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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聯合 國 國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本 報 吿 書 敍 述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二  

十九日至四月二  + 日 在 日 內 冗 擧 行 的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情 形 。

本 報 吿 書 係 依 據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 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二  

0 五 （二 + — ）提 送 聯 合 國 大 會 ，同時送講聪合國貿易及發展  

會 議 發 表 意 見 。



第一章 

本屆會的組織

A . 開幕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簡 稱 貿 法 委 會 ）第四屆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二 士 九 日 開 幕 ，由秘書長代表主持開幕事宜。

B . 委員及出席情形

二 H1— ' ) ，^  依 委 員 會 據 以 設 立 的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0 五 （

委 員 會 由 大 會 選 出 二 十 九 國 組 成 。 委員會現任委員國係由大  

會 先 後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及 一 九 七 0 年 + — 月十二日選

出 下 列 國 家 担 任 •• 1 

阿 根 廷 #

澳 大 利 亞 * 

臭地利 

比利時 ★
巴 西 *

智利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

法蘭西

週納

蓋亞那

1
依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0 五 （二 +  — ）規 定 ，各委員國當選任 

期 爲 六 年 。 但 初 次 選 擧 時 由 大 會 主 席 選 定 的 + 四個委員

國 的 任 期 則 於 三 年 終 了 時 屆 满 （一 九 七 0 年 + 二 月 三 + — 

日 ） 。是以大會於第二  + 五 屆 會 時 選 擧 + 四 個 委 員 國 ，規 

定 應 任 足 任 期 六 年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二月三 + — 日 屆 满 ° 

標 有 星 號 的 + 五 個 委 員 國 任 期 至 一 九 七 三 年 + 二 月 三 + 一  

日 屆 满 。 其 他 十 四 個 委 員 國 任 期 則 將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 二 

月 三 + — 日 屆 满 。



匈 牙 利 #

印 度 *

伊 朗 *

日本 

肯 亜 #

墨西哥 *

奈及利亞

挪威

波蘭

羅 馬 尼 亞 X

^  除剛果民主共和國  

員 國 均 有 代 表 出 席 屆 會 。

下列各聯合國機關  

政 府 組織 均 派有 觀 察員 列 席

新加坡 

酉班牙 *

敍利亞 #

突 尼 西 亞 *

蘇維埃社 會主 義共和 國聯 邦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大不 列鎭 及 北 爱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蓋 亞 那 及 肯 亜 外 ，委員會全體委 

專 門 機 關 、政府 間組 織 及國 隙 非

(a) 聯合國機關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貿 發 會 議 ） ；聯合國歐洲經  

濟 委 員 會 （歐 經 會 ） 。

(b) 專門機關

政 府 間 海 事 諮 商 組 織 （海 事 組 織 ） ；國際資带基金會  

( 基 金 會 ） °

(C) 政府間組織

亞 非 法 律 諮 商 委 員 會 ；國 摩 清 算 銀 行 （清 算 銀 行 ） ； 

歐 洲 聯 盟 委 員 會 濟 互 助 理 事 會 （經 助 會 ） ；歐洲 

理 事 會 ；歐 洲 自 由 貿 易 協 會 （歐 自 貿 協 ） ；海牙國際 

私 法 會 議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學 社 （統 一 私 法 社 ）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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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組 織 （美 洲 組 織 ） ；世 界 創 作 權 組 織 （創作權組 

織 ） °

(d) 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 際 律 師 協 會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商 會 ） ；國際海蓮商 

會 （海 商 會 ） ；國 際 法 協 會 （法 協 會 ） 。

C . 選擧職員

^  委員 會 於一 九 七一 年 三月 二 十九 日 第六 十 三次 會 議及  

三 十 日 第 六 + 五 次 會 議 以 口 頭 表 決 選 出 下 列 職 員 5 ^

主席 Mr, Hagendra Sin魂 ( 印 度 ）

副主席 Mr. Uehemias Gueiros ( 巴 西 ）

副主席 Mr, Joaquin Garrigues Diaz-CaSia'bate ( 酉 班 牙 ）

副主廣 Mr. Jerzy Jakubowski ( 波 蘭 ）

報吿員 Mr* Joseph Diekola Ogmdere ( 奈 及 利 亞 ）

D . 議程

巧 委 員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二  + 九 日 第 六 十 四 次 會 議 通  

過 届 會 議 程 如 下 ••

屆會開幕

依 據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所 作 決 定 ，委員會應有副 

主 席 三 人 ，坪 使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二 0 五 （二 十 一 ）第二節第 

一 段 內 所 列 五 個 國 家 集 圈 各 有 代 表 担 任 委 員 會 職 員 。 參 

閱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會 工 作 報 吿 書 ，大會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三 屆 會 ，補 編 第 十 六 號 （A /? 2 1 6) ，第十四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9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  

0 年 ，第 一 卷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出 售 品 編 號 ：21 ? ；u V. 1 )  

第 二 編 ，第 一 章 ，第 十 四 段 。



^  選 擧 職 員 。

^  通 過 議 程 。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

^  國摩支付二

( a ) 票 據 ；

( b ) 銀 行 商 業 信 用 證 書 ；

( C ) 銀 行 保 證 ；

( d ) 货 物 担 保 價 値 。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

( a ) 規 定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的 統 一 規 則 ；

(b) 一 般 銷 售 條 件 及 標 準 契 約 ；

( C ) 國 際 銷 售 货 物 的 時 暇 與 限 制 （時 效 ） 

委 員 會 年 鑑 。

文 書 登 記 册 。

國 摩 貿 易 法 書 目 。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的 訓 練 與 協 助 。

 ' 未 来 工 作 。

一 促 進 批 准 貿 法 會 各 項 公 約 。

一 ^  第 五 屆 會 日 期 。

一 通 過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

E . 委員會的決定 

主 席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日委員會第六 + 六次會議 

提 起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會 已 議 定 ：應儘量以一致同意方式達成委員  

會 的 決 定 ，惟 有 在 不 能獲 得一 致 意見 時 卞應 依 照有 關 大會 各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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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程 序 的 議 事 規 則 之 規 定 以 表 決 方 式 作 成 決 定 °
八'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期 間 所作 的 一切 決 定均 係 以一 致 同意

方 式 達 成 。

F . 通過報吿書 

A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二 +  

本 報 告 書 。

日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



第二章 

關於航蓮的國際立法

委 員 會 於 第二 屆會 時 將國 際 航蓮 立 法列 爲 其 工 作方  

案 中 優 先 處 理 項 目 之 一 ，並設 立一工 作小 組晴 其 提 示此 一 領域  

內 之 專 題 及 工 作 方 法 。 工 作 小 組 依 委 員會 第 三屆 會 時所 作 決  

定 ，繼貿法 會議 國際航 蓮立 法工 作 小組 屆 會之 後 於一 九 七一 年  

三月二十二日 至二  + 六 日 擧 行 會 議 ，並建 議關於此一領域的工  

作 方 案 。 此 項 方 案 委 員 會 於 本 屆 會 加 以 赛 議 ，g 其決定見下  

文 第 + 九 段 。

一 - ' 委員 會案 前有貿 法委 會國際 航蓮 立法 工作小 組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於 日 內 冗 所 擧 行 屆 會 之 工 作

3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日及三 +  — 日擧行的第六 +  

五 次 至 第 六 十 八 次 會 議 中 審 議 了 本 問 題 ，於一九七一年四 

月 一 日 、五 日 及 七 H 擧 行 的 第 七 十 次 、第七十三次及第七  

+ 七 次 會 議 中 也 曾 略 加 審 議 。 關於委員會先前就本問題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參閱 聯合國 國際 貿易 法 委員 會 第二 屆 會工  

作 報 吿 書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四 届 會 ，補編第十八號  

(A /7 6 1 8 ) > 第 一 一 四 至 第 一 三 三 段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  

員 會 年 鑑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 

第 二 章 ，第 —— 四 至 第 一 三 三 段 ） ；委員會第三屆會工作  

報 吿 書 （同 上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C V 801? )， 

第 一 五 七 至 第 一 六 六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

—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一 五 七 至 第 一 六 六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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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書 （A/GĴ . 9 / 5 5 ) 0 委 員 會 復 據 有 下 列 文 件 ：秘書處所編工 

作 文 件 CVGLt 9/WQ-. 3/WP. 2) 載有 關於 此一 領 域工 作 方案 的 建  

議 ；貿 法會 國 際航 蓮 立法 工 作小 組 主席 以 特派 代 表身 分 參與 貿  

發 會 議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雇 會 經 過 報 吿 書 CVCIiL 9/WQ； 3 /

WP. 3 ) ；貿 發 會 議 秘 書 處 關 於 提 單 的 報 吿 書 （TD/B/G. 4 / I S L /6 )； 

貿 發 會 議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第 二 屆 會 報 吿 書 （TD/B/G. 4 / 8 6 ) 0

一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國 對 貿 法 會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爲  

求 就 工 作 方 案 達 成 全 體 一 致 建 議 所 成 就 的 工 作 表 示 贊 許 。 代 

表 們 也 對 Eugenio Come jo Puller ( 智 利 ）提交貿法委會工作  

小 組 的 報 吿 書 表 示 贊 許 ，Mr，B. Comeoo Puller是參加貿發會議  

國 際 航 運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第 二 屆 會 的 本 委 員 會 特 派 代 表 。

一 ^  數 位 代 表 指 出 貿 發 會 議 秘 書 處 關 於 提 單 的 報 吿 書 對  

貿 發 會 議 及 貿 法 會 的 工 作 小 組 均 頗 有 價 値 P 並認爲日後應厲有  

用 。 一 位 代 表 認 爲 對 問 題 的 經 濟 方 面 研 究 尚 屬 不 夠 充 分 。

一 巧 委 員 會 審 議 並 核 可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卽認 爲 " 提 單 " 

問 題 應 由 委 員 會 加 以 赛 議 。 大 多 數 代 表 認 爲 委 員 會目 前 應專  

心 致 力 於 提 單 問 題 ，但一位 代表 認 爲委 員 會的 工 作不 應 局限 於  

提 單 間 題 ，並 建 議 應 同 時 進 行 關 於 其 他 問 題 的 工 作 。

一 ^  數 位 代 表 說 所 決 定 的 問 題 錯 綜 複 雜 ，需耍該方面及  

關 聯 部 門 諸 如 保 臉 及 銀 行 等 方 面 專 家 的 協 助 。 若干代表建議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國 應 自 動 在 應 進 行 工 作 的 範 圍 內 編 撰 研 究 報 告 。

也 有 人 覺 得 宜 有 其 他 在 此 方 面 積 極 工 作 的 組 織 協 助 。 關於此 

點 ，數位代表對委員會與聯合國貿 .易及發展會議間已做到大量  

合 作 一 事 表 示 欣 慰 。

一 1 大 家 普 遍 認 爲 應 設 立 一 新 的 國 際 航 運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



其 成 員 應 較 第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增 多 也 同 意 新 工 作 小 組 的 組 成 主  

耍 應 取 決 於 地 域 分 配 及 代 麦 所 涉 各 種 經 濟 利 益 兩 項 標 準 ，但也須 

顧 及 能 代 表 不 同 法 系 諸 如 醫 慣 法 系 及 大 陸 法 系 。

一 大 多 數 代 表 表 示 了 對 新 工 作 小 組 大 小 問 題 的 看 法 。 

若 干 代 表 建 議 ，爲 求 能 代 表 所 有 地 域 及 所 有 經 濟 利 盖 起 見 ，須 

設 置 全 體 工 作 小 組 ，卽 由 委 員 會 所 有 委 員 國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 

