列主库因成员： 怎

主 席 : M . H •夏菲克先生（埃 及 ）

到主席： J •维卢斯夫人（南斯拉夫 )
T . 泽田先生【曰本）

M • J •博 尔 先 生 （意大利）

报告员 : J • 已雷拉格拉夫先生【握西寄 )

D .巡

9 . 1983年 5 月 2 4 日委员会第2 6 9 次会议通过的本届会议议程如下 ;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通过议程。

4 . 国际合局惯例。

5. 国际支付。

6 . 国际商业仲裁。

7.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8 . 工作协调。

9 . 各公约的现状。

10. 培训和援助。

11. 联大各项有关决议。

12. ♦ 后的工作。



13. 其 他 辣

1 4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E. 通过报告

1 0 .委员会于19 83年 6 月 3 日第2 8 4 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本报

告0



第二章

国际合同惯例：关于逢约赔偿金和罚敦条款的统一规则，

导 言

1 1 .委员会在其第千二届会议J b 要求国际合同懷例工作组审议制订适用于各 

种国际货易合同的违约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的统一规则的可行性问题。 4 委员会  

第十四届会议审议了工作组制订的统一规则享案，并请秘书长将这現親则知采: 

取公约或示范法形武时可能需宴补充的条款弁入统一规则之内、编写对规则的评论 

意见> 拟制一份发给各国改府和各国际组织的调查表以表明它们对统一规则所 

应采取的最适当来武的看法， 并将统一规则连同评论意见和调查表散发给所有政府 

教有关Ü际组织征求意见0 ’
1 2 . 委 员 会 第 十 五 届 会 议 收 到 了 附 有 这 种 补 充 条 款 和 评 论 意 见 的 统 一 现

则 （A/C2T，9 / /2 18) ,连同对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組级对调查表上问题的答复以及它 

们对统一规则提出意见的分析（A//CN. 9 / 2  1 9 和 Add.l )o 委员会第十五

届会议官议了统 - 就则可能采取的形武，并還 讨论了 统 一 规 则 条 ， 第 1款 相 D、 ’
S、 ？和 0 各条的实质内容。 委贾会在讨论后，将这些条款交给起草小组进行审 -
议。 * 由于起草小组不能在可以利用的时问内完成其工传， 因此委员会

处座当提出一份统一親则的订正案文供委员会第千六届会议审议， 但要考虑到第十

五届会议以及在起草小组内的讨论情况》 委貝会迁决定在第十六届会议上就统一

规则所采取的彩式作出决定。 ，

13.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收到统一规则草案修订文本及其解释性脚注 

9 /2 3 5  )«



1 4 . 委员会以审议統一就则究竟应该采取一般条件形武，公约形武》还是示范 

法港式开始了审议。

1 5 . 有些人支持统一親则应该采取^ 条件的形武的意见0 支持这种意见的

人指出， 一^ 条件一经委员会最后确先当事双方就可使用， 因此会比采取其他两

特彩式之一早些得到使用。此外，当事双方还具有修改规则使之运应于他们所订立的具

体合同的普要的自由。 一般条件一旦在国际贸易申得到广泛ét承认^就会对故定

关于透约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的Ü家立法产生參响1» 反 对 采 用 一 般 条 件 形 式 人 指

出， 一般条件知系与适用的襄制性国家法律相抵雜> 则失去效力。 因此> 采用这

种方法所取得的统一卷度是非常有眼的。

1 6 . 有人支持应该采用公约形式的意见》 支持这种意见的人指出， 公约会提

供统一的最有效的形式。 由于迷约赔偿金和罚敦条款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经常使用，

有效地统一这一主题寒项是有必要的。 通过一颂公约的程序，不论是通过全权代

表会议还是通过联大》都会引起各国对规则的注意并使大家对规则产生兴趣》 反

对公约形式的人认为有关该主题的公约在遵守方面傳不到多少± 持。 就这点而言，

有人指出最近的经验似乎表明，许多公约从来还没有得到使其生效的必要支持。还

有人指出，这一主题事项所包括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采取公约形式是不合适的。

通过全权代表会议来通过一项公约的程序还会涉及到相当大的开支P 然而，第一

选择是公约形式的某些代表表示，如果绝大多数的人支持示范法的形式，他们可以

接受这一形式。

1 7 . 运大多数的意见支持采取示范法形武， 指出这一形式能使各国在将示范法 

纳入其本国立法时误^作出必要的改变以使示范法在它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中生先 

此外， 示范法在区域一级草拟管蓄透约赔偿金和荷款条款的法律或者更新这条法律



时特别有影响。 大家还指出示范法可以由委员会通过》因此》所涉及的开支要比 

通过一 公约少得多。 反对采用示范法形武的人指出，委员会通过示范法不会在 

各国间引起对示范法的足够兴趣。 所以它作为一个统一鈴手段，鼓力是不大的。 

此外， 由于一个国来在将示范法纳入自己的立法时或者以后都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通这示范法所达到的統一可能是有限的。 然而，第一选择是采用示范法彩武的某 

些代表表嚴如系绝大多数的人支持公约的形式，他们可以接受这一激式0 

. 1 8 . 有人 i l 为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对有关违约赔偿金积罚款条款的法律普要 

统一的这一看法应是承担义务的•程度0 如系对这一看法不承担任何实际的义务， 

可能通过的任何统一*规则，不论以何种形武来体现》都是没有效力時，萍，如系通 

过一项公的， 它将不能生效；知系通过一項示范法，各国在它们的立法中也不会遵 

循它。

1 9 . 大家注意到委员会在其第十五届会议上曾经指出，统一规则采取一种可能 

使该规则用作几种用途玲弗武可能是有益èt。， 例如， 按 照 1 9 6 4年 7月 1 日有关 

国际货翁销售统一法的《海牙公约》 （海牙公约）中所采用的后面附有国际货物销 

售统一法的形式， 可以拟订一•个公约， 附上迭约赔偿金和荷款条敦的统一规则。 这 

一公约的结约15将有义务采用这些统一规则。 此外，公约可以允件一資i保 留 （例 

如 《海牙公约》第五条中所述)，只有在订立合同的当事双方已经选定将统一親则用 

在他们的合同上的情况下，统一规则才能适用。 不道循这一公约的国家可以把统 

一规则看成是可以用在修 It其本国立法方回的不范法®
20. 相当多的人支持采用这一方法》大家指出这一方法能使委员会着手革拟统 

则异在草拟完毕以后决定， 该规则能否适当地附在一个公约的后面或者是否应彩成 

—项示范法。 此外，一个可能的公约的准确范围，和其中能够允许的保留都可以 

在享拟完毕以后决定， 委员会因此 5̂ , 在订正的统一规则草案可能特成在一个公



约的附件中规定的一香统一*规则的暂定的基础上> 讨论提交给它的订正的统一规则 

享案0  委员会^ 决定经委员会讨论之后，应将该规则提交一个起草小组结合讨论

的情况选行审议》

起草小组的设立

2 1 . 决定起革小組的成员应包括法国、印度、塞拉利昂、西班牙、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具体条款的讨论

2 2 . 委员会审议的A条 第 1款案文如下：

A条 第 1款 1。

订正草案（示范法草案）

" 1 本法律适用于以下情况：

( a ) 合同当亭人同意，一方当事人（倩 务 人 ）如完全或部分不履行义务，则他

方当事人（债 权 人 ) 有权向债务人〔收 或 扣 留 〕一笔约定的敦项〔如这笔款项是

打算用作对报香赔偿的预先话计数或作为履行义务的保证金， 或二者）〔如这笔敦

项是打算用作债务人应赔偿债权人由于不履行义务的结果所遭受捐夫的揚害赔偿的 

预先佳计数或用作不履行义务的罚款》或二者 ）而且

0 3 )如在订立合同时其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缔约国 / 或知其当事人的营 iL 
地在不同的国家， 而且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采用标准法国家）的法律》

1 之二除本法明文规定外，本法与合同的效力或合同的任何规定无关。 "



2 3 . 委员会审议了本款的第 (a)项》访论了是否成保留"收回或扣留 ""î#词0 — 

种意见认为， 它们在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方面发挥了有用的作用：本规则不仅仅限 

于倩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的协议，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打算要付"-笔约定的敦项的 

这种情况，它也包括了债务人在不履行义务前已付给债权人一笔约定的敦明和在不 

履行义务时和留该笔约定的敦项的这种情况0 有人建议用 " 保 留 " 一词代替 "扣  

留 " 一词。 但是 , 另一种意见"i人为虽然保留这些词并不弓 j起困难，但因为这些 

词是多余的， 因此应当删去。

2 4 . 人们注意到对于本项使用 " 完全或部分不履行义务"和 E条使用的" 不嚴 

行义务 , 或因除远延履行外的有缺陷履行 " 等词有技异0 还有人认为" 完全不履 

行或部分不農行义务 " 诸词意义不清楚， 因此似可删去。 一致同意起享小组无论

如何应规定一个一致的术语。

2 5 . 委员会讨论了  "一笔约定 élj款 項 " 中 " 约定 " 一词是否适当的间题。 有 

人说这个词容身便人误力因为双方当事人可能没有在违约赔偿金或罚敦条敦中明确 

规定一笔款坂》 而是规定了确定这笔款项的方法。 普遍的看法是 " 约 定 " 一词充 

分包括合同现定了确定该笔款项方法的这神情

2 6 . 委员会审议了本项末尾规定约定的敦项性质时使用的两小备选词翅0 普 

速认为两者都不完全令人满意。 关于第一个备选词 I S ,人们注意到 " 保 证 金 " 意 

义不清。 关于第二个各选词组，人们注意到提到 " 振失"一词意指如债权人证明 

他遭受了损失时， 才能付给他约定的敦项。 还有人说根振这两个备选词趙》 虽约 

定的敦巧措述为损，赔偿的预先佳计数的性质， 但是它被结述成双方当事人 " 打算 " 
携成这样一种预先倍计数。 有人建议这样的陈述要求法庭调查双方当事人的意图， 

而这种调查则是0 难的， 而且是不可取的。

2 7 . 就本项可能包括的各种类型的条款进行了一些讨论， 决定起草小组在审议 

本项时应考虑到这一讨论情况。



2 8 . 委员会决定推远对第1款(b)项 和 1之二的讨论。

2 9 .委员会审议的D条案文如下：

P 条 

订正革案

"如发生不履行义务而对此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債权人有权收取一笔约定的款 

额的情况》 债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款额， 除非债务人〔证 明 他 ）对未履行义务无赔 

偿责任b "

3 0 . 已一致同意本条的前革案更为适用。 该革案原文是：

" 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债务人如对未農行义务无赔偿责任，则债权人无 

权 收 取 或 没 收 约 定 款 项 。 ，’

31 . 注意到前草案对修正草案中所包含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 已一致同意 

前草案的开头语应当删去， 因为这些词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经由X 条所代替。 迈一 

致同意修正草案中关于要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他对不履行义务无责任（即，加进 

"证 明 他 " 三 字 ）是不可取的， 因为举证责任的分I己应当由管辖举证责任的适用的 

法律来央定。 还表明了一种意 j î * 这条就则可能以明确的形式重新拟订。

3 2 . 前草案已提交起革小组结合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进行审议。

3 3 .委员会审议的E条案文如下：

E 条

订正拿案

1 如合同规定因返延履行义务廣权人有权收取約定的款项，则债权人既有 

权要求履行义务，又有权牧取约定的款项。



z 知合同规定因不履行义务或因除送建履行外的有缺陷履行，情权人有权 

牧取约定的款项，则债权人有权或者要求履行义务或者牧取约定敦项。 

然而，如 I;债权人 诬明 〕约定的款项不能合理地代替义务的履行， 则债 

. 权人既有权要求履行义务，又有权收取约定的欲項。 "

第 1款

3 4 . 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1款的订正拿案比前草案好。 一敎同意这一款所提 

出 则 。 还一致同，意奢述不履行义务的术语应与A条所要使用的术语相一致P
3 5 . 有人建议，第 1敦应规定该敦所提出的规则， 即债权入既有权要求履行义 

务又有权收取约定的敦填，还应f 大到适用于以下情况S 如合同规定在合同规定以

外的地点交付时债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款项0 此建议未被采纳。

3 6 . 有一•种意见认为， " 合同 规定 " 这样的错词应当彌去， 因为碧要在合同规

定的协议中定出速约偿金或罚款条款作为应用这些视则的先决条件这点 , 已经在A 条 

中阐明了。 再者，写上这些词语可能：t 来 着 E条并不受 D’条所危括的规则的制约。 

不过男一种意见认力，这些词语澄清了这一敦的范圓，特别是能把注意力引向如下 

的事实：合同规定的协议的性质就决定了究竟应当使用本条的1款抑或2 敦:。还有人 

进一步提出建议> 可以在 " 义 务 " 两字后®再 加 上 " 如合同规定的" 字样以闹明这 

项《

3 7 . 委员会考虑，在 " 有权要求履行 " 词组中保留 " 要求 " 一词是否必要。有 

一种看法认为这个词是需要的， 因为它澄清了对于要求履行合同的权利。 不过大 

多数人的意这一款中所包括的规则不应因删去这小词而失去其实质内容 0 还 

有一种意见认为保留这♦ 词会授与债权人一神对具体履行义务的权利，这是不受欢 

迎的， 因为这种权利的存在座由适用的法律来确定。 有人指出，删去这个词不一



定能避免所有法律体系中所带来的后果。 再者，删去这小词可能使草稿措辞的更 

动受到影响， 而这种影响又可使Y条成为多余的条文。

3 8 .本敦已提交起革小組结合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进行审议，

第 2 敦 :

3 9 . 大家普遍同意本敦不必说明除运延以外不履行义务的类型而且本条中说明 

不履行义务的术语应与本条第1款和 A条中辨采用的术语相一致 .大家还普遍同 

意 " 倩权人证明 " 诸词没有必要，而且举证责任的分配应留给管辖举证责任的适 

用的法律来5 ^ ,  大家还指出， 按照对本条第1敦所发表的占优势的意见，在‘要 

求農行义务 " 这一词组中的 '‘ 要 求 " 字样应予侧去•

40 •对本敦所达成的妥协是否令人满意幾斤了相当充分的讨论，根摆本敦第一句所 

述的情况，有选择要求履行义务或者取得约定敦项的权利， 而根据第二向所述的情 

况，有累孩要求权， 按照一种意见，仅保留第一句中所载的规则会导致赁易结系， 

此外， 第二句中所设想的累积有时会导鼓债权人不公平的致富， 反对这种意见的 

人认为，这一款包含了给予选择要求权的法律体系和给予累积要求权的法律体系之 

间，两种方法的徽妙的妥协》 因此，应该予以保留 . 有人建议应重新拟定本款以 

使选择性的成累联性的要求权取决于合同的条款 . 然而，有人指出就是根担本草 

案案文，合同条敦根振X条也会胜过本条中的规则，需要的是一条决定合同中所未 

能解决问题的教JÜ，

4 1 。 有人支持这一意见即 " 代替履行义务 " 这一词组不够明确， 需要设法找出 

可供选择的表示所要表达意见的词组，

4 2 .本敦已提交起阜小組结合委员会的封论情况进行审议，

43 r 委员会审议的Y条案文如下：



Y 条

" 知 根 握 本 （公 约 ）（法 律 ）的规定，债权人有较要求履行义务，除非法院对 

不 厲 本 （公 约 ）（法 律 ）范围内的类似合同愿意这样氣法院没有义务对要求具体 

履行某一义务做出判决， "

4 4 . 有人支持这一看法，即规 则 不 应 涉 及 债 i 孩人是否有权要求具体履行某 

一义务的问题， 这 一 问 题 应 留 待 适 用 的 法 律 来 因 此 ，有人建议涉及履行 

义务权利的 :E条应予重新拟订以便消除对Y 条的普要， 因此，委员会同意推迟对 

Y 条的审议直到它牧到经起草小组访正的E 条案文的时侯，

4 5 . 委员会★议的 S'条案文如下：

条

订正享案

" 如债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款项，则他对约定的敦项所能补偿的那部分锁失 

权牧取赔偿金）〔不能提出振香赔偿的债权）， 对约定的款项所不能补偿的那部 

分 摘 失 他 〔也无权收取胺陰金） I:也不能提出报善赔偿的债权:)，除非他能轉证明 

其所受报失大大超过约定的敦项 . "
4 6 . 委员会注意到本条反跌了处理债权人收取约定款权利和要求赔偿绩替 

的权利两者关系的两种办法的折衷方案 . 根框第一种办法，债权人仅有权收取约 

定敦项而不能要求赔偿揚害，即使债权人由于倩务人不履行义务所遭受的損失不能 

完全为约定的款项所补偿 . 根振第二种办法，债较人在这种情况下,除有权收取约 

定的款项外，还有权要求赔偿摘替， 有人指出这两种 ^̂ 法各有利弊，并指出特别



是若采用第二种办法， 约定的款项在未能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关于得到补偿的保证作 