某 座 代 表 又 說 大 的 工 作 小 組 很 可 能 比 小 的 更 有 權 戚 ，他們認爲  

小 的 工 作 小 組 代 表 性 較 差 。 其 他 代 表 則 反 對 此 種 看 法 ，深恐 

工 作 小 組 過 大 會 失 去 效 率 P 認爲有十四至二十一個成員國的  

工 作 小 組 當 可 充 分 代 表 不 同 利 益 而 同 時 呈 现 較 高 的 效 率 。 從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大 小 及 組 成 的 討 論 顯 出 了 有 須 計 及 特 殊 情 況 。

大 家 一 致 同 意 工 作 小 組 應 由 委 員 會 中 二 十 一 個 委 員 國 組 成 ，但 

說 明 此 項 獲 協 議 的 人 數 及 組 成 不 得 爲 未 来 的 工 作 小 組 構 成 先 例 。

一八'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 日委員會第六 + 八次會議中， 

印 度 代 表 代 表 智 利 、印 度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阿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大不列頗及北 爱 爾蘭聯 合王 國及美 利堅 合衆國  

提 出 了 一 件 擬 譲 的 決 議 案 （A/OW。9 /IV /0B P  3) 。 在接着擧行  

的 时 論 中 ，若 干 代 表 認 爲 其 中 使 用 " 提 単 " 一 詞 可 能 使 人 誤 解  

新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務 规 定 。 在 這 方 面 ，有人爲修改待審査問題  

的 名 稱 而 提 出 了 種 種 建 議 ，諸 如 " 海 蓮 提 單 " ，" 越 洋 提 單 "， 

" 根 據 提 單 的 國 際 海 上 資 連 契 約 " ，" 國 際 海 上 貨 蓮 契 約 " 。 

但 大 多 數 代 表 則 主 張 宜 於 保 留 " 提 單 " 一 詞 不 加 修 改 ，因貿發 

會 議 與 貿 法 會 討 論 本 問 題 時 都 始 終 使 用 此 詞 ，如代以不同用語 

可 能 引 起 混 清 。 無 論 如 何 ，貿發會議工作小組決議案的詳細  

規 定 已 清 楚 訂 明 探 究 的 範 圍 ，而 爲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所 引 用 。 經 

討 論 後 ，各 方 同 意 保 留 " 提 單 " 一 詞 。



委員會的決定

一 々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 S 及 四 月 五 0 的第 

六 十 八 、第 七 + 及 第 七 + 三 次 會 議 中 審 議 了 決 議 草 案 ，並联r取 

了 秘 書 長 代 表 對 該 案 所 涉 經 費 問 題 的 陳 述 後 ，全體一致通過下  

列 決 議 案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備悉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所設國 .際航蓮立法工作小  

組 通 過 之 關 於 提 單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4 其中請委員會從事審  

査 該 決 議 案 第 一 段 所 述 關 於 谱 單 之 規 則 及 慣 例 ，並計及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工 作 小 組 及 該 會 議 秘 書 處 之 報 吿 書 ， 

酌 情 擬 具 所 需 案 文 草 稿 ；

欣 悉 委 員 會 國 療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書 ， 5 

二 決 定 ：

(a) 在 優 先 處 理 之 國 際 航 蓮 立法 專 題之 範 圍內 目 甜應  

審 議 么 問 題 爲 提 單 ；

(b) 在提 單問 題 之 範 圍 內 待 審 議 之 題 目 應 包 括 聯 合 國  

貿易 及發 展 會 議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第 二 屆 會 所 通 過 決  

議 案 6 第 一 及 第 二 兩 段 中 所 指 明 各 題 目 ，其原文如下二

** -  認 爲 應 審 査 關 於 提 單 之 規 則 及 慎 例 ，包括統 

一 有 關 提 單 之 若 千 法 律 規 則 之 國 際 公 約 （一九二四年 

布 鲁 塞 爾 公 約 ） 7 及 修 正 該 公 約 之 議 定 書 （一九六八

4

5

6 

7

W B / O .  4 / 8  6 » 附 件 一 。

A/ON„ 9 / 5 5 0

TD/B/C, 4 / 8 6 , 附 件 一 。

國 際 聯 合 會 9 條 約 葉 編 ，第 一 二 0 卷 （一 九 三  '九三

二 ） ，第 二 七 六 四 號 。



年 布 鲁 塞 爾 議 定 書 ）中 所 載 之 規 則 9 俾斯酌情形對該  

規 則 加 以 訂 正 及 擴 張 ，適當 時並可由聯合國主持擬具  

一 項 新 國 際 公 約 ；

" ^  復 認 爲 第 一 段中 所稱 審查之 主要 目的應 爲 消  

除 現 時 有 欠 確 定 及 含 糊 不 明 之 處 ，並確立貨主與運送  

人 間 危 臉 均 衡 分 担 辦 法 ，對 擧 證 責 任 亦 作 適 當 規 定 ； 

除 其 他 項 目 外 ，尤 應 考 慮 訂 正 並 擴 張 下 列 各 方 面 ：

** (a) 於 貨 物 在 蓮 送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管 理 控 制 下 之  

全 部 期 間 ，對 該 項 貨 物 所 負 之 貴 任 ；

** (b) 公約 第 三條 及 第四 條 所訂 入 並經 議 定書 修 正  

之 青 任 及 義 務 與 槽 利及 豁 免之 安 挑及 其 交互  

作 用 ；包 括 取 消 或 修 改 關 於 蓮 送 人 責 任 之 若  

干 例 外 規 定 ；

" ( c ) 擧 證 責 任 ；

" ( d ) 管 轄 權 ；

" ( e ) 對 於 甲 板 上 貨 物 ，牲 畜 及 連 續 蓮 送 之 青 任 ；

■* ( f ) 眼 期 之 延 長 ；

" ( g ) 公 約 第 一 條 所 列 定 義 ；

" 0 1 ) 提 單 中 無 效 條 款 之 取 消 ；

" ( i ) 變 更 航 程 、安全航行能力及賠償青任之單位  

限 額 。 " ；

據 指 出 ：決 議 案 第 二 段 依 其 措 詞 ，其審議範圍並 

不 局 限 於 (a)至 ( i )各 分 段 所 列 擧 的 項 目 ；

^  決 定 新 設 一 擴 大 之 國 際 統 連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 由委 

員 會 下 列 二 十 一 個 委 員 國 組 成 ：阿 根 廷 、澳 大 利 亞 、比利

-11



8
9

時 、巴 西 、智 利 、则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 、法 蘭 西 、週 納 、 

匈 牙 利 、印 度 、日 本 、奈 及 利 蓝 、挪 威 、波 蘭 、新 加 坡 、 

西 班 牙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大 不 列 類 及 北 爱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坦筒尼亞聯合共和國及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各該委員國應指派對提 交小 組審議 之法 律部  

門 特 別 合 格 之 人 爲 工 作 小 組 代 表 ；講秘書長邀睛委員會中  

非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各 委 員 國 ，以及積極從事此方面工作之政  

府 間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以 觀 察 員 身 分 列 席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並 

睛 其 邀 講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國 際 航 連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列 席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

,  睛工作小組二

( a ) 於 第 四 屆 會 期 間 開 會 審 議 其 工 作 安 挑 問 題 ；

( b ) 於 該 會 議 中 審 議 秘 書 處 所 擬 具 之 工 作 文 件 ，8 特 

別 注 意 其 中 論 及 工 作 方 案 各 部 分 ；並

(C) 計 及 第 一 次 工 作小 組 第二 屆 會時 所 作並 經 載入 其  

報 告 書 9 第 十 三 段 第 六 、七 兩 分 段 之 建 議 ，並依此設計其 

工 作 方 案 反 方 法 ，俾 可 儘 速 從 事 審 査 上 文 第 一 段 Cb)所述各 

題 目 ；

復 晴 工作 小 組 於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前 再 擧 行 一 次 會  

議 ，並 向 委 員 會 提 送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書 ；

^  睛 秘 書 長 向 工 作小 組 提供 爲 該 小 組執 行 其工 作 可  

能 需 耍 之 資 料 ；爲此並請委員會各委員國 提睛 秘書長 注意  

此 種 有 關 資 料 。

A /G U 。 9/W g, 3 /W P  2 0  

AyCHi 9 / 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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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  委員 會 於一 九 七一 年 四月 七 日第 七十 七 次會 議 時聽  

取 了 關 於 新 國 際 航 運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屆 會 會 議 的 口 頭 報 吿 , 該會 

議 係 依 上 述 決 議 案 第 三 段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六 日 擧 行 藉 以 審 議  

其 工 作 安 挑 。 當選爲工作小組主席的  Mr# Hagendra Singh ( 印 

度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Mr* G. Colombires ( 阿 根 廷 ）當 選 爲 副 主 席 ， 

任 期 繼 續 至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屆 常 會 結 束 。 報吿員之選擧則經延  

至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屆 常 會 時 擧 行 。

二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又 說 P 工作小組於充分 时論議程及秘  

書 處 所 提 譲 程 註 釋 ，包 括 有 關 工 作 方 案 及 方 法 的 提 議 之 後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一 項 決 定 ，規 定 積 極 明 確 的 工 作 進 行 步 驟 。 是以， 

委員 會 耍 求 工 作 小 組 對 其 工 作 方 案 及 方 法 的 設 計 須 能 儘 速 着 手  

審 查 待 赛 議 各 題 目 一 事 ，工 作 小 組 已 遂 照 辦 理 。

二二' 因 此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如 下 ：

"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五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 三次會議所通過決議  

案 第 三 段 戟 有 一 項 睛 求 ，卽誇工作小組對其工作方案  

及方 法的 設計須 能儘 速着 手 審 査 決 議 案第 一 段所 盯 明提  

單 問 題 範 圍 內 應 審 議 各 題 目 ，應 委 員 會 之 晴 ，工作小組 

決 定 ：

" (a) 關於 貿發 會 議 國際 航 蓮立法 工作 小組第 二屆 會  

通 過 之 決 議 案 (TD/B/G* 4 / 8 6 » 附 件 一 ）第二  (a) 、二 (d)及二

(e)各段所 IT明 、並 載 入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五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  

三 次 會 議 所 通 過 決 議 案 中 載 列 之 各 項 目 ，諫秘書長編撰一 

件 報 告 書 ，載 述 各 項 提 案 ，指 示 可 能 之 解 決 方 法 ，以供貿 

法 會 工 作 小 組 審 議 。

參 閱 上 文 第 + 九 段 。

-1 3 -



" (b) 關於 委員 會決議 案 第 一段 所 定工 作範 圍 內的 其  

他領域，睛 秘 書 長 擬 具 一 件 報 吿 書 ，就達成 爲實施貿殺會議  

決 譲 案 第 二 段 所 載 述 ，並經委員會決議案第一段徵引的目  

標 一 一 特 别 注 意 確 立 貨 主 與 蓮 送 人 間 危 臉 均 衡 分 担 辦 法 一  

所 必 需 作 成 之 華 本 政 策 決 定 有 何 其 他 可 資 選 撑 的 方 法 一 事 ， 

加 以 分 析 ；

" ( c ) 睛 秘 書 長 ：

" ( i ) 至 遲 於 第 一 次 常 會 日 期 兩 個 月 前 將 上 文 (a)