用就病少了 . 但是有人提出，这两种解决办法对当事各方在关于得到补偿的权利 

和义务方面 0̂ 保证作用比本条敦的折衷 i：(̂ 法更大， 有人提出，报猎折衷办法，对 

于债权人所遭受的損失是否大大超过约定的款项，将会时常发生争端，

47 . 有人支持上述第二种办法，但更多人支持第一种办法. 也有相当一部分 

人支持这样一种意见^ 即本条反块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不会使保证的作用 

大大减少,
4 8 .委员会审议了其他折衷办法，也件有人认为这些办法比目前本条中☆法 

更能为人们所接受 . 还有人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可采用不同的规则，到底采联 

鄙种规则，要取决于约定的款项是否就是迷约赔偿金式者起着别的作用而定 . 如  

约定的敦项就是透约赔偿金， 则债权人除收取约定的敦頃外无权要求赔偿損， . 而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 ;^件债权人对约定的款项 /冗-不能补f尝的那部分想失提出损害赔偿的 

债枕如系约定的款项不能合理地视为对那部分损失的补偿 /这我办法在下述建  

议中得到进一步说明， 即本条订正草案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如系本条最后"除非他 

能够证明其所受损失大大超过约定的款项 " 的措词改为 " 除非约定的敦项不能合理* 
地视为代替义务的履行 " ， 或 " 除非约定的敦项不能合理地规为连约赔偿金" ，这 

些后来的建议也得到了相当多人的支持。

4 9 .但是^ 委员会经深入审议之后认为目前革狱的本条中的规则，是最能为人 

们所接受的 . 大家广泛认为>&用 - « ^ 更为适当的词来代替 " 大大地 " 这个词 . 订

正草案提交起革小姐由其根摆委员会的评议情况进行审议 .
5 0 . 委员会审议的X条案文如下：

工 条 （新条款〉

" 合同当寧义只能通过播议病低或改变本（公 约 ）（法 律 ）D、 E和 I•条的效 

力， "



ô l . 有人提出建议，不得允许合同当事人减低或改变25条的效力•但是该条的实 

质内容按目前这小写法得到了广泛支持。有人指出，允许当事人确定分摊由于债务人未 

能履行义务所造成的报失^即使# 务人对未履行义务无赔偿责任这种办法也有其长处 . 
在这辨情况下将损失分摊给债务人可以防止出现关于债务人是否对他未履行义务 

负有赠偿责任的争论而且这不一定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
5 2 . 有人指出， 根掘本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或明或暗地改变15、 E和 ？条的效 

力，这应通过具体说明或侧去 " 通过播议 " （这可能意味着需要明确的一致意见）几 

个字来加以澄清。

53 . 委员会将本条提交起草小组结合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进行审议。

5 4 . 委员会审议的G条案文如下：

G 条 

订正享案

" 1 约定款项不得由法院或仲裁庭削减。

2 尽管有本条第 1款的规定^ 约定的款项可以〔应 予 ）削减》 I：但不得低 

于债权人遭受的损失）：

( a ) 如约定的款项证明与债权Â 所道受的振失 I：极度不成比例）〔远远 

超 过 ）债杖人所遭受的损失；或

Cb) H 如合同当事人已经约定》 即使债务人对来履行义务无赔偿责任 , 
债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款项， 而且

a 如债权人当债务人对未履行义务无赔偿责任时要求赔偿约定的

款项， 而

曰知收取约定款项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明显是不公平的。 "



5 5 . 对是否 I I要本条第 2 款0)》项中的规则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 一^ 意见》 

认为这些规则应予保留， 因为当合同当事人改变了  D条规则的效力时， 这些规则能 

减少债务人因此而可能遭到的困难， 甚至当债务人对未履行义务无赔偿责任时， 这 

些规则迁使债权人能够索赔约定的款项0 也有人提出，保 留 第 2 款0))项中提到的 

" 明显是不公平的 " 这一，措辞是适宜的，可以此作力削减约定款项的标准， 因为可 

能出现合同当事人确定约定款项的协议可能不公平的情况0 还有人提出， 当合同 

当事人改变了  S 条 相 ？条中的规则的效力而造成对债务人不公平时， 明显不公平也 

应巧作削病约定款项的标准0 然而普遍的意见是》 第 2 款(b》项应予删除， 有人指 

出，如果合同当事人改变了  D条规则的效力，不得根播本条于预他们间的协议0 还 

有人指出明显是不公平的这一慨念不确切。 此外， 这 样 写 法 的 第 2 款Cb)项案文 

复杂， 难以理嚴希望根据本舉削病的约定款项在许多情况下根据第 . 2 敦(a)项也能得 

到削减，

5 6 . 大家普遍认为， 应当保留第 1款和第 2 敦(a)项所阐述的原则 .广泛支持把 

这两款中的原则写透一款中去， 以求筒洁。 在这方面，有人主张一个更筒单的规 

则， 即法院或仲裁襄可以削病约定款项，除非该约定敦项可视为損害赔f舗 » 估计数• 

可是，大家普遍认为这祥一个规则不能给法院或仲裁庭提供足够的依播。

57 . 委员会审议了当削建约定款项的条件成立时本条是应该责成法院或仲裁庭 

削病约定款项（即规定约定款项应予削减），还是让法院和仲裁庭掛韵决定是否削 

减 （即规定约定款项可以削病 ) 。 赞成责成法院或作裁庭削减的理由是，这祥本 

条的实施更有把握0 此外，有人指出，根 播 :F条，如系损失大大超过约定款项，

债权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从而取得更多的补偿。 相应地》 G条应该规定一条对等 

的规则， 根播该规则， 当约定款项大大超过损失时，债务人有杖减少由他支付的款 

額。 但是> 更多的人支持这样一种看法， 即这一何题应由法院或仲裁庭掛酌决定。 

有人指出，如果削减的条件成立，法院或仲裁庭实蹄上A 会削威约定敦项的



5 8 . 委员会迁审议了是否应该制定一些准则以便在削病的条件成立时帮助法院 

或仲裁庭决定削病的程度。 有人支持保留 " 但不得低于债权人遭受的描失" 这几 

个字，从而规定削减的最低限 I  可是相当多的人赞同这样一种看法， 即削减的

卷度应由法院或仲裁庭菌情夹定，这样法院或仲裁庭可以根播案例的所有情况作出 

公平的削减》 还有人指出， 制订一塞完整的原则编入本条以指导法院或仲裁庭是 

很困难的 .
59 • 委员会将本条提交起草小组结合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进行审议，

建议的统一规则革案结拍

6 0 . 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统一规则结构的建议， 该建议提出了形成"第一 

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 " 的 某 些 条 氣 并 指 出 " 第二部分：实质性规定"可以由委员会 

审i义了的D、 E, E和 C条组成， 该建议提出了组成第一部分的以下条敦：

A条

" 本观则适用于以下的国际合同：合 同 当 人 同 意 ，一方当事人（债务人)如不 

履行义务，他方当亭人（债 权 人 ）有权向债务人收取一笔的定的款:不论是作为  

( 不履行义务的）荷款或者作为补偿。 "

A条之二

" 为本观则的目的：

( a ) 如在订立合同时，其当亭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该合同应被认为是国 

际性的；



( b ) 当亭人营巫地在不同国家的亭实，如系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载 

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 应不予考虑；

( C )在痛定举规则的适月时， 当亭人的国籍^ 当^ 义或合同的民亭或商 ik，lÉ质 , 

应不予考虑。 "

S 条

" 本规则的目的：

( a ) 如系当事人有一小以上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度行关系最密切的营 

业地为其营业地3 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侯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 

或所设想的情况；

( b ) 知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S 则以其懷常居住地为准。 '，

C条

" 本规则不适用于供当事人个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货、 其他叛晶 ; 服务的 

合同， 除非他方当亭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侯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 

知道该合同系为这类目的而订立。 "

X 条

" 合同当亭人只能通过访议病低或Êt变本规则D、2 和 F 条的效力。 ,，

6 1 .委 员 会 指 出 上 述 规 则 享 案 适 用 的 合 同 的 A条案文和X 条案文实质上已 

经g 员会审议井由委员会交目起草小组-将由委员会在晓些的阶段在起草小组将其 

编写的案文提交委员会的时侯进行审议。



6 2。委员会指出上述A条之二的(a)敦来源于1974年在組约订立的《国际货物销 

售时效期间的公约》第二条(a)款。A条之二的0))和(0)款分别与1980年在维也纳订 

立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倚称维也纳销售公约）的第一条第 2 和 

3款相同。委员会还指出上述S条是和维也纳销售公约第十条完全相同的。上述C条来 

源于维也纳销售公约的第二条(a)敦。

63 . 一种意见表示À条之二的(e)款和C条可以重新拟定，规定本规则仅适用于商 

业性的合同。 广泛同意原则上本规则应该只适用于商业的合同而不适用于消赛的 

交身的同时， 占优势的意见是确定 " 商业的 " 这一术语的含义极为因难， 因为不同 

的法律体系对这一定义的看法不一祥。

6 4 . 因此，委员会接受A条之二  ̂ S条和 C条中所表达的规则。 已将这些规 

定交回起革小IEU

公约中可能的保留条敦

6 5 . 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如果统一规则将作为公约的附件，可以列入公约 

的可能保留条款的建议0 委员会指出这些保留条敦的实质内容是早些阶段在委员 

会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些可能被列入的条款P
66. 委员会审议的条款如下：

合同范围的条款

"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声明，它将只对合同 

当亭人已经同意适用统一规则的合同，才使用统一親则。 "

书面要求

" 如系绪约国约立法要求合同的签订载证明必须以书面形武，则该綠约国可随 

时声明，它将只对任何当亭人的营地在该国内，兵以书面形式签订或证明的合同 ,

才使用统一親则《 "



6 7 .委员会同意这些条款éij实质内容，但是共没有这些条款作出关定， 因为 

如果统一规则将采用示范法的形式， 这种决定可能是不必要的。关于书面要求， 一  

个代表团表示，如要获得类似《维也纳销售公约》的效果，还有必要采用该公约第 

1 2条的办法，或者找出另种合适的解决办法。

起算小组的建议

6 8 .委员会审议了起革小组提交的统一规则文本 .委员会注意到起草小组 

除 2 条第 (2)款外，对所有其他各条案文均取得了一致意见， 起革小组提交的条款， 

除 :E条第 (2)敦外，均 载 列于 附件中 。 .