(b)兩 分 段 中 所 睛 擬 具 之 報 吿 書 分 發 工 作 小 組 各 成 員 ；

•* P  在 上 述 報 吿 書 編 撰 工 作 所 需 範 圍 內 ，邀睛 

各 政 府 及 在 此 方 面 積 極 工 作 之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提 出 批 評 與 建 議 ；

" (d) 諧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在 委 員 會上 述 決議 案 所闕 明 之  

本 問 題 範 圍 內 擬 具 研 究 報 t 及 提 案 ，並酌情將此等研究報  

吿 及 提 案 遞 送 秘 書 長 以 供 編 撰 (a)(b)兩分段所請擬具之報告  

書 之 用 P 並 轉 交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及

" (e) 睛 秘 書 長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或 二 月 召 開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次 常 會 。 "

二 ^  委員 會於 夢 議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之 報 吿 及  

工 作 小 組 之 決 定 後 ，表 示 察 悉 並 讚 許 該 報 告 及 決 定 。 11

11
委 員 會 主 席 宣 佈 ，經 非 正 式 諮 商 後 9 決定國際銷售貨物工  

作 小 組 及 國 際 航蓮 立 法工 作 小組 應 於一 九 七二 年 相纖 在 曰  

內 冗 開 會 9 會 期 分 別 爲 一 月 + 七 日 至 二  + 八 日 及 一 月三 +  

一 曰 至 二 月 十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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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支付

A 。票據

二 委 員 會 纖 續 審 議 協 調 及 統 一 票 據 法 的 措 施 委  

員 會 在 第 二 及 第 三 屆 會 決 定這 方 面的 工 作應 以 査 明宜 否及 可 否  

擬訂 國際 交 易中 供 任撑 使 用的 一 項 特 種 票 據 所 適 用 的 統 一 規 貝 f  

爲 方 計 。 爲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委 員 會 猜 秘 書 長 編 製 一 個 問 題 單 ， 

用 意 在 於 由 各 國 政 府 ，銀 行 及 貿 易 機 構 得 到 適 當 的 情 報 。 因 

此 ，秘 書 長 分 發 了 一 個 問 題 單 ，耍求 就現在 的 國 際支 付 實務 及  

以 票 據清 結 國 際 交 易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提 出 具 灣 情 報 ；問題單又 

請 各 國 就 對 擬 議 中 票 據 適 用 的 統 一 規 則 的 可 能 內 容 提 出 建 議 ° 

此外 並 請 秘 書 長 在 進 行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工 作 時 與 有 關 國 際 組 織  

從 事 德 商 。

二 巧 委 員 會 在 本 屆 會 據 有 秘 書 長 的 兩 件 報 吿 書 （VGJff. 9 /  
3 8 及 Add. 1 及A/CN。9 / 4 8 )  » 其中載有對上述問題單所作九十三

12

13

這 個 問題 經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及 二 日 擧 行 的 第  

六 十 九 次 ，第 七 十 次 及 第 七 +  二 次 會 議 中 矛 以 審 議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四 屆 會  > 補 編 第 十 八 號 （A / 7 6 1 8 ) ,  

第 八 七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i t  , 一九六八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 八 七 段 ）  ̂

及 同 上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第一一 

二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  

七 0 年 ，第 ~ 卷 P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 第 ^ 一 二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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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答 覆 的 分 析 。 委 員 會 也 獲 有 秘 書 長 所 提 標 題 爲 " 對 票 據 方  

面 將 來 工 作 的 建 議 " (A/GU. 9 / 5 3 ) 的 報 吿 書 一 件 ，其中陳述道 

個 問 題 的 簡 短 歷 史 及 關 於 這 方 面 將 来 工 作 的 暂 時 緒 論 與 建 議 。

二 巧 委員 會對 秘 書處 依 照委 員 會 在 第 二 及 第 三 屆 會 訂 定  

的 指 示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表 示 感 謝 。 在 這 方 面 ，委員會承認秘  

書 處 在 工 作 連 續 各 階 段 中 所 諮 商 的 各 關 係 國 際 組 織 都 作 有 可 貴  

的 貢 獻 。 14

二 委 員 會 智 本 身 在 第 三 屆 會 所 核 定 的 方 法 ，予以進一 

步 的 審 議 ，卽 擬 IT在國際交 易上 供任撑 使用 的一項 特種 票據 所  

適 用 的 統 一 規 則 ；委員 會內大 致都 同意 這 種方 法 將對 國 際支 付  

上 這 一 方 面 的 各 種 問 題 與 困 難 提 供 最 切 實 可 行 的 解 決 。 道種 

方 法 的 主 耍 特 徽 是 統 一 之 處 只 限 於 國 際 性 的 支 付 交 易 ，因 此 ， 

擬 議 中 的 統 一 規 則 在 各 國 法 律 與 慎 例 關 涉 國 內 交 易 的 範 圍 內 ， 

並 不 廢 棄 道 些 法 律 與 慎 例 。 而 且 ，統一規則也只對發票人以  

使 用 具 有 適 當 標 記 或 名 稱 的 國 際 票 據 爲 方 法 擇 定 適 用 統 一 規 則  

的 那 種 國 際 交 易 方 屬 適 用 。

二八' 就 這 個 問 題 發 言 的 大 多 數 代 表 都 表 示 對 秘 書 長 問 題  

單 提 出 的 答 覆 顯 示 在 這 方 面 所 遭 遇 的 各 種 問 題 有 充 分 重 耍 性 足  

以 證 明 有 理 由 繼 續 從 事 關 於 道 個 問 題 的 工 作 。 第 一 ，由於不

14
下 列 各 國 際 組 織 參 加 了 秘 書 處 爲 進 行 諮 商 而 召 開 的 會 議 •• 

國際貨幣基金會（貨 带 基 金 會 ），美 洲 國 際 組 織 （美洲 組 繊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學 社 （私 法 學 社 ） ，海 牙 國 際 私 法 會 議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銀 行 （合 作 銀 行 ） ，國 際 清 算 銀 行 （清算銀行 ) 

及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商 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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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法 律 制 度 規 則 分 歧 而 起 的 問 題 ；這座問題包括有關票據格式  

與 內 容 的 各 種 問 題 P —個人在那種情況 下可 以取得 票據 其他方  

面 不 得 提 出 耍 求 與 抗 辯 的 票 據 ，偽 造 票 據 及 背 書 的 效 果 ，票據 

的 遺 失 ，對 拒 絶 承 兌 或 拒 絶 支 付 票 據 的 抗 議 。 第 二 ，由於現 

有 廣 泛 通 行 但 已 不 適 合 現 代 實 務 與 國 際 貿 易 需 耍 的 各 種 規 則 而  

起 的 各 種 問 題 。 第 三 ，銀行 家 及律 師在 了解 與本國 根本 不同  

的 法 律 制 度 的 規 則 與 耍 求 上 遭 遇 困 難 。 但是一位代表說他本  

國 當 局 認 爲 廣 訂 新 統 一 規 則 的 需 耍 未 經 證 明 而 且 在 現 行 法 律 管  

制 下 所 行 的 憑 藉 票 據 的 國 際 文 付 交 易 並 沒 有 嚴 重 的 問 題 或 困 難 。

二 A  委員 會對 秘 書處 就 檢討 擬 訂國 際 交易 中 供任 擇 使用  

的 一 項 特 種 票 據 所 適 用 的 新 統 一 規 則 是 否 可 行 一 事 ，所完成的 

工 作 表 示 感 謝 。 有 人 說 辨 明 票 據 法 雨 個 主 耍 制 度 間 衝 突 的 耍  

點 及 分 析 一 方 面 以 聯 合 王 國 一 八 八 二 年 眶 票 法 及 美 國 統 一 商 法  

爲 代 表 他 方 面 由 規 定 應 票 及 本 票 統 一 法 的 一 九 三 0 年日內冗公 

約 及 規 定 支 票 統 一 法 的 一 九 三 一 年 公 約 爲 代 表 的 兩 種 制 度 之 間  

互 相 衡 突 揚 則 的 可 能 調 和 辦 法 ，都 是 完 成 了 有 益 的 工 作 。 委 

員 會 欣 悉 在 研 究 可 能 的 解 決 上 ，已 有 今 人 激 勵 的 進 展 ，同時也 

設 法 求 取 並 已 得 到 若 干 認 爲 有 關 與 謀 求 暂 時 解 決 某 些 重 耍 問 題  

相 關 的 國 際 實 務 的 其 他 情 報 。

兰 9  許 多 代 表 强 調 在 執 行 工作 時 妥 爲 計及 现 行支 付方 法  

及 實 務 的 耍 求 的 重 耍 性 ，他們提 議擬議的的規則應該顧到許多  

國 家 都 在 發 展 新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技 術 。 一位代表認爲應就是否  

宜 於 把 同 意 由 機 器 閱 讀 的 一 種 標 記 制 度 預 先 印 在 擬 議 的 國 際 票  

據 上 ，某 些 註 解 放 在 何 處 及 如 何 以 電 子 處 理 這 類 票 據 等 事 ，徵 

詢 銀 行 及 貿 易 機 構 的 意 見 。 這位代表又說應注意電暖的支付  

方 法 ，因 爲 道 種 方 法 佔 世 界 美 元 應 兌 總 額 半 數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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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一' 幾位代表對擬議國際票 據在 經濟方 面的 作用 發表意  

見 。 一 位 代表 指 出秘 書 處所 從 事 的 準 備 工 作 主 耍 是 關 於 應 票  

及 支 票 方 面 而 未 充 分 注 意 到 本 票 。 隨着這類票據在國際貿易  

中 佔 據 日 益 顯 著 的 地 位 ，這項 發展對 空蓮 及短 距離 陸蓮 貨 物尤  

其 具 有 特 殊 重 耍 性 ，因 爲在這 種情形下售方的銀行多半要買方  

的 銀 行 用 本 票 來 付 款 ，因 爲 這 種 忖 款 法 不 像 應 票 那 麼 麻 煩 ，也 

沒 有 那 複 雜 。 另一位 代表 認 爲具有採用日內冗制度各國所  

了 解 的瞧票 —— 在 國 際 交 易上 允 許延 期 付款 的 信用 票 據 —— 作 

用 的 一 種 票 據 最 能 適 合 國 際 商 業 需 要 。 國際清算銀行觀察員 

說 清 算 銀 行 徵 詢 意 見 的 各 機 關 一 致 極 力 主 張 應 一 併 研 究 宜 否 及  

可 否 創 製 一 種 新 式 本 票 的 問 題 。 本票的任務在目前雖然不及  

應 票 那 麼 重 耍 ，但 正 日 益 大 爲 增 高 、，尤 其 是 在 出 口 信 用 方 面 ° 

此 外 ，某 些 國 家 有 關 國 際 貿 易 的 機 構 願 意 開 發 本 票 却 不 肯 承  

兌 以 它 們 爲 付 款 人 的 應 票 。 遺 有 ，像 處 理 支 票 一 樣 ，用電子 

計 算 機 來 處 理 本 票 所 牽 涉 的 各 種 手 續 I耍比用電子計算機處理!踏 

票 的 各 種 手 續 I容 易 得 多 。 因此他認爲 I這些技 術方 面的事 項可  

能 與 擬 議 中 統 一 規 則 的 內 容 有 關 ，假得 I詳 細 研 究 °

S  二' 關 於 將 來 的 工 作 方 法 已 有 一 種 一 致 的 意 見 ，那就是 

應在 擬訂 工作 方 案的 適 當階 段 設置 一 個票 據 問題 工 作小 組 。大家 

認 爲 票 據 問 題 不 是 一 個 引 起 經 濟 利 益 衝 突 的 問 題 ，所以有一個 

由 代 表票 據 法各 主 要 制 度 的 四 人 至 七 人 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就 可 以  

了 。 大 家 也 認 爲 這 麼 一 個 人 數不 多 的工 作 團體 以 擬議 中 國際  

票 據 所 適 用 的 統 一 規 則 草 案 爲 基 礎 從 事 工 作 可 以 更 有 成 效 。

委 員 會 基 於 這 個 理 由 同 意 工 作 小 組 應 俟 第 五 屆 會 時 ，亦卽在這 

項 草 案 擬 就 並 分 發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之 後 方 予 設 置 。 委員會在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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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後 決 定 睛 秘 書 長 擬 具 一 個 統 一 規 則 初 步 草 案 。 關 於 這 事 ， 

委 員 會 强 調 繼 續 與 參 加 已 完 成 準 備 工 作 的 各 國 際 組 織 專 家 合 作  

的 重 耍 性 。 也 曾 提 到 了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可 能 需 耍 諮 議 的 協 助 。 

委 員 會 備 悉 秘 書 處 擬 將 業 已 執 行 的 準 備 工 作 以 及 關 於 擬 訂 統 一  

规 則 草 案 所 有 待 進 行 的 工 作 的 成 果 一 併 提 送 委 員 會 將 於 第 五 屆  

會 設 置 的 工 作 小 組 。

美 洲 國 際 組 織 （美 洲 組 織 ）觀察員告知委員會美洲  

組 織 應 該 組 織 理 事 會 的 睛 求 經 擬 就 關 於 國 際 流 通 應 票 與 支 票 的  

美 洲 公 約 草 案 兩 件 ，送 睛 美 洲 法 律委 員 會予 I以 審 議 0

各組 織 所派 與 秘書 長 協同 從 事這 項 工作 的 各觀 察員  

都 表 示 他 們 願 意 繼 續 進 行 此 種 合 作 。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二 日 委 員 會 第 七 +  

二 次 會 議 中 代 表 澳 大 利 亞 、巴 西 、匈 牙 利 、印度及大不列顏及  

北爱爾蘭聯 .合王國提出一個提案 0 / G N .  9 / I V / C B P .  4 ) 睛委員會 

採 決 。 委 員 會 於 同 次 會 議 中 審 議 了 上 述 提 案 並 在 聽 取 秘 書 長  

代 表 就 提 案 所 涉 經 費 問 題 的 陳 述 之 後 ，全體一致通過下開決定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決定 繼續 從 事關於 擬訂 國際 交易中 供任 擇使用 之  

特 種 票 據 所 適 用 之 統 一 规 則 方 面 之 工 作 ；

^  睛秘書長二

(a) 擬 訂 此 項 規則 草 案並 附 具評 註 一併 提 送委 員 會第  

+ 五 屆 會 ！

(b) 在 與 各 有 關 國 際 組 織 包 括銀 行 及貿 易 組織 縫 商之  

後 ，於 特 殊 情 況 需 耍 時 ，並 在 諮 議 協 助 下 進 行 工 作 -



爲 此 目 的 並 根 據 需 耍 召 開 會 議 ；

^  希 望能 獲 得 必耍 款 項 使 秘 書 長 得 以 進 行 上 文 第 二  

段 所 耍 求 之 工 作 ；

決 定 於 第 五 屆 會 時 設置 一小 型 工作 小 組負 責 擬訂  

草 案 定 稿 提 送 委 員 會 。

B . 銀行商業信用證書

這個問題,主耍關涉尉於用以保證在例如銷售貨物之  

類 的 交 易 上 付 款 的 證 書 （通 常 稱 爲 信 用 證 ）所採用的標準化程  

序 及 標 準 契 約 的 規 定 。 委員會在第 一屆 會時曾 把這 個問題 列  

入 其 工 作 方 案 , 並 經 委 員 會 第 二 及 第 三 屆 會 作 進 一 步 的 審 議 。 

在這些次屆會中，委員 會特 別 重視 國 際商會 於一 九三三 年所擬 訂  

並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及 一 九 六 二 年 兩 次 修 訂 的 " 押 應 信 用 證 書 続 一  

慣例與實務"。

15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三 屆 會 ，補 編 第 + 六 號 （A / ? 21 6游  

二 三 至 第 二 八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一 章 ，第二三至 

第 二 八 段 ） ；同 上 ，第 二 十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 八號 

第 九 0 至 第 九 五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卷 一 ， 

九 五 段 ） ；及 同 上 g 第二  + 五 

第 一 一 九 至 第 一 二 六 段 （聯合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九至第一二六段） 。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 九 0 至第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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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屆 會 討 論 這 個 項 目 時 ， 有人提起在委 .員會第 

三 屆 會 時 國 際 商 會 代 表 會 說 該 商 會 已 經 指 派 一 個 工 作 團 從 事 修  

盯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 押 應 信 用 證 書 統 一 慣 例 與 k 務 " （" 統一慣 

例 （一 九 六 二 年 ） " ） 。 委員會變於 "統 二 慣 例 （一九六二年） "  

已屬 廣泛 適 用及 在 修訂 時 應 一 併 計 及 未 參 加 國 際 商 會 各 國 的 意  

見 , 決 定 睛 各 國 政 府 、關 係 各 銀 行 及 貿 易 機 關 , 將其對施行 "統  

一 慣 例 （一 九 六 二 年 ） "1®的 意 見 提 送 秘 書 長 轉 致 國 際 商 會 。

这八' 委 員 會 據 該 委 員 會 秘 書 吿 知 已 接 瘦 陳 述 採 用 " 統 一  

慣 例 （一 九 六 二 年 ） " 所遵邁各種困難的若干件答覆並已將這  

些 答 覆 轉 送 國 際 商 會 。

3 九' 國 際 商 會 觀 察 員 吿 知 委 員 會 ，國際商會執行委員會  

爲 響 應 國 際 商 ，銀 行 技 術 及 實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已 於 一 九 七 0 年 

十 二 月 決 定 允 宜 修 訂 " 統 一 規 别 （一 九 六 二 年 ） " 。 各國所 

提 送 的 評 議 顯 示 " 統 一 規 則 （一 九 六 二 年 ） " 內某些條文的措  

詞 可 予 改 進 以 便 利 統 一 規 則 的 解 釋 與 適 用 ，並且在某些地方也  

應 依 照 現 時 商 業 實 務 重 新 檢 討 各 項 基 本 原 則 。 擧 例 來 說 ，連 

輸 方 面 最 近 的 發 展 ，諸如貨物聯連及容器連輸；P 就使統一慣例  

的 現 行 條 文 有 修 訂 的 必 耍 。 但是 這方 面 的修 訂工 作大 部分耍  

看 擬 IT關 於 國 際 貨 物 聯 連 契 約 之 公 約 的 工 作 成 果 如 何 ，因爲該 

公約可能產生一種 ‘新 的 連 輸 證 件 來 替 代 傳 統 的 提 單 。 國際商

16

17

18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H— 日第六七次會議審議此項 

目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 

第 一 二 一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一 二 一 段 。 

同 上 ，第 一 二 六 段 （同 上 ，第 一 二 六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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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觀 察 員 說 國 際 商 會 可 能 就 修 IT * *貌 一 規 則 （一 九 六 二 年 ） " 

的 問 題 向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提 送 報 吿 書 。 他 又 說 國 際 商 會 感 謝  

委 員 會 及 秘 書 處 在 它 從 事 這 個 問 題 的 工 作 時 提 供 協 助 。

域 ^  有 幾 位 代 表 提 到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時 就 未 參 加 國 際 商  

會 的 各 國 參 預 " 統 一 償 例 （一 九 六 二 年 ） " 修訂工作問題所擧  

行 的 討 論 。 他 對 國 摩 商 會 代 表 雖 然 說 過 耍 充 分 考 慮 擬 IT程 

序 使 未 參 加 國 家 得 以 參 加 ，但事實上國療商會並未鼓勵它們參加  

一 節 19表 示 失 望 。 這 些 代 表 指 出 " . 統 一 慣 例 （一 九 六 二 年 ） " 

爲 極 多 國 家 、包 括 未 參 加 國 際 商 會 國 家 在 內 、的銀行及貿易機  

構 所 日 常 使 用 ，並且認 爲對問 題 單提 出 答覆 者 不夠 多 所以 需 耍  

採 用 一 種 更 爲 直 接 的 參 加 方 法 。 一位代表指出國際商會觀察  

員 所 提供 的 情報 使 人懷 疑 處 際 商 會 是 否 會 實 施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的 各 項 決 定 並 且 表 示 希 望 秘 書 處 能 鼓 勵 國 際 商 會 實 施 委 員 會 的  

各 項 決 定 。

二 國 際 商 會 觀 察 員 說 根 據 國 際 商 會 的 規 章 ，有權參 

加 審 議 者 限 於 是 國 際 商 會 成 員 的 各 國 商 會 委 員 會 。 而 且 ，國 

際 商 會 的 規 章 並 未 規 定 與 其 他 組 織 設 置 聯 合 委 員 會 ° 一個包 

括 所 有 歐 洲 國 家 商 會 的 東 西 聯 絡 事 宜 委 員 會 確 是 設 立 了 ，但是 

這 是 由 特 殊 情 況 所 致 ，並 不 一 定 就 成 爲 一 個 先 例 。

其他 幾位 代 表 對 於 國 際 商 會 未 能 找 到 確 保 有 效 合 作  

的 適 當 程 序 表 示 失 望 。 某 些 代 表 提 議 委 員 會 與 國 際 商 會 應 設  

置 一 個 聯 合 委 員 會 ，使委員會內並無代表參加 國際 商會 的委員  

得 以 在 修 訂 工 作 的 所 有 階 段 都 陳 述 他 們 的 意 見 。 其他代表則

同 上 ，第 一 二 四 段 （同 上 ，第 一 二 四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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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議 委 員 會 可 以 指 派 一 些 委 員 參 i加國際商會審議修訂統一慣例  

的 會 議 。 他 指 出 合 作 不 能 是 單 方 的 ，所以委員會相與合作  

的 各 組 織 也 應 邀 睛 委 員 會 及 其 秘 書 處 人 員 出 席 亚 參 加 各 該 組 織  

討 論 相 互 有 關 問 題 的 會 議 ，以 示 i互 惠 。

國 際 商 會 觀 察 員 向 委員 會保 證 國際 商 會無 意 在任 何  

方 面不 予 合 作 並 且 說 將 在 最 近 的 將 來 擬 訂 委 員 會 與 國 際 商 會 間  

就 相 互 有 關 事 項 進 行 有 效 合 作 辦 法 提 送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0 委員 