69 . 起革小組提交的E条第 (2)款如下 ：

" 如合同毅定因除迟延履行外的不履行义务，债权人有权牧取约定的敦填，则 

债权人有权或者要求履行义务或者牧取约定敦项 • 然而，如约定的敦項〔不能合 

理地 视为 ）〔没有规定为）〔代替义务的履行；1 〔作为对未能履行义务的赔偿）， 

则债权人既有权要求履行义务， 又有权牧取约定的款项， "

7 0 .经审议》 委员会一致认为 " 不能合理地视为 " 这一词 组 比 " 没有规定为 "  
的词组更为可取* 并 认 为 " 作为对未能履行义务的赔偿，，这一词組比"代替义务的 

履 行 " 的词组更为可取 .委员会通过了  S 条第 (2)款的案文，保留了上面提到的较 

为可取的词组 .

71 . '有人表示意见说》 2 条第 (1)敦中关于确定当事人营业地的规则不明确 ， 因

为营业地是参照其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的关系来确定的， 有人建议通过一项单独 

的参考依据【例如履行合同的地点），这样这条规则就明确了。 然而普遍的意见

是》 由于《维也纳销，公 约 》采用了本条的案文，为了一致起见》本条也采用这一 

案文P
7 2 . 委员会注意到S'条 和 G条 中 将 " 远远地 " 一词改为 " 大大地 " 一词，这是 

个措词性质的问题 ， 目的不是在意义上作变动，



7 3 . 委员会同意这一意见：本报告第2 2 段所载列的订正草案A条 第 1之二款 

是不必要的。 委员会还同意，如 果 采 取 将 统 一 规 则 作 为 公 约 附 件 的 形 式 ，

第 4 3 段所载列的Ï 条应列入公约。

7 4 .提出了一些关于措词和各种语言方面的建议， 目的是为了係证使委员会所 

有 工 作 语 言的文 本一致 性 * 已请秘书处注意这些建议許确保这种一致性 .
7 5 .委员会审议了  " 关于透约赔偿金和罚敦条款的统一越则，，这一标题是否恰 

当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 /☆现在这个标嚴 I：合适的， 它表明了规则中涉及到的两 

种类塑的条款， 可是^ 普道的意见是标题需要作些改动， 因为在大晤法系中"罚 

敦 条 款 " 包括了英美法系所理解的罚敦条敦和透约赔偿金条款两者， 有人提议标 

题应改为 " 关于因未能履行义务而应付约定敦项的合同条款的统一规则" ， 大家 

一致 i l 力暂时应采用这一标题*

委员会的决定

7 6 . 经审议》委员会通过了本报告附件一所阐述的议题实质内容的规则草案5 

从而结束了关于连约赔偿金和罚款条款的工作0 "
7 7 . 委员会注意到在讨论规则草案可采取何种形式时，一开始就审议了三种可 

能性：一*般条件形式、 示范法形式、或者访照维也纳销焦公约结构的公约形式。鉴 

于就规则革案可采取何种形式间题产生了分彼意见》还注意到第四种可能性， 种 

折衷的解决办法，即采取公约的形式， 而在其附件中列入规则革案，这种折衷方案 

包括了公约和示范法这两种办法。 那些不愿意加入公约的国家可以把附件当作示 

范法应用（见本报告第1 4 至 2 0段 )《 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处为了应付出现第 

四种可能性被采纳的情况而编写的公约草案样本0 该公约草案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7 8 . 虽然赞同示范法的人比较多，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以公约为基础、 附以

附件的慑法， 但对于规则革案应该采取# 么形武，委员会不能取得 f办商一致的意

见， 鉴于这个问题很重要， 与所有国家都有关系，委员会认为è 该由联大第六委 

员会对该规则草案的最后形式作出决定。



第三章 

国际支付

A .  • {国际汇票和ü 际本票公约》革東 fg《国际支票公约》草案

7 9 .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和第十五届会议审议了今后在《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 

公 约 》尊 案 及 《国际支票公约》草案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 会上对于这些 

草案案文根摆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级的意见进行审查和修改的工作 , m j È 由委员会 

方身来像还是免由国际流通票据工作组去徽élj问题意见不一。 委员会决定推运到 

第十七届会议对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把该项目列入了本届会议的议程以便能够 

在获得有关资料时进f î讨论。

8 0 . 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了秘书处的一项建议，即第十七届会议应花足够多的 

时间对秘书处在分析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的所有意见时确定的一些关键内容和有 

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6 秘书处是根据从各国政府牧到的第一批意见 

提出这个建议的， 以便加速事情的进展，特别是帮助从长远观点出发制订今后各届 

会议的工作方案。

8 1 . 委员会经过审议之后，原则上接受了这项建议。 然而，大家对于这种讨 

论花多少时间最为合适的问题意不一。 虽然一些人表示支持就在本届会议上确 

定讨论的时间 «的意见普遍的意见则是只有在秘书处收到对草案案文提出的意见之 

后才能作出确切的佶计。

8 2 . 委员会经过审议之后，授权极书处报据到 1983年 9 月 3 0 曰为止收到的 

意见确定讨论韵适当时间长息但不得超过两个星期。

B. 电子处垣资金过户

8 3 . 委 员 会 第 千 五 届 会 议 定 ， 秘书处应与贸易法委会国际支付研究组合作， 

开始编写关于电子处理资金过户的法律指南《 "  会议还建议，法律指南应列明各



种 法 律 问 题 说 明 各 科 解 决 3：(̂ 法，指出每种 ;^法的利勢，并提出其他备选解决办法。

8 4 . 委员会本届会议注意到一份进度报告说，務书处已开始工作以便编写法律 

指 南 （A/CN .  9 /2 4 2  ) 。 研究组去年举行了一次会议， 明年暂定举行而次会议。

法律指南的某些章节草稿可望提供给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供大家就此发表意见0



第四章

国际商业仲裁：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6

85, 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委托国际合同懷例工作组编制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草 

案0 "  委员会第千五届会议注意到工作组第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CN. 9 /  

216 ) 异要求工作组加速进行其工作。

8 6 , 委员会本居会议牧到了工作组 1982年 1 0 月 4 曰至 1 5 曰于维也纳举行 

的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 /C N .9 /2 3 2  ) 和工作组 1 9 8 3年 2 月 2 2 H 至 3 月 

4 日于组约举行的第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A /C U .9 /2 3 3  )。

8 7 , 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报告，并对工作组主席伊瓦# 養先生表示赞赏，受员会注 

意到工作组审议了第一条至第三十六条尊案（A /C N .9 /Ï7G .II /W P .3 7和 38 ) 
和第三十七条至第因十一条草案（A /C N .9 /^ G .II /W P .4 2  ) , 订正了第一•条 

至第十二条， 第二千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享案【A /C N .9 /W G .II /W P .40  ) 以及示 

范法可能珠及節某蕴其他问题（A/CN.9/1Î7G•工工/T P .4 1  )。

8 8 . 委员会一致认为， 编制示范法不仅对发达圆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而 

且也有助于促使国际商业仲裁成为解决国尿贸身交身中♦ 端的适宜办法。有人建议 

应考虑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可采取哪些道当办法来帮助区域仲裁中心和发展中国家类 

似机拘， 以此作为发展国际商业仲裁的又一个步骤0 另一项建议是，仲载示范法 

中应包括一些关于调解的条敦，这项建议应在以后再考虑。 还有一项建议是，工 

作組应仔细研究法院和仲裁庭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

8 9 . 委员会要求工作组加速选行其工作》



第五章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业合同

9 0 . 委 员会牧到 了 新 国 际 经 济 翁 序 工 传 组 第 E3届会议工作报告（A /C H .9 /  

234 )  . 该振告阐述了工作 I且 极 卷 秘 韦 长 题 为 《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合同玲法律 

指南草案 Î 章 7 样 本 》 （A /C IU 9 /^ G ，V 卞？. 9 和 A d d . l至 5 ) 的报告透行审 

议 情 况 g 报告指出， 工雅级审议了《指南结特養纲享案》 （A/CiT>9/ï7G • V /  
W? . 9/Add  • 1 ) 命 关 于 《合同类望的选择》的章卞样本草案（A /C E . Q / Ï Ï C  . r y  

W P .9 /A d d .2  ) , 《免 责 》（A /C i r , 9 /^ G ,V ^ ? , 9 /A d d , 3  ) 翁 《目 难 条 歉  

( A/G  H  . Q / Ï Ï  G . V W  P . 9 /A  d d . 4 ) .