會 備 悉 這 項 言 論 並 決 定 於 第 五 會 時 進 一 步 審 議 這 個 問 題 。

C , 銀行保證

委員 會在 第三屆 會 備悉 國 際商 會 已着 手 關於 若 干種  

保 證 問 題 的 工 作 並 就 履 行 保 證 、投標保龍及償遺保證向各國委  

員 會 致 送 問 題 單 。 委員 會變 於 這些 保證 在國 際貿易 上的 董耍  

性 ，決定睛 秘書 長將 此 項問 題 單送 致 各國 政 府及 未 派有 代 表參  

加 國 際商 會 各國 的 銀行 及 貿易 機 構 並 將 所 接 獲 答 覆 該 項 間 題 單  

的 各 項 意 見 與 建 議 遞 送 國 際 商 會 。 20 委員會又決定請國際商  

會 就 支 付 保 證 另 外 擬 盯 一 個 問 題 單 ，由秘書長分送各國政府及  

銀 行 與 貿 易 機 構 。
1 … J 21

委 員 會 在 本 屆 會 據 委 員 會 秘 書 吿 知 對 國 際 商 會 履  

行 、投標 及償還 保證 問題單 所 接獲 的 各項 答 瘦經 已 遞送 國 際商  

會 。 支 付 保 證 ，尙 未 採 取 行 動 ，因爲國際商會遺未將問  

題 單 送 達 秘 書 長 。

同 上 ’ 第 一 三 八 段 （同 上 ，第 一̂ 三 八 段 ） 。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 日擧行的第六七次會議中 

審 議 此 問 題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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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備 悉 國 際 商 會 觀 察 員 的 陳 述 ，卽該商會的銀 

行 技 術 及 實 務 委 員 會 業 已 完 成 其 對 各 方 就 履 行 保 證 、投標保證 

及 償 還 保 證 提 送 的 情 報 所 作 的 分 析 。 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將是  

對 " 契 約 保 證 " 問 題 擬 IX — 部統一規則與慣例的初步草案，國際 

商 會 委 員 會 認 爲 " 契 約 保 證 " 一 詞 比 " 銀 行 保 證 " 爲 可 取 ， 

因 爲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銀 行 都 不 給 保 證 。 初步草案將予遞送秘書  

長 °

■ 於 支 付 保 證 ，據報國際商會已在一九七一年三月  

擬 訂 了 一 個 問 ill單 草 稿 。 此項 問題 單分 送 國際 商 會的 各 國委  

員 會 並 遞 送 秘 書 長 。

委 員 會 復 備 悉 國 際 商 會 觀 察 員 所 發 表 國 際 商 會 將 達  

盯 在 保 證 方 面 與 委 員 會 合 作 的 適 當 程 序 的 陳 述 °

委 員 會 決 定 在 第 五 屆 會 繼 續 審 譲 這 個 問 題 °

D . 货物担保價値

在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期 間 22有人提起委員會在第三屆會

時 會 決 定 睛 各 國 政 府 提 供 依 其 本 國 法 律 及 實 務 爲 與 國 際 交 易 有
00

關 之 貨 物 担 保 價 値 的 資 料 。 也提起了委員會在同一屆會議  

中 曾 計 及 這 方 面 獲 致 制 定 統 一 立 法 的 困 難 ，並因而決定它應集
24

中 注 意 力 於 鬼 集 及 傳 播 這 種 資 料 。

22

24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三 + — 日舉行的第六七次會議中 

審 議 此 問 題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0 / 8 0 1 7 0 ,  

第 一 四 五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一四五段

同 上 ’ 第一 四̂一 '段 （同 上 ’ 第一■四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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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會據 委員 會 秘書 告 知已 接 獲對 上 述調 查 的幾 件  

答 覆 而 且 預 料 還 會 收 到 其 他 答 覆 。 有人指出各項答覆將有助  

於 委 員 會 在 第 三 屆 會 所 耍 求 編 撰 的 研 究 報 吿 ；據報秘書長希望  

能 於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時 提 出 這 項 研 究 報 吿 。 這項研究的一個  

目 標 是 確 定各 項 答覆 是 否提 供 了辨 認 可以 便 利國 際 貿易 的 担保  

方 法 或 安 排 的 各 項 耍 素 的 基 礎 ；有人認爲這項分祈可能有助於  

各 國 政 府 制 定 這 方 面 的 國 內 規 則 。

在二' 一 位 代 表 促 睛 注 意 向 一 九 六 九 年 蒙 特 利 奥 爾 McGill 

大 學 拳 行 的 會 議 所 提 出 可 否 擬 IX— 部關於國療性担保協定的法  

律I的研 詠巧 一 位代 表 提 到 亞 洲 建 設 銀 行 所 主 持 關 於 發 展 壽 資 的  

法 律 方 面 的 研 究 ；這 項研 究 論及 該 區域 內各 國種 類不同 的法 律  

保 證 與 担 保 。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學 社 （私 法 學 社 ）觀察員促睛注  

意 應 歐 洲 理 事 會 耍 求 所 作 ■ 於 資 物 担 保 價 値 問 題 的 一 項 研 究 。 

這 項 研 究 包 羅 歐 洲 理 事 會 成 員 國 在 這 方 面 的 法 律 與 實 務 。 這 

個 問 題 現 時 正 在 歐 洲 法 律 合 作 委 員 會 審 議 中 。

委 員 會 決 定於 秘書 長 所將 編 撰的 研 究報 吿 提 出 後在  

將 來 一 次 屆 會 中 繼 續 審 議 這 個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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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銷售货物

A . 國際銷售資物所適用的統一規則

^  ^  委員 會於 第二屆 會 設立 一 國際 銷 售 货 物 工 作小 組  

( "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 該工作小組所負任務之一爲査明對  

一 九 六 四 年 海 牙 公 約 所 附 國 際 銷 售 資 物 統 一 法 （銷 售 統 一 法 ） 

條 文 應 作 何 種 修 改 方 能 使 該 公 約 獲 得 更 廣 泛 接 受 ，或是否需耍
25

爲 同 一 目 的 而 另 行 擬 撰 新 條 文 。 工 作 小 組 於 一 九 七 0 年一 

月 擧 行 第 一 屆 會 ，並 向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提 出 報 吿 書 （A/C N. 9 /  

3 5  ) 。 委 員 會第 三屆 會決定 該工 作小 組應有 系統 地審議 銷售  

統 一 法 ，優 先 審 議 第 一 條 至 第 十 七 條 ，並決定在銷售統一法新  

條 文 或 銷 售 統 一 法 之 訂 正 案 文 完 成 之 前 ，工作小組紙應將原則  

性 問 題 提 請 委 員 會 蕃 議 。％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於 一 九 七 0 年 + 二 

月 七 日 至 + 八 日 擧 行 第 二 屆 會 ，並向委員會第四屆會提出一項  

報 吿 書 （A/GW. 9 / 5 2  ) 。

25

26

同 上 ，第二  +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 八 號 （A / 7  6 1 8  ) , 第三 

八 段 ，第 三 分 段 (甲) 款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部 分 ，第 二 章 ， 

第 三 八 段 ，第 三 分 段 網 款 ） 。

同 上 ，第二  + 五 屆 會 , 補 編 第 十 七 號 ， （A / 8 0 1 ? ) ,第七二 

段 (b)及 第 七 +  二段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昌 會 年 鑑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七 

二段 (b)及 第 七 二 段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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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委 i 會接 獲 工作 小 組第 二 届會 報 吿 書及 秘書 處 審議  

該 報 吿 書 節 略 各 一 件 。 委，員會又接獲西班牙對銷售工作小組  

報 吿 書 的 評 議 及屆 會期 間 各代 表 園對 銷 售統 一 法各 條 提出 之 各  

項 提 議 （■A/CN. 9/IV/CBP. 1 , 5 , 8 , 9 , 1 1  及 12  ) 。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之 結 論 認 爲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五條及第 

+ 七 條 涉 及 原 則 性 問 題 ，應 提 請 委 員 會 審 議 。 秘書處節略中 

指 出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工 作 小 組 曾 經 建 議 關於 時 效統 一 法範  

圍 之 規 則 應 與 銷 售 統 一 法 中 所 採 用 者 相 同 ，爲 求 做 到 道 一 步 ，
27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應 優 先 審 議 此 一 問 題 。 爲了此項理

由 ，有 人 建 議 委 員 會 應 一 併 審 議 因 本 法 （銷售統一法第一條至

第 七 條 ）適 用 範 圍 所 引 起 之 原 則 性 問 題 。 委員會決定審議關

於本 法適 用範圍 之規 則（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至 第 七 條 ）及銷售統

一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七 條 所 引 起 之 原 則 性 問 題 ，並審議工作小
28

組 關 於 其 未 來 工 作 之 建 議 。 一位代表建議工作小組所擬第  

九 條 條 文 應 重 新 加 以 赛 查 。 若干代表則評論說該條第四項涉  

及 原 則 性 問 題 ，迄 未 獲 致 一 致 意 見 。

~  本法適用範圍

委員 會注 意 到工 作 小組 關 於本 法 適用 範 圍的 報 吿 書

27
A/CJff. 9 / 5 0  , 附件 1C , 第 一 五 頁 ，第 四 條 後 隨 評 論 。

28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二 日 ，五 日 至 八 日 第 七 + — 次至 

第 七 十 八 次 會 議 審 議 了 題 爲 " 國 際 銷 售 货 物 所 適 用 之 統 一  

規 則 " 之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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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下 列 雨 問 題 提 出 之 各 項 建 議 ：（a)交 易 須 有 國 際 性 （A/CN. 9 /  

5 2 , 第 一 段 至 第 三 一 段 ） ；及 (13)銷售交易與接受公約國家間須  

有 接 觸 （A/CN. 9 / 5 2 ,第 三 二 段 至 第 三 五 段 ）。

( a ) 交易之國際性

^ A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報 稱 ：它可能將銷售統一法關於交易  

須 具 有 國 際 性 的 多 項 規 則 化 爲 簡 易 並 燈 滑 其 意 義 。 銷售統一 

法 第 一 條 宜 示 適 用 本 法 須 具 備 兩 項 基 本 耍 件 。 第一項耍件是  

銷 售 契 約 當 事 人 之 " 營 業 處 所 " 須在 " 不 同 國 家 境 內 " 。 第 

二 項 耍 件 爲 此 項 交 易 必 須 依 照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網 款 ， 

第 一 項 (乙)款 或 第 一 項 阔 款 所 載 列 標 準 之 一 ；此三款以國際货物 

之 蓮 送 或 耍 約 與 承 諾 之 國 際 性 說 明 三 項 標 準 。 銷售工作小組 

建 議 將 第 一 項 耍 件 —— 當事人須在不同國家境內設有營業處所  

—— 保 留 ，作 爲 關 於 交 易 之 國 際 性 的 唯 一 基 本 耍 件 。 工作小 

組 結 論 稱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阿 款 、第 一 項 I:乙)款及第一 

項 阔 款 所 載列 之 第二 組 各種 耍 件在 許 多情 形 下使 交 易是 否 適用  

本 法 的 問 題 無 由 確 定 , 故 建 議 將 此 等 耍 件 删 去 （A/CW. 9 / 5 2 ， 

第一四段至第 .二 一 段 ） 。 工 作 小 組 在 其 報 吿 書 中 指 出 ：單獨 

看 来 此 項 建 議 似 屬 擴 大 本 法 的 範 圍 ，但它說此項建議必須與工  

作 小 組 的 另 一 建 議 ，卽對 消費者 之銷售本法應完全免予適用一  

黑占( A/CW. 9 / 5 2  , 第 二 二 段 及 第 五 七 段 ）連 帶 審 議 。 爲了此 

等 理 由 ，工作小 組報 稱擬 將 銷售 統 一法 第 一條 及 第二 條 予以 訂  

正 （A/GN. 9 / 5 2 ，第 一 三 段 ） 。

在 A  很 多 代 表 同 意 ：銷 售 工 作 小 所 建 議 的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I I 正 條 文 可 使 原 案 文 簡 化 。 許多代表認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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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小 組 建 議 的 案 文 較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案 文 爲 優 。 