91• 报告连一步指出，工 作 级 普 道 认 《指南结特提纲享案》总的来说是可 :

以接受的《 工作链普道承认》随着工作的进長，章卞的顺序也許有必要作某些调
-  .

蹇，可由秘书处菌情调â 章节顺序，知必要时应参考工作组审议^中提出的各种  

意见， 工作經一致认为，革叔的指南应对参与谈判和起享国际建造工厂合同玲各 

类 知 管 理 人 员 、商人系# 赌具有实际的价值， 工作组爱调了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所我问息有人指出， 指南应特别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买方，

9 2 .委员会对工作组及其主席在这一极其复杂的领堵所取得的进晨表示赞赏，

指南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得到了霞调， 委员会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即必嚴加速

51制法律指南，

9 3 . 有人表示意见覓斩的国际经济卷序的其他法律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有人 

建议* 应当考虑制定工传組的长期工作方案，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在计划今后 

工作时应考虑工作 I且第一届会议工作报告（A /C 5 .9 /1 7 6  ) 中所列的各种间题，

因为这蕴问题已列入了委员会工作方案， 有人指出，运 Ê 当避免由于审议其他 

SI际組织蘇究问题面造成的重复，一个代表团说，在深海采矿方面的法1拿 旧 题 应  

由根振海浮法公约特别设想的机构来处理（见文件A/CÏI。9 /2 34, 第 22 段 ）。

- 27 -



第六章 

工作的协调 20

A . 各项活參的一般协调

9 4 .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的一份报告（A /C N .9 /23 9  ) , 报告叙述了秘书处 

自第十五届会议以榮为协调国际贸易法方面的工作所进行的主要活动。 积极从事 

国际贸易法工作的一些国际组织代表就其组织与委员会进行合作的情况向委员会作 

了报告。

9 5 . 欧洲理事会代表说》该组织继续在有关国际支甘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方面与 

委员会进行合作。 已决定推运就是否应着手修订1 9 3 0 年 在 日 内 瓦 签 订 的

《关于制定统一汇票、本票法的公约》问题作出决 :定，等委员会完成有关流通票握 

方面的工作后再进行。 欧洲理事会还就其电子处m資金过户方面的工作与委员会 

进行合作。 关于电子计算机记录的法律价僅，欧洲蓉事会已就这个问题通过了  一 

项给各国政廣的建议，它将向委员会介匆这方面的经验》 欧洲理事会代表还报告 

了其在拟订《关于保留所有权和破产公约》草案工作方面的现况0

9 6 . 经'济互助委员会【经 互 会 ）代表报告说， 19 83年 4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一•
次区城讨论会，讨论了《关于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的公约》（1974年，纽约）和 《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年，维也纳）的问题。 出库这个有委员会秘书处 

参加的讨论会有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外货部法律司司长。

9 7 .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代表报告说， 已邀请不是海牙会议成员的新当选的委员 

会成员参加海牙会议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以 审 议 修 订 19 5 5年在海牙签 

订 的 《关于国际货物买卖所适用的法律公约》的准备工作。. 这次会议将于 1983



年 1 1 月举行。 海牙会议第十四届会议决定把可能导致修订1931年在日内瓦签 

订 《关于解决有关汇票、本票若干法律 .冲突的公约》的工作推运进行。

9 8 . 美洲国家組织代表报告说》 拟 于 1 9 8 4年春季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美洲 

国际私法专门会议的议程草案，列 有 旅 .客及货物的陆路运输和海路运 fr等项目。 

关于后者，预 计 该 会 议 大 概 会 通 Ü 一项支持批准或加入《汉堡规则》的决议， 而 

不是拟订一项关于该问题的区域性公约。 有人建议委员会和美洲S 家组织在推广 

关系到全球利益的 汉̂« 则> 方面进行合作。

9 9 , 该代表还报告 i t » 委员会秘书处参加了美洲国家组织去年组织的一个讨论 

会并作了关于《维也结销售公约》的讲演，. 而且秘书处还打算参加今年的讨论会并 

作关于工业合同翁I《 堡 规 则 》的讲演。

1 0 0 .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统一私法社）代表报告说， 有 5 8 个国家参加了  1983 
年 1月 3 1 日至2 月 1 8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通 过 了 《关于国际货物销售 

申 m 迭代理的统一法公约》。 该公约目的是补充委员会拟订的《维也纳销售公约》, 
统一私法社代表还播告委员会所关心的几个课题的研究工作正在令人满意地进 

行中，其 中 包 括 租 合 同 、代理业务、编露有关陆上运输有，物质所造成想替的责 

任和赔偿的国际贸易法和统一规则等课题。

101. 亚洲一 非洲法律热商委员会（亚非法律博商会）代表谈到了委貝会可以 

给予援助以支持巫非法律协商会建立的区揉仲裁中心。

102 •世界银行代表报告了他的组织与委员会之间在委员会关于工业合同的工作 

方面所进ÎÎ的密切合作。 他提到世界銀行经常参与这类合同， 特别是涉及发展中 

国家工业发展项目方面的合同。 他表示世界報行在编制具有很大价值的关于工业 

合同的法律指南方面，乐意向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提供援助。



委员会的决定

1 0 3 . 委员会表示认可秘书处的协调活动。 它还对其他组织代表的发言表示欢 

迎《 委员会敦促秘书处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关于有关委员会协调作用的联大第

3V I  4 2号决议， 委员会提请注意特别醫要加强与联合国贸為和发展会议的合作。 

要求秘书处就采取何种行动进一步密切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问题向委员会第十七 

届会议提出报告，以便执行联大第2205 ( X X I )号决议第二部分第8(f)和 第 1 0 段。

B, 与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有关的各国际組织目前的活动

1 0 4 .夢、大 第 3 4 /1 4 2 号决议曾请秘书长就与国际贸易法有关的组织節活动向委 

员会每一•届会议提出报告和委员会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105. 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重甲了第十四届会议提出的希望， 即希望能定期收到 

关于从事国际贸易法工作的其他组织各种活动的报告。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秘书 

长向委员会本届会议提出了一扮题为"与故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有关的各国际组织 

目前的活 动 "的 报 告 （A/■CN• 9 / 2 3 7 和 Add•l—3 )。

1 0 6 .大家一致认力该报告内容车富， 对政府官员和法律教授都很有帮助，并认 

为ià报告S 有助于协调各国际组织的活动。

1 0 7 .有人建议说》 某些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情^^应写入今后的报告。

委 M会的夹定

108.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关于与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有关的各国际组织目前 

活动的报告。



1 0 9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最近一些发展情况的报告U /  

CN.  9X236 )。 报告叙述了其他組织在海运保险，集装箱运输和货物转运方面 

的活动情况， 还谈了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统一私法社 )有关国际装却站经营人责任 

方面的工作情况， 论述了与统一私法社拟订的关于《国际装卸钻经营人责任公约》 

初步草案有关的主要法律问题。 报告指出，公约初步革案试图统一关于国际装却 

站经营人责任的各种不同的法律现则， 以便填补各项国际运输公约，例 如 1 9 7 8年 

《联合国海上货妆运输公约》（汉堡规则 ) 在国际货物运输责任制度方面所留下的 

空白。 报告述指出， 公约初步草案的主要特点与《双» 则 》的主要特点相似。

1 1 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理事会1983年 5 月举行的第六十二 

届会议上通过了公约初步草案0 统一私法社观察员告知委员会，理事会通过该革 

案时表示对委员会就这个项目的工作给予合作的可能性十分关心。 理事会决定， 

如果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统一私法社将根据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向委员会提交上述 