這 些 代 表 中 有 一 部 分 表 示 統 ，一 法 務 須 求 其 簡 單 明 瞭 ，並强調關 

於 適 用 範 圍 的 基 本 規 則 涵 義 明 晰 之 重 耍 。 又有人評論說適用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甲)款 、第 一 項 (乙 )款及第一項賊款的疑 

義 問 題 迄 未 覓 得 解 決 辦 法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書 已 曾 提 到 這 一 點 。

若干代 表則 反對 工 作小 組 所作 本法 之 適用 應 僅有 一  

項 基 本 標 準 , 郎契約 當事 人 須在 不 同國 家 設有 營 業處 所 的建 議 。 

他 們 强 調 簡 化 第 一 條 是 表 面 的 ，並 非 實 際 的 ，第一條適用之有  

困 難 主 耍 是 由 於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甲)款 及 (2*)款 增 加 之 規 定 所 致 。 

這 些 代表 中 有一 部 分建 議 如果 上 述 基 本 標 準 再 加 另 一 標 準 作 爲  

補 充 ，卽如銷售統一法第一條第一項 (明款所規定資物須由一國 

境 內 蓮 送 至 另 一 國 境 內 也 就 足 夠 了 。 其他代表則提議在建議  

的 案 文 中 重 新 採 用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甲)款 、（乙)款及阔款 

所 列 三 項 標 準 ，並 增 設 一 項 有關 現 有 货 物的 規定 作 爲 這三 項標  

準 的 補 充 。 一 位 代 表 提 議 ，如雙方意欲將 銷售之 資物 繼續存  

放 於 訂 約 時 該 資 所 在 地 國 家 ，旦所有耍約與承 諾之 行 爲均發 生  

'於 該 國 者 ，其 契 約 應 不 屬 於 本 法 之 適 用 範 圍 ，他表示如此可使  

條交:大 爲 簡 化 ，而 與 重 新 採 用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網 款 、 

第 一 項 (Z*)款 及 第 一 項 賊 款 發 生 同 樣 效 果 。 爲了支持此項建議 , 

他促 I# 注 意 在不 同 國家 設 有營 業 處 所 之 當 事 人 代 表 可 能 在 某 一  

個 國 家 訂 立 售 資 契 約 ，並 旦 資 物 可 以 在 該國 交 付而 無 需經 過 國  

際 蓮 輸 ；他認 爲當事 人 在不 同 國家 設有 營 業處 所 一點 不 應成 爲  

適 用 統 一 法 之 充 分 基 礎 ，如 果 保 持 此 項 單 一 標 準 ，則當地銷售 

亦 將 屬 於 銷 售 統 一 法 之 範 圍 。 另 一 方 面 ，有人認 爲進行此種  

交 易 時 ，貧 物 之 付 款 通 常 涉 及 在 一 國 以 上 之 資 金 或 帳 款 ，如果

-2 9 -



發 生 爭 議 ，在 多 數 情 形 下 當 事 人 一 方 勢 須 應 付 其 素 不 熟 悉 之 法  

律 制 度 。

若干 代表 建議應 對國 際銷 售 貨 物之 定 義 舆 適 用 本法  

之 範 圍 加 以 區 別 。

若 干 代表 以 書面 提 出 若 干 有 關 本 法 適 用 範 圍 之 提 議 ; 

辯 論 進 行 中 遺 有 人 口 頭 提 出 其 他 提 議 ° 關於有一件由四位代  

表 提 出 的 書 面 提 議 ，委 i 會 請 他 們 從 事 一 項 研 究 ，此項研究應 

該 用 實 例 來 帮 助 說 明 他 們 的 提議 與 工作 小 組所 提 提議 的 實際 區  

別 ，送 交 秘 書 處 ；他 們 同 意 照 辦 。 一位代表建議此等代表所  

作 研 究 應 該 附 具 理 由 ，這些理由應當答 覆工作 小組 報 吿書第 一  

七 段 至 二 0 段 所 載 的 考 慮 。 又有 人說 所建議 第六 條第一 項案  

文 不 夠 淸 楚 ，因 此 應 加 修 訂 。

( i ) 關於 " 營 業 處 所 " 之 规 則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稱 ：依照銷售統一法第一條之规  

定 ，本 法 之 適 用 舆 否 端 視 當 事 人 " 營 業 處 所 " 是 否 " 在 不 同 國  

家 境 內 " 而 定 ，但對 當事人 有陋 個以 上 營業 處 所之 情 形則 並 未  

設 有 規 定 。 工作 小 組在 其 擬議 訂 正之 第 二條 中 列有 處 理此 一  

問 題 之 規 定 ；因 此 ，擬 議 之 第 二 條 (乙)款 確 定 以 當 事 人 之 " 主 耍  

營 業 處 所 " 所 在 地 爲 基 本 標 準 。

所 有 就 此 問 題 發言 之 代表 均 認 爲 統 一 规 則 應 列入 處  

理 因 當 事 人 設 有 多 個 營 業 處 所 而 引 起 之 問 題 的 規 定 。 大多數 

發 言 之 代 表 大 體 上 都 同 意 工 作 小 組 之 建 議 。 但是有幾位代表  

認 爲 擬 議 之 第 二 條 (2^款 最 後 一 語 之 標 準 包 括 主 觀 成 分 ，殊難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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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代 表 又 促 睛 注 意 第 二 條 網 款 ，依 照 該 款 規 定 ， 

如 " 當 事 方 面 旣 不 知 悉 亦 無 理 由 知 悉 當 事 另 一 方 之 營 業 處 所 在  

另 一 國 家 時 " ，則 此 項 法 律 便 不 適 用 。 有些代表則認爲此項  

條款 之主 觀成 分 在適 用 方面 特 有困 難 而且 此 項規 定 幾乎 沒 有實  

際 關 係 。 他 建 議 如 不 將 第 二 條 網 款 删 去 ，便應改以更客觀  

條 款 替 代 之 。 贊 成 第 二 條 (明 款 之 代 表 認 爲 在 有 些 國 家 ，許多 

交 易 均 由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外 國 資 本 之 經 紀 人 經 手 ，但彼等並不將  

此 一 事 實 告 知 當 事 另 一 方 。

( i i ) 售與消費者除外

在審 議工 作 小組 所擬 規定某 些交 易 舆某類 貸物 不屬  

於 本 法 適 用 範 圍 之 第 五 條 時 ，許 多 代 表 都 對 該 條 第 一 項 (甲)款售 

與 消 費 者 除 外 之 規 定 表 示 意 見 。 貿易法委員會原則上一致同  

意 工 作 小 組 主 張 售 與 消 費 者 應 除 出 本 法 範 圍 之 外 的 建 議 。 有 

些 代 表 提 出 了 對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甲 )款作文字上改進的建議，此等 

建 議 均 經 發 交 工 作 小 組 審 議 。 一 位 代 表 指 出 ，如果銷售統一 

法 第 一 條 保 留 原 案 文 ，則此 種銷售 大部 分將當然除出本法適用  

範 園 之 外 。

(b) 銷售交易與接受公約國家須有接觸

工 作 小 組 察 悉 ：依 照 銷 售 統 一 法 ，卽使銷售交易與 

蹄 約 國 並 無 接 觸 ，仍 可 適 用 本 法 。 是以銷售統一法第一條提  

及 營 業 處 所 在 不 同 國 家 之 當 事 人 間 之 契 約 ；此項規定並不耍求  

此 等 國 家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接 受 本 法 。 此外銷售統一法第二條並  

規 定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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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適 用 本 法 而 言 ，國 際 私 法 之 规 則 應 予 除 外 ，但本 

法 有 相 反 規 定 者 不 在 此 限 。 "

六 委 員 會 於 其 第 三 届 會 決 定 應 採 用 一 項 訂 正 內 容 作 爲
OQ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進 一 步 工 作 之 基 礎 。 工作小組爲順應此項決

定 ，提 議 （A/GN. 9 / 5 2  , 第 一 三 段 ）第 一 條 應 規 定 如 下 ：

" -  本 法 在 下列 情 形下 適 用於 營 業處 所 在不 同 國家  

之 當 事 人 所 訂 立 之 錯 售 貨 物 契 約 ：

( a ) 此 等 國 家 均 爲 綿 約 國 時 ；或

( b ) 由於 國際 私 法之 規 則而 適用 一蹄 約國之 法律 時 。 

" 本 法 經 當 事 人 選 定 爲 契 約 法 時 亦 屬 適 用 。 "

^ A  委 員 會 重 申 其 贊 可 上 述 草 案 所 反 映 之 辦 法 。 若千 

代 表 所 提 改 善 本 條 措 詞 之 建 議 均 經 發 交 工 作 小 組 赛 議 。 有兩 

位代 表認 爲 此種 公式 實 際上 使 商 人 無 法 知 悉 其 契 約 是 否 受 統 一  

法 之 約 束 。 另 一 位 代 表 則 認 爲 ：如果因爲工作小組所建議的  

辦 法 而 可 以 完 全 避 免目 前 各方 對 國際 銷 售貨 物 統一 法 公約 提 出  

之 保 留 ，則 未 始 不 能 予 以 接 受 而 將 其 作 爲 一 項 折 中 辦 法 。

二、 契約之方式

工 作 小 組 發 现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五條涉及一項原則性  

問 題 ，該 條 規 定 ：

OQ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801?) 

第 二 六 段 至 第 三 0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 第 二 編 , 第 三 章 ，第 二 

六 段 至 第 三 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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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 售 契 約 無 須 書 面 爲 憑 ，亦不受任何其他形式耍

件 之 限 制 。 此 項 契 約 尤 其 得 以 人 證 方 法 證 明 之 。 "

工 作 小 組 於 其 報 吿 書 中 指 出 （ A/GEf. 9 / 5 2  , 第 ——  

六 段 及 第 一 一 七 段 ）某 些 國 家 规 定 若 千 種 銷 售 ，包括對外商務 

交 易 ，須 以 書 面 方 式 爲 之 。 它 又 指 出 " 書 面 " 以 及 有 關 交 易  

之 其 他 方 式 的 必 需 性 因 國 而 異 ，而關於不遂從此等耍件之後果  

的 法 律 規 則 亦 各 不 相 同 。

工 作 小 組 （A/C W . 9 / 5 2  , 第 一 二 三 段 ）向委員會提 

出 下 列 原 則 性 問 題 ： ，

(a)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五 條 應 否 予 以 保 留 ？

( b ) 如 果 應 予 保 留 ，該 條 現 行 條 文 應 否 予 以 修 改 ，俾便融 

合 國 內 法 耍 求 某 種 契 約 應 以 書 面 爲 之 之 規 則 ？

( C ) 如 果 應 予 修 改 ，則 應 採 取 何 種 步 驟 以 實 現 此 種 融 合 ？ 

委員 會 同意 統 一法 與 耍求 某 些契 約 應以 書 面 爲 之 之  

國 内 規 則 約 關 係 引 起 一 項 嚴 董 問 題 ，必須設法使統•一法能夠融 

合 國 內 法 耍 求 出 諸 書 面 方 式 國 家 之 需 耍 。 就 這 一 點 而 論 ，有 

人 說 關 於 契 約 方 式 有 兩 種 基 本 處 理 方 法 ：一種是商業處理方法 , 

卽 聽 由 當 事 人 自 由 選 擇 其 契 約 方 式 （包 括 口 頭 方 式 ） ，另一種 

處 理 方 法 在 有 些 國 家 特 別 適 用 於 動 外 貿 易 契 約 ，需耍書面作成 , 
在 有 些 情 形 下 並 需 具 備 某 些 其 他 手 續 。 有些代表說國內法對  