草案供其讨论，并不再进行有关这小间题的工作。

1 11. 大家一致认为，统一私法社有关国际装却结经营人责任方面的工作质童很 

高， 也很重受》

112. 有人发表意见说》委员会与统一私法社合作并在国际装却站经营人的责任 

方面进行工作这件事是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委员会正在执行翁大委托给它的协调任 

务。

1 1 3 . 有人建议说，委员会振订关于这个间题的统一规则的工作，不应只限于国 

际运输中货物的储存和妥善保管，还应包括不涉及运输的货物的储存和安善保資* 
此外，还有人建议》委员会不应在目前对有关这个问题的统一规则最后应采取何种 

形武— ■例知公约或示范法 形武的问题作出预断。



1 1 4 . 委员会贷赏地注意到委员会秘韦的如下发言：有关这小问题的工作即使交 

给某个工作组去俄》也能在委员会现有的预算内支， 而不会带来增如经奏的问题。 

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秘书的这一发言：虽然如同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2 »被 

准 的 1 9 8 4 -  1989年中期计划（A/C2T.9/2：工V /R .1 ,第 5 0 段 ）所指出的那格 

由于委员会的任务和责任总的说来 ★ 重了，有必要在秘书处内增加两名专业人员， 

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并不需要在秘书处内增如新的工作人员。

委员会的决定

1 1 5 .委员会决定把国际装却姑经营人的责任问题列入它的工作方案》 请国际统 

一私法学社将其公约切步草案送交委员会 审 议 , 并委托一个工作m就这个问题起草统一 

规 则 。 委员会对该工作组的m成问题将推迟到下届会议作出决定。 . 请秘书处 

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交一■份有关统一私法社公约初步享案所提出重要问题的辨究报 

告 ,并在该研究根告中考虑一下统规则的范围是否可以扩大以赁營括运输申所没 

有涉及到货物的偷存及妥善保管问题  ̂"

D. 《跟单信用证统一愤例和办法》的 修 订

1 1 6 . 委员会了解到《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和办法^的1974年文本经1 次隆订后其最 

后文本可望不久由国际商会钱行技求与惯例委员会完成，国际商会理事会将于1983 
年 6 月予以通过 0 差外还希望能将《厳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和办Î#

会第十七届会议请其认可，就象委员会在 19 75年认可《嚴单信用ÜE统 一 惯 例 和  

/ 法 》 1 0 Î4年文本一# 。 "



E. 自參数摆处理所涉法律问题

1 1 7 . 委员会牧到了秘书处的一项说明， 说明的附件中有一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 

洲经委会）和联合国贸身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筒化国际货易手续工作組关于自动数 

摆处理所涉法律问题é1j报 告 （A/CH* 9 /  2 3 8 )。 该工作經报告叙述了电传货易 

数据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并就各国际组织在各自取权范围内所能采取的行动提出了 

建议》 工作组的报告建议说， 由于这些间题基本上是国际货易法方面的问風委 

员会作为M际贸易法方面的核心法律机特，似乎是采取必要行动并加以协调的适当中 

心论坛。

118.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打算向其第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委员会为协调这 

一领域的各项活动可以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同时要考虑到各有关国际组织的职权范 

Mo



第七章 

公约的现况

1 1 9 .委员会审议了其工作的成系》 即各公约的现况》 这些公约是：《国际货勘 

销售时效期间公约》 （组約>1974 ) ， 《修正国际货翁销售时效朝间公约的议定书》

( 维也纳， 1980 ) ; 《 1 9 7 8年誤会国海上货勒运输公约》(汉堡规则》) ; 和 《联合 

国国际贷勒销售合同公约》 （维也納， 1 9 8 0 )。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题为《公约 

的现况》的文件（A/C17 .9 /241 ) , 文件中提祭了关于这些公约的签字、批准和 

加入的情况®
1 2 0 , 委员会秘书通知委员会，秘书处已如紫其# 进这些公约的努力，特别是 

通过其协调、 培训和援助方案来慑这个工作（参看本报告第98 -  9 9段和第 127 —

128段 ）。 至于《国际货翁销售时效期间公约》和 《联合国国际货翁销售合同公 

约》，秘书报告说全世界对这两小公約的兴趣正在增长， 由于有这特令人鼓舞的趋 

势， 两个公约可望早在 19 84年生效。 委员会秘书报告说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 

会 ）想织了关于两小公约的座谈会，会上普邀表示支持两小公约。 此外，秘书表 

示希望， 由于《翁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同《国际贸易用语解释通则》是相辅 

相成的， 国际商会可将该公约与该通则一起促进>

121• 关 于 《联合国国际货# ^ '售合同公 i t 》， 委员会得到通知说> 一些国家正 

在采取步驟♦ 取批准该公约， 其中一些国家頸计将在19 8 4批准公约。

1 2 2 . 委员会的秘书说明，一 旦 《国际货翁销售时效期问公约》和 《宗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約》生敎，秘书处可集中精力推进《联合国海上货# 运输公约》。 

关于这后一个公约， 委 员 会 秘 书 说 》 货 发 会 议 也 正 在 采 取 步 骤 推 进 这  

一公 约，这 是 因 为 《联 合 国 国 际 多 武 联 运 公 约 》同 《联 合 国 海 上 货 物



运输公约》的生效有着必要的联系。 秘书报告说， 此外， 委员会如能就国际装却 

站经营人这一课题送行些工作， 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的兴趣。

123. 一些国家表示它们正在积极考虑加入《联合国海上货翁运输公约》这个间 

M j 若干集团认力该公釣是起促进作用的。

1 2 4 .有人表示意见》认为应当如速查明和计论由该公 itf产 生 来 问 题 的 过 程 《 

有人建议说也许通过召开对漠运有兴趣的51家的区揉性协商会议的方武能达到这一 

目的0



第八章 

培训与援助 2'

导言

1 2 5 . 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2 致认为委员会应继续发起举办关于Up示贸易法的 

座谈会和讨论会， 而且认为这些讨论会最好按区揉举办。 桓认为 这 格 一 个区遂 

就可以有大量的人参加，讨论会本身也有勘于推动采用委员会工作所产生的文停。 

委员会欢避与区钱组织孽合举力•区填讨论会的可能性。 已请秘书处在它义为必要 

时作出此我安排。 委 员 会 第 十 五 届 会 议 .审议了秘书处在举办这蕴座谈会和讨论 

会方 面所取 得进展共一致认为秘 45处应魅续探索与其他组织和机椅合作组织这些 

座谈会与讨论会的各种可能性C
1 2 6 , 哀大在其 1 9 8 2年 1 2 月 1 6 曰的第3 7 /1 0 6 等块 i l 中重审了委员会在国 

际贸易法领遂的培训与援助方面的工作对各S ,機 >j是对发展中S 家的重要性， 并对 

发起举 ;̂ 区̂域性座谈会与讨论会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表示欢迎《 夢大还感 i t为资助 

座谈会与 =̂̂ :̂会以及资助委员会培训与提助方案的其他方面域目提供了捐款的国家 , 
感谢正在安排有关国际贸易法方面座谈会与讨论会的政府和机稳。 此 ：̂, 薪 大  

还请各国政府 , 有关联合国祝輯、组织和个人檢助秘书处资助和举 ^̂ 座̂谈会与讨 全̂会。

127• 委员会牧到了秘书长题为 " 培训与提助 " 的报告 ( A/C N. 9X240 ) 。 该 

报告阐述了秘书处在找行委员会和联大的喪定方面采取的步綠。 报 告 特 别 指 秘  

书处与国际贸易法领壤的几个区壤计论会的誤系。 秘 45处命美渊 II家组织在一个 

讨论会上进行了合作。 该讨论会是由美洲国家组织美況法律ê 员 会 于 1 9 8 2年 8 
月在里约熟内卢举办êtr。 讨论会审议了委员会的活动，特 别 是 《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1 9 8 0年，维也纳）。 秘书处参加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 

会 ）组织的关于《维也纳销售公约》的讨论会（1983年 4 月 1 4 日至 1 5 日于莫 

斯科）。 秘书处还与设在吉Ü  被的区域仲裁中心（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主持下 

建立的）在由该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工作的各个方面的讨论会 

( 1982年 1 1月 2 日至3 日于吉1:坡 ）上进行了合作， 报告指出打算合作举办其 

他区域讨论会。 报告还指出，限制组织座谈会和讨论会的主要因素是资金不足^

秘书处将继续努力探索进行培训与援助的各种合适的机会，并广为宣传委员会的工 

作。

1 2 8 .委员会秘书作了发言，概述了为下一年计划的一•些项目。 他特别指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法 If：委 员 会 秘 书 处 已 同 意 将 题 目 列 力 美 洲 国 家 组 织 将 于  

1 9 8 3年 8 月于里约熟内卢举行的国际法讨论会年会的内容。 他还指出秘书处打 

算与贸发会议X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国际贸易中心合作透行一小项目， 以培 

训发展中国家政府贸易促进札輯和私营部门组织，使它们掌握:妓何就对外贸易的法 

律方面问题给出口商和连口商提 '兵咨询意见0

会议的讨论

1 2 9 . 有人表示意见说》在将来关于培训与捷助的报告中， 应更清楚地共体援告 

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我方式参与了报告提及的项目。 还有人建议考虑编写 

大学可采用的关于国际贸易法教材的间题。

委员会的宾定

1 3 0 . 委员会对秘书处在培训与援助领揉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弁认可了秘书处 

在此领域采用的基本做法。



第九章

联大有关决议》今后的工作及其他事务28

A. 联大有关宾议

1 。 大会关于本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 3 K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1982年 1 2 月 1 6 日联大关于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第

十 五 届 会 议 工 作 报 告 的 第 3 7 /1 0 6 号决议》

2 。 大会关于记帐单位与调整赔偿责任限额的关议

1 3 2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1982年 1 2 月 1 6 日联大关 于 货 易 法 委 员 会 通

过 的 有 关 记 帐 单 位 与 调 整 赔 偿 责 任 限额条款的第3 7 /1 0 7 号☆ 议》

3。大会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宾议  _ _

1 3 3 .委员会注意到 1 9 8 2年 1 2 月 1 6 日联大关于遂步制订有关新的国际经济 

铁序的国际法原则与规范的第3 7 /1 0  3号決议0 它还注意到我书处巫已向联合国 

训练研究所【训研所）转达了委员会进行的与训研所在这方面正在从事的濟究有关的 

活动情况a

1 3 4 .有人发表意见说》这项研究与国际贸易法方面的间题有联系，委员会应该 

更积 极 地 参 与 这 研 究 。



1 3 5 .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曾要求秘书处力第十六届会议草拟一份说明， 因为该 

届会议将审议委员会筒讯可能采用的格式及其所涉及節行政经奏问题。 委员会 

本届会议牧到了秘书 ’处的说明，该说明建议说由于各神财政和行政方面êg原因， 秘书 

处最好印发一种非正式筒讯，报道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情况，分送委员会及工作小 

组会议的参加者， 或许还可以分发给某些一贯关心委员会工作的社会人士（ A/CN. 
g y x v i y a . i )。

1 3 6 . 有人发表意见说》非正式筒讯一年印发一两次就有助于使关心委员会工作 

的人》 特别是委员会及其工作 I且会议参加者跟上新的发展情况。

1 3 7 .还有人发表意见说》委员会制订的一些公约预计今后几年内就要生效》 因此 

应当考虑一下，一旦这接公约生效》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广为传播法院就这些公约的解 

释问题所作裁决的资料》 在这方面提醒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国际统一私法学社多年 

来在其《统一法评论》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刊载有关国际贸易法领域中现存的非常 

重要的公约的实施和解释方面间题的决定0 因此》有人建议，鉴于统一粮法社在执 

行这项需要大量费用和工作人员的因难任务中取得的专门知识》委员会应要求其秘书 

处与统一私法社共同探讨在这方面采取一致行劫的可能性。

1 3 8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

C. 其他事务

139 . 一个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拟制一项经充分慎重考虑后产生的工作方案。应 

列出一份可能需要处理的问题一短期和中期一的清单，并于事先提交委员会成员 

国， 以便使各国政府可以与各有关部、 司逢商, 并就振处理问题的优先次序作出决定。 

应该避免就一个问题作出专门决定。 应对那些具有发展性质并与国际货易有直接关 

系的旧题》给予优先考虑。 委员会在决定处理问题的优先次序时，应与货发会议以



及工发组织进行协 f^。 而且还应避免工作的重复现象0 现在已是委员会应对其目标 

和 方 法 ， 特别是对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进行反复考虑的时候了， 由于在找到一种解决 

办法之前， " 公 约 " 或 " 示范法 " 的问题会继续提出。 委员会不应把它宝责的时间 

浪费在对这个问题的无止境的辩论上。 秘书处应设法找到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 

而且，本委员会应该坚持其通过协商一致方武作出决定 的 老传统0

D .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4 0 . 决定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于 19 84年 6 月 2 5 曰在纽约开始举行。要求秘书 

处一旦在收到各国政廣相各有关国际组 i?、就 《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茸案以及 

《国际支票公约》革案所提的意见后，决定会议应开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

E . 工作组会议

1 4 1 . 决 定 ü 际合同懷例工传组于 1 9 8 3年 8 月 2 9 日至9 月 9 日在维也纳举行 

第六届会议5 于 1 9 8 4年 2 月 6 日至 1 7 日在纽约举行第七届会议。

142. ★ 定新的国际经济移序工作组第五届会议于1 9 8 4年 1 月 2 3 日至 2 月 3 
日在纽约举行。

? 。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的组成

143. 决定扩大国际合同懷例工作组的成员以便把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包括进 

去。



教播襄大第 2205(ÎOC,I)号决议，委员会成员当选后任期六年。 目前的成员 

1 9 个 是 1 9 7 9年 1 1月 9 日装大第三千四届会议选举的（第 3 4 /3 0 8号 

决 定 ）， 1 7 ♦ 是 1 9 8 2年 1 1月 1 5 日誤大第三十七届会议选举的（第 3 7 /  
3 0揚 $^定 ）。根 摆 1 9 7 6年 1 2 月 1 5 日第 3 1 / 9 9 号决议，装大第三十四 

届会议速出的成员的任期将在1 9 8 6年要员会第十九届年度常会开幕前一天 ' f  
清，襄大第三十七居会议送出的成员的任斯将在19 89年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年 

度 常 会 幕 前 一 天 届 滴 。

1983年 5 月 2 4 日和2 6 日第2 6 9 和 2 7 4 次会议进行了选举。 根据委 

员会第一届会议所作决定，委员会有三个副主席，这样加上主席和报告员，联 

大第 2 2 0 5 【x x i ) 号决议第二部分第一段所列的五组国家里，每组国家都有一 

名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 6 号 》

( A /7216  ) , 第 1 4段 （《联合国国际贸暴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 19 68 -  
1 9 7 0年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晶编号： E . 7 1 . V . 1 ) , 第二部分， 一，A,
第 1 4 段 ））。

委员会在  1983 年 5月 24、25、2 6、2 7 、30 巧 31日、6月 1和 2H第 270、271、 

口  2、273、274、275、2 7 6和 2 7 7 、2 7 8 , 2 8 2 和 283 次会 iU i  审议了这 

个问题。

联合国国除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武记录， 第三千四 

届会议 , 补编 第 1 7 号 》 （A / 3 4 /a 7 )，第 3 1 段 （《联合国 ® 际贸易法委员 

会年基^ 第十ét  1 9 7 9 年》 （联合国出版翁， 出會品编号：H0 . 2 *81 .  V.
2 ) 第*一部分，二， A，第 3 1 段 ））。

联合国SI际贸易法委会第千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千六 

届会议，补 编 第 1 7 号》 （A /3 6 /1 7  ) , 第 4 4 段。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千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 

届会议，补 编 第 1 7 号 》 ( 4 /3 7 /1 7  ) , 第 1 S 段。

同上？ 第 4 0 段。

讨论的筒要记录，见 A/ÜU. 9 /7R . 270 — 278、2 82和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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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T 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七 

届会议，补 编 第 1 7 号 》 ( A / 3 7 / 1 7 ) , 第 1 7 段。

具体条敦的案文载于提交委员会的文件V C N .9 / /2 3 5。

一个代表团说》虽然委员会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所有代表在工作过程中也表现 

了和解精神，但他仍然认为迷约赔偿金和罚款条款，因其本身的性质，是一个 

适宜于统一的问题。

一个代表团说，它i l为， 审议过程中大多数意见显然是赞成示范法的。 因此 

委员会座以示范法的形式通过这些规则。 还有一小代表团指出是它首先提议 

采取附有规则的公约形式的。 .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看来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 

但息在审议结束时，就很难说这一建议是否仍得到同样广泛的支持。 在这 

种情况下委员会应该采取的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弄清会上的观点并对形式旧题作 

出相应的决定，而不是让第六委员会对形式问题作出决定。

委员会在 19 8 3年 5 月 3 1 日第2 8 0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千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届会议，补编第 1 7 号 》（A /3 6 /1 7  ) , 第 1 7 -2 1 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 销 第 1 7  
号 》【A /3 7 /1 7  ) , 第 4 4 -5 0 段。

联合国 El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 

届会议， 扑 编 第 1 7 号 》（A /3 7 /1 7  ) , 第 7 3段。

委员会在1983年 5月 3 1 日第2 7 9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联合国国际贸慕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届会议,补 编 第 1 ? 号 》（A /3 6 /1 7  ) , 第 7 0 段0
填合国国际贸募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 