政 府 機 關 或 國 營 貿 易 機 關 所 訂 立 之 契 約 往 往 规 定 需 用 書 面 方 式 ; 

又 據 報 稱 ：大規模 商務 企業往 往通知 舆其進行談判中之當事另  

一 方 ，有 IT立 契 約 之 權 力 者 限 於 特 定 職 員 ，後者僅得以特定書  

面 方 式 行 使 其 權 力 。 有人建議統一法應該計及上述辦法與規  

則 。 關 於 此 點 ，若干代表强 調商務 交易 日益增 加使 用現 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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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 方 法 ，認爲耍使 用此 等方法 就需 耍保持 當事 人對 契約万 式的  

自 由 。 有些代表提議爲了使在許多國家規制本問題之意志自  

由 原 則 舆 國 內 法 上 禁 止 口 頭 契 約 之 强 制 規 則 相 調 和 起 見 ，第 +  

五 條 應 予 保 留 ，但 應 在 其 前 面 另 加 " 除 當 事 雙 方 另 有 協 議 或 任  

何 當 事 方 面 國 內 法 之 强 制 規 則 另 有 規 定 外 ， • • " 等 字 樣 。

又有 人 提出 統 一 规 則 應 否計 及 關於 修 改契 約 或解 除  

契約必 須 以書 面 或至 少 與原 契 約相 同 之方 式 爲之 的某 些 國內 規  

則 問 題 。 一 位 觀 察 員 認 爲 如 果 關 於 交 货 、改 正 錯 誤 、付款等 

等 之 通 知 均 須 用 書 面 方 式 ，則 國 際 貿 易 便 會 大 受 擊 时 。

許 多 代 表 指 出 書 面 方 式 爲 協 議 之 效 力 所 需 耍 ，抑僅 

在 提 出 協 議 作 爲 憑 證 時 需 耍 , 並 不 清 楚 。 另有若干代表表示 

第 + 五 條 之 规 則 舆 第 八 條 本 法 旣 不關 涉 契約 之 訂立 亦 不關 涉 契  

約 之 效 力 之 規 定 不 合 。

關 於 第 "H五 條 之 规 定 有 人 提 出 了 若 干 項 建 議 。 有 

些 代 表 認 爲 該 條 應 保 持 現 有 案 文 ；關 於 此 點 ，他 們 建 議 ：如果 

一 國 的 本 國 立 法 規 定 需 用 書 面 方 式 , 則受此等立法拘束之契約  

當 事 方 面 儘 可 援 用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而 挑 除 第 + 五 條 之 適 用 。 另 

一 位 代 表 建 議 ：第 + 五 條 應 提 及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該項规定某種  

慣 例 與 辦 法 之 適 用 根 據 此 項 觀念 之 條文 可 以兼 顧 契約 須 用書 面  

方 式 之 法 律 耍 件 以 及 各 國 與 個 別 商 人 所 通 行 之 辦 法 。 一位代 

表 提 議 ：第 十 五 條 如 不 依 照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書 （A/CN. 9 / 5 2  ) 第 

—— 五 段 所 載 條 文 加 以 增 補 ，便 應 删 去 。

其 他 代 表 促 睛 注 意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書 （A/CJS. 9 / 5 2  , 

第 一 一 八 段 ）所 特 別 擧 出 之 提 議 ，依 據 該 項 提 議 ，凡耍求國際 

銷售 契 約 應 用 書 面 方 式 之 蹄 約 國 應 在 批 准 本 法 時 提 出 此 種 聲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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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贊成 此 項提 議 之代 表 認 爲 提 出 此 種 保 留 之 國 家 可 以 明 白 說  

明 ：紙 有 國 營 企 業 或 機 關 須 受 此 種 耍 求 之 限 制 ，對於私人商號 

則 聽 任 自 由 選 擇 其 契 約 方 式 。 擬議的保 留 规定受 到其 他代表  

之 反 對 ，他 們 認 爲 商 人 對 保 留 名 單 無 由 問 津 ，因此無法知悉何  

種 契 約 需 用 書 面 方 式 。

另 一 提 議 主 張 應 該 草 擬 一 項 規 則 ，規定當事人所屬 

國 立 法 耍 求 契 約 須 以 書 面 爲 之 者 ，應將 此等耍 求事先通知他方  

或 承 擔 I I 立 書 面 契 約 ，藉 以 遂 從 其 本 國 法 之 耍 求 。 也有人建 

議 ，無 論 如 何 ，不 遂 從 書 面 方 式 之 後 果 應 予 明 白 規 定 。 另一 

代 表 提 出 另 一 方 法 ，建 議 第 + 五 條 應 宣 示 一 項 基 本 规 則 ，規定 

契 約 需 以 書 面 爲 之 ，但 載 明 此 項 规 則 有 若 千 例 外 。 其他代表 

反 對 此 項 提 議 。 又 有 人 注 意 到 ：I I 定無須書面之情況與列舉  

缺 乏 書 面 之 後 果 勢 需 設 置 非 常 詳 細 與 複 雜 之 规 則 。

許 多 代 表 認 爲 豐 於 其 與 IT立 契 約 統 一 法 之 關 係 ，又 

豐 於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第 五 條 可 以 删 去 。 但是其 

他 代 表 則 認 爲 删 去 此 一 條 款 不 能 解 決 問 題 ，同 樣 間 題 在 时 論 II  

立 契 約 問 題 時 將 再 度 發 生 。 又 有 人 注 意 到 ：如 果 删 去 第 + 五 

條 ，便 會 發 生 決 定 適 用 法 律 之 困 難 問 題 ，因爲方式問題可以適  

用 賣 方 或 賈 方 之 本 國 法 ，也 可 以 適 用 法 庭 地 法 ，胥視法庭所在  

地 抵 觸 規 則 而 定 。

委 員 會 最 後 認 爲 整 個 問 題 應 由 工 作 小 組 再 加 審 議 。

^  解釋原則 

八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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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關 涉 本 法 所 規 定 事項 而本 法 未予 明 白解 決 之問 題  

應 依 照 本 法 所 根 據 之 一 般 原 則 解 決 之 。 ，’

八 5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A/GN. 9 / 5 2  , 第 一 二 七 段 ）f i

去 上 開 條 款 而 改 用 下 文 ：

" 解 釋 與 適 用 本 法 之 各 項 規 定 時 ，應注意其國際性並  

促 進 〔其 解 釋 與 適 用 之 統 一 〕之 需 要 。 ，’

八 ^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稱 （A/CW. 9 / 5 2  , 第一  二 八 段 ） 

此 項 條 款 業 經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S 

有 人 注 意 到 此 項 條 款 略 去 統 一 銷 售 法 第 + 七條" 本法所根據之 

一 般 原 則 " 一 語 ，此項條 款 因未 明 白規 定 或指 明 其所 根 據之 一  

般 原 則 而 受 到 批 評 ，認 爲 其 意 義 含 混 虛 幻 。 也 有 人 指 出 （A/  

CN 9 /52  , 第 一 三 0 段 ） ：擬議 之新條文表示兩項考慮爲原條  

文 所 未 提 及 ：(a)本 法 之 國 際 性 ，及 (b)需 耍 統 一 解 釋 與 適 用 。

八 巧 大 多 數 代 表 满 意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上 述 第 + 七 條 條 文 。 

但 是 有 若 干 代 表 則 建 議 加 以 改 進 。

八 秀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中 有 人 建 議 上 域 第 + 七條訂正條文應  

該 增 列 一 項 規 定 以 彌 補 木 法 之 缺 陷 。 工 作 d、組審議了雨項補  

充 第 + *七 條 擬 議 訂 正 文 之 提 議 。 工作小組大多數代表中的任  

何 一 項 均 不 贊 同 雨 項 提 議 ，但 承 認 此 等 提 議 涉 及 原 則 性 問 題 , 

應 送 請 委 員 會 處 理 。

^  有 一 項 提 議 （A/GW. 9 / 5 2 ，第 一 三 一 段 ）主張將上 

述 第 + 七 條 I I 正案文增補如下二

" 凡關 涉 本法 所 規定 事 項而 本 法未 予 明白 解 決之 問 題  

應 依 照 本 法 基 本 原 則 及 宗 旨 解 決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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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干 代 表 表 示 此 項 提 議 所 稱 本 法 " 基 本 原 則 與 宗 旨 I 

與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七 條 原 有 措 施 發 生 同 樣 問 題 。 此等代表認 

爲 統 一 法 並 未 說 明 何 者 爲 " 基 本 原 則 與 宗 旨 " ，此 種 " 原 則 與  

宗 旨 " 將 難 於 斷 定 。 另 一 方 面 ，有雨 位代表 則認 爲此種 原則  

與 宗 旨 顯 然 包 容 於 本 法 之 中 ，其中最重耍者爲一秉誠信之基本  

原 則 。

八八' 第 二 項 建 議 （A/CU. 9 /52  , 第 一 三 三 段 ）主張於上 

述 第 + 七 條 訂 正 案 文 後 增 補 下 列 語 句 r

" 對 於 統 一 法 所 未 解 決 之 問 題 ，國 際 私 法 應 屬 適 用 。 "

八 々 許 多 代 表 認 爲 本 法 之 缺 陷 應 根 據 國 際 私 法 規 則 予 以  

解 決 ；其 中 有 一 部 分 認 爲 第 + 七 條 應 該 載 有 此 項 規 定 。 其他 

代 表 則 認 爲 在 適 當 情 形 下 ，卽使統一法並無此項規定，仍可援用 

國 際 私 法 之 規 則 。

— 位 代 表 提 出 一 項 書 面 提 議 ，建議統一法應該載有  

一 項 關 於 法 律 抵 觸 之 輔 助 統 一 规 則 , 明確規定統一法尉爭執問  

題 不 能 提 供 解 答 時 應 該 適 用 何 者 之 本 國 法 。 其他代表則反對  

在 擬 議 之 統 一 法 中 明 確 規 定 國 際 私 法 規 則 之 任 何 企 圖 。 一位 

代 表 建 議 本 法 應 明 白 宣 示 不 得 求 助 於 國 內 法 。

委 員 會 下 一 斷 語 ：在目前 修訂 統一 规 則之 中間 階 段 , 

殊 難 實 行 對 此 等 問 題 達 成 一 項 決 定 。 有人建議此等問題如由  

工 作 小 組 準 備 一 項 案 文 ，整 個 加 .以 檢 时 當 較 易 獲 致 解 決 。 由 

於 此 等 理 由 ，貿易 法委昌 會決 定委 員 會本 屆 會所 作 評論 應 予發  

交 工 作 小 組 適 時 加 以 審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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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

委昌會之決定

30
A 5  委員 會審 議了 銷 售工 作 小組 關 於其 未 來工 作 之建 議  

委賛 會根 據此 等建 議 並計 及 各代 表 於屆 會 期間 對 未來 工 作所 表  

示 之 意 見 ，通過了下列決議二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臭會  

~  兹 決 定 :