居会议， 补 缠 第 1 7 号 》 （A /3 7 /1 7  ) , 第 8 8 和 8 9 段。

委员会é  1983年 6 月 2 日第2 8 3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委员会于 19 8 3年 5 月 2 .4 5 和 6 月 1 日在其第2 6 9 次》 2 8 1 次 和 2 8 2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廣合 ü 国际货易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届会议^ 补编第 1 7 等》（A /3 6 /1 7  ) , 第 1 2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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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代表对这些问题持有保留意见> 他们本来希望对这些事項能推迟到委员会 

下届会议作出决定， 以便他们能与本®有关部门嗟商。其中一位代表还指出，

国际装卸站经营人的责任问题与不涉及运输的货物的储存及妥善保管问题有很 

大不同，这个问题与圓际货易法亦无关系。

联合国国际贸身法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 

议，补编第 1 7 号》 （A /1 0 0 1 7 ) ,第 4 1 段 （《联合国圓际贸易法委员会年 

鉴，第六卷： 1975年》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 7 6 . V . 5 )，第一 

部分，一9 A，第 4 1 段 ）。

委员会在 1 9 8 3年 5 月 24日第 2 6 9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委员会在 1983年 6月 2 日的第2 8 3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a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六 

届会议， 补 编 第 1 7 号 》（A /3 6 /1 7  ) , 第 1 0 9段。

誤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 

届会议，补 编 第 1 7 号 》【A / 3 V r r  ) , 第 1 3 2 段。

委员会在1983年 6月 2 日第2 8 3 次会议上审议了本议题。



附 件 一

关于因未能履行义务而应付约定敦项的合同条敦的统一规则a

第一lu分：适用范围 

第一条b

本规则适用于以下情况的国际合同，合同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债务人） 

如不履行义务，则他方当♦ 人 ( '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收取一笔约定的敦项，不论 

是作为罚敦或者作为补偿.

第二条

为本规则的目的：

( a )如在订立合同时，其当寒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该合同应被认为是国

际性的；

( b ) 当事人营iL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系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侯或 

订立合同时当♦ 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予考虑；

《0 ) 在确定本规则的适用时，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或商ill性质, 
应不予考虑.

第三条

为本规则的目的：

( a )如系当事人有一个以上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 

业地为其营业地，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侯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 

或所设想的情况.
( b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第四条

本规则不适用于供当事人个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其他物品或服务的合 

同，除非他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 

该合同系为这类目的而订立.

第二部分：实质性规定 

第五条

如果债务人对未應行义务无路偿责任》则使权人无权收取约定的敦项，

第六条

( 1 ) 如合同规定因运廷履行义务使权人有权牧取约定的敦项，则债权人既有权 

要求履行义务，又有权牧取约定的敦项.
( 2 )如合同规定因除运延履行外的不履行义务，债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敦项， 

则使权人有权或者要求履行义务或者收取约定的敦项. 然而，如约定的敦项不能 

合理地视为对未度行义务的补偿，则债权人既有权要求履行义务，又有权收取约定 

的救项，

第七条

知使权人有权收取约定的敦現则他对约定的敦项所能补偿的那部分揭失不能 

提出振事路傻的债权， 但是》如果所受振失大大超过约定的敦项，则他对约定的 

敦额所不能补偿的那部分揭失能提出損，赔偿的使权，



第八条

除非约定的款项与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失极度不成比例，约定的敦项不得由法院 

或仲裁庭削减，

第九条

合同当事人可以减低或改变本规则第五、第六和第七条的效力，

a 委 员 会 在 本 很 告 第 7 6 段中采用了统一规则的文本 . 委员会在本报告第75 
段中暂时采用了这一标超 .

^ 见按所采用的统一规则编排的条敦和经委员会讨论的统一规则对照表 .

采用的条款 

1 

2
3

4
5

6
7
8 
9

委员会讨论的条款 

A

A条之二

B

C

D

E

G



附 件 二

关于因来能履行义务而应付约定敦项的合同 

条款的联合国公约草案&

第一条（《维也纳销售公约》, 第一条）b

每个缔约国应将本公约附件中所载的关于因未能履行义务而座付约定款项的合 

同条敦（以下倚称 " 统一规则 " ) 座用于统一规则第一条所述的合同，

( a )如果在订立合同之时， 当事人营业地，如统一规则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述》 

在不同缔约国；或者

( b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

第二条 ( 《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条 )

本统一规则不优于巫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厲于本统一规厕范围内事项有 

关的条敦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 

为限，

第三条（《维也纳销會公约》，第九十五条 )

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可声明它不受第一条Cb)项的约

束.



本国法律 I I 定合同必須以书面订立或书而证明的綠约国可以随时声明，它将只对 

任何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内，弁以书面订立线书面证明的合同使用统一规则。

第五条 ( 《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 , 第五条）
d

任何国家在签署、 批准、接 受 檢 t 或加入本公钩时， 可声明它将只对合同当事 

人同意使用统一 ^ 则 ét?合同使用统一 II则。

第六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四条）

(1) 对厲于本统一规则范围的事項具有相同或非常近似钩法律越则的两个或两 

♦ 以上的绿约国， 可随时声明本统一规则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国家☆的当事人之 

同的合同。 此許声明可誤合殺出， 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方武傲出；

(2) 对厲于本统一规则范圓的事须具有与一个意一个以上非维约国相同或非常 

近似的法，親则的维约国， 可随时声明本统一就则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S 家内的 

当事人之同的合同；

( 3 ) 作为根桓上一款所做声明对象的国家如系后来成力律约国，这项声明从本 

公约对该新维结 S 生 效 之 日 起 具 有 根 推 第 (1)敦所傲声明的兹力， 但以该新錄约国 

如入这項声明， 達货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限。

第七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二十八条) e

知系根稳统一规则的规定，懷权人有权要求履行义务，那么法院没有义务对要求 

具体履行某一义务作出判凌》除非法院对不属于统一规则范围约类似合同愿意这样 

傲。



盆指定誤合国联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第九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一条）

( 1 ) 本公约在纽约誤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直 至  .........  ;

(2) 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1^接受或柱准；

(3) 本公约从开放签字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字国加入；

(4) 批淮书、接受书、 核淮书和加入书应送交装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十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三条）

( 1 ) 如 系 歸 約 国 具 有 两 个 个 以 上 è摊土单位 * 而位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 

土单位对本统一规则所规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字、 批准、 

接受、核准或il：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式 

数"1^页土草位^ 并且可以隨时提出■^一声明来修我其所做的声明；

( 2 ) 此种声明应通知^ 管人^ 并且明确地说明适用本公约领土单位；

C 3 )如系根摆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约适用于绿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 

部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巫地位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该营 

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则视为不在绿约国内；

(4) 如系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1)敦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 

单位0

第十一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七条)

( 1 ) 根推本公约规定在签字时像出的声明，京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时加以确认 ;
( 2 )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 应以书面提出，并应ÎE式通知保管人；

- 49 -



( 3 ) 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致时同时生数。 但是》保管人于此种生 

鼓后牧到正式通矣I的声明， 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 

生栽；。 根结第六条规定做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应于保 管人牧 到最后位声明之  

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4) 根程本公约规定散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 

该项声明。 此种撤回于保管人牧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铁；

( 5 ) 微回根握第六条慑出的声明， 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就会使男一个国家根摆 

该条所傲的任何相互声明失效》' .

第十二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九十八条)

除 本 公 明 文 许 可 的 保 留 外 ，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十三条（《维也納销會公约》，第九十九条)

(1) 本公约在第五件批推令、接受书教核准书或加入香交存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的 

第一个月第 一天生 效；

(2) 对于在〔第五件〕批准书、接受书、枝淮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淮、接受、核 

准袁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势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技准书载加入书之 

曰起千二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对该国生效。

第十四条（《维也纳销售公约》，第一0 0 条 )

本公约只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 (a)巧所指绮约国或第一条Cd)项所指缔约国生袋之 

日虞其后订立的合同。



■ (1) 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声明退出本公约；

(2) 退出于保管人牧到通知十二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起生鼓。 凡通知内 

订明一段退岀生鼓的更长时间，则退出于保管人牧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时间期满时起

……，。•…年， •，•月 ……曰订于 正本一份，其阿掠伯文本、 中文本、英文

本、法文本、俄文本顏百资牙文本都具有同等鼓力。

a 秘书处为了应付出现决定在公约附件中列入统一规则的可能性振制本公约草案.
( 见上文第7 7和第7 8段 ）。

^ 第一条是仿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倚称《维也纳销售公约》） 

的第一条，

C 如果采用拟制公约的形式，委员会同意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实质内容， （见上文 

第6 7 段 ）。

d 第五条是仿效《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海牙公约》， 1964年 ），

e 委员会结合统一规则的实质内容审议了第七条， 见本报告第4 3、第 4 4 和 

第 7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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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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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迷约赔偿金和荀款条款的统一规则草案（第一 

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

秘书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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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约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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