(a) 國 際 銷售 資 物工 作 小組應 依照 委員會 第二 屆會 通過之
31

決 議 案 第 三 項 網 款 所 載 任 務 规 定 繼 續 其 工 作 ；

(b) 工 作 小 組 應 決 定並 於 必耍 時 改善 其 本身 之 工作 方 法與  

工 作 方 案 ；

( C ) 在 統 一 法 新 案 文 或 銷 售 統 一 法 訂 正 案 文 完 成 之 前 ，工 

作 小 組 應 向 本 委 員 會 每 一 屆 會 提 出 關 於 其 工 作 進 度 之 報 吿 書 ， 

同 時 工 作 小 組 於 擬 IT最後 草案 時 亦應 考盧 各代 表於屆 會期 閩對  

進 度 報 告 書 所 申 迹 各 項 問 題 提 出 之 意 見 或 建 議 ；委員會於接獲  

工 作 小 組 所 擬 IT送請 核可 之 最後 案 文及所 附意 見時 將對新 統一  

法 之 規 定 或 銷 售 統 一 法 之 盯 正 案 文 之 實 體 問 題 採 取 決 定 ；

OA
A/CW 9 / 5 2  , 第 一 三 九 段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十 八 號 （AA^SI8 ) ， 

第 三 八 段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 三 八 段 ） °

-38 -



( d ) 依 照 上 文 (c)分 段 之 规 定 ，工 作 小 組 在 擬 IX其最後草案  

時 應 計及 各 代表 就 委員 會 第四 屆會 審議各 項目 時所 提出之 評論  

與 意 見 。

-  授權 工 作小 組 轉請 秘書 長編撰 爲繼續 其工 作所必 需之  

研 究 報 吿 及 其 他 文 件 。

^ ^  據報 挪威 表 示願 意放 棄其 國際銷 售資 物工作 小組 委  

員 國 之 地 位 使 工 作 小 組 得 以 容 納 一 新 委 員 國 。 委員會一致同 

意 指 派 奥 地 利 爲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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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銷售條件及標準契約

委 員 會 繼 續 審 議 標 題 爲 " 一 般 銷 售 條 件 及 標 準 契 約 " 

的 項 目 。 S3  委 員 會 第 二 屆 會 決 定 其 關 於 此 一 部 R 法律的工 

作 應 由 促 進 在 其 他 區 域 中 擴 大 使 用 聯 合 國 歐 洲 經 濟 委 員 會 （歐 

經 會 ）所 擬 訂 關 於 工 廠 、機 械 、工 程 用品 及 木材之歐經會一般  

條 件 開 始 。 爲 此 目 的 ，委員會講秘書 長 轉講 各 區域 經 濟委 員  

會 就 宜 否 將 該 等 歐 經 會 一 般 條 件 以 其 原 案 文 或 於 修 改 後 推 廣 使  

用 於 各 有 關 區 域 ，以 及 宜 否 爲與 各 該 區 域 特 殊 有 關 的 産品 擬 訂  

其 他 一 般 條 件 ，徵 求 各 該 區 域 內 各 國 政 府 及 有 關 賈 易 界 的 意 見 。 

同 時 又 請 各 國 政 斤 及 貿 易 界 就 宣 否 召 開 區 域 性 會 議 以 春 議 有 關  

使 用 歐 經 會 一 般 條 件 問 題 提 出 建 議 。 秘書長關於其徵詢意  

見 所 獲 結 果 的 報 吿 書 （ -VOiJ. 9 / 5 4  ) 經 提 送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

委資會於第三屆會時睛秘書長繼續實施委員會於第 

二屆會所作的決定。 委員會又諫秘書長開始研究擬訂包含商 

品範圍较廣的一般條件是否可行。

本問題經委員會於一九七一年四月+ 四日所擧行的第八+  
四次及第八+  ̂ 次會議加以審議。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 + 四 屆 會 ，補編第+ 八 號 （'A/?618 )， 
第六 0 段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年鑑 ’ 一九六八至一 

九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六 0 段 ）。

3 4 同 上 ，第二 + 五 屆 會 ，補編第+ 七 號 〔A/801?) ，第一 0  
二 段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八至一九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一0 二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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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本屆會牧到秘書，長關於道個問題的報吿書 
C 9 /54  ) ，秘書長在該報吿書中將其所收到的對其詢問
的各項答覆吿知委員會（報吿書第一編）並提出依照上段所稱 
委員會決定開始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吿的第一部份（報吿書第二 
編 ）；。 委員會特別注意下列各點：一般考盧、提倡使用歐經 
會一般條件及擬訂" 一般性 " 一般條件。

一般考盧
幾乎所有就本間題發言的代表都表示一般銷售條件 

及標準契約在國際貿易中佔着重耍的地位，並麦示在此方面所 
業已開始的工作應繼續進行。 一位代表認爲在國際貿易實務 
上 ，由賈易協會以外的組織所I X 定的一般條件是不會被接受的S 
除非確實是出於有關特殊貿易協會的需耍。

九八、 若干代麦就委員會在擬訂一般條件方面所應負的任 
務提出意見。 有座代表認爲委員會將須承担起草此種一般條 
件的工作；其他代表則認爲委員會在這一方面的主耍工作i i 該 
是協調並協助各有個貿易協會所從事的擬訂此種條件的工作。 
也有人建議'委員會末身不應承担起草的工作，而應將此項工作 
付托貿易墙會或個別專家去担任。

二' 促進使用歐經會一般條件
A A  委員會同意必須繼續實施委員會第二屆會所作的決 

定 ，卽 ：查明歐經會一般條件是否能满足歐洲以外各區域的需 
耍 ，抑應使此種條件適應各該匿域特別需耍。 一般所持的意 
見是上述決定中所稱詢問應直接送致各國商會、貿易協會及其



他 有 關 組 織 。 可 是 ，有 些 代 表 建 議 此 項 詢 間 也 應 送 致 各 國 政  

府 。

一 。 g  關 於 可 否 召 開 區 域 性 會 議 以 審 議 歐 經 會 一 般 條 件  

是 否 满 足 一 個 特 定 區 域 的 需 耍 或 是 否 應 將 其 修 改 以 使 满 足 那 些  

需 耍 的 問 題 ，所 有 對 該 問 題 發 言 的 代 表 都 同 意 ，耍在委員會第  

五屆會以前鼓勵擧行 ’此 種 會 議 ，未 免 時 機 過 早 。 有一位代表  

表 示 意 見 說 ，舉 行 此 種 會 議 可 能 造 成 對 區 域 利 益 態 度 的 强 硬 化 ， 

因 而 使 全 世 界 接 受 歐 經 會 一 般 條 件 更 爲 困 難 。

^  擬 訂 " 一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若 于 代 表 發 言 反 對 擬 I X " —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那就 

是 有 關 廣 大 範 圍 的 商 品 的 一 般 條 件 。 ■ 於 這 一 點 ，大家注意 

到 此 種 一 般 條 件 將 須 適 應 有 關 無 數 商 品 的 無 限 種 類 的 情 形 0 

有 些 代 麦 認 爲 ，可 以 反 映 一 個 特 殊 區 域 中 某 一 商 品 的 廣 泛 貿 易  

慣 例 的 特 種 商 品 現 行 辦 法 更 能 適 應 國 際 貿 易 的 需 耍 。 有人捉 

猜 注 意 一 項 事 實 ，卽貿易協 會 認定 不 但必 須爲個 別商 品 擬訂 各  

別 的 一 般 條 件 ，而 且 也 耍 爲那 些 商 品 的 分 成 部 份 擬 訂 各 別 的 一  

般 條 件 。 因 此 ，有 一 位 代 表 建 議 ，委員會應該於開始時採取  

由 個 別 商 品 入 手 的 辦 法 ，在 較 後 階 段 再 採 取 比 較 一 般 性 的 辦 法 a 

一 。 二'  在 另 ~ 方 面 ，許多代表的意見都認爲擬訂一種"一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是 可 行 的 。 在 這 一 方 面 ，有人促睛注意經濟 

互 助 理 事 會 所 擬 訂 的 交 货 一 般 條 件 ’它在經濟互助會各會員國  

間 貿 易 上 使 用 而 著 有 成 效 ，已 有 +  二 年 以 上 的 歷 史 0 同時也 

有 人 指 出 " 一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基 本 上 將 包 含 統 一 法 所 包 含 的 同  

樣 間 題 ，因 爲 統 一 法 也 是 耍 適 用 於 所 有 商 品 的 。 可 是 ，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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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一 套 一 般 條 件 可 以 在 違 較 擬 f t 統 一 法 爲 短 的 時 間 之 內 完 成 。

一 0  ^  有 一 位 代 麦 建 議 ，委 員 會 與 其 擬 訂 " 一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倒 不 如 擬 IX— 般規定 以 供貿易協會及其他組織擬訂特  

定 货 品 一 般 條 件 之 用 。 一 位 觀 察 員 也 提 出 類 似 的 提 議 ，他認 

爲 委 員 會 應 草 擬 一 項 契 約 範 式 。 一位代麦支持此項提 \議 ，並 

且 補 充 說 ，此 項 契 約 範 式 應 該 依 照 國 際 銷 售 貸 物 統 一 法 內 所 载  

的 各 項 规 則 草 擬 。

若 干 代 表 指 出 ，委員會所訂一 般 條件 的 使用 將 屬  

任 意 性 質 ，亦 卽 商 界 人 士 有 適 用 或 不 適 用 這 些 條 件 的 自 由 。

他 又 認 爲 ，擬 IT"  一 般 性 " 一 般 條 件 並 不 桃 斥 擬 訂 關 於 特 定  

商 品 或 特 定 種 類 商 品 的 一 般 條 件 0 若 干 代 表 建 議 ，倫委員會

決 定 草 擬 任 何 種 一 般 條 件 ，此 項 工 作 應 在 律 師 、經 濟 學 家 、財 

政 及 其 他 專 家 的 積 極 合 作 之 下 進 行 。 他 們 又 建 議 ，委員會應 

借 助 歐 洲 經 濟 委 員 會 在 這 一 方 面 獲 得 的 經 驗 並 與 關 稅 及 貿 易 總  

協 定 各 蹄 約 國 及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建 立 接 觸 。

一 。 巧 委 員 會 備 悉 人 們 並 不 期 望 它 在 本 屆 會 就 所 涉 各 項  

實 質 問 題 作 成 決 定 ，而 紙 須 指 出 它 是 否 希 望 秘 書 處 的 研 究 工 作  

應 繼 續 進 行 。 關 於 這 一 點 ，大 家 普 遍 同 意 ：秘書處應依循其  

所 建 議 的 方 針 繼 續 進 行 ，並 計 及 本 屆 會 中 各 方 所 提 意 見 。

委員會的決定

一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

睛 秘 書 長 ：

(a) 繼 續 辦 理 委 員 會 第 二 届 會 所 作 關 於 促 進  

擴 大 使 用 歐 洲 經 濟 委 員 會 主 持 下 所 擬 訂 一 般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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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決 議 之 實 施 方 案 ，並 直 接 向 各 國 政 府 、各國商 

會 、貿 易 協 會 及 其 他 貿 易 組 織 發 出 旨 在 取 得 關 於  

委 員 會 決 議 中 列 擧 各 項 間 題 之 情 報 之 詢 問 ，並向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提 送 關 於 業 已 收 到 各 項 答 覆 之 報

吿 書 ；

(b) 繼 續 研 究 擬 訂 包 含 商 品 範 圍 較 廣 之 一 般  

條 件 是 否 可 行 ，倘 屬 可 行 ，並將研究報吿提送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

C  . 國 際 銷 售 貸 物 方 面 之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

一 委 員 會 於 ，二 屆 會 時 設 立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並 請 其 研 究 國 際 銷 售 貨 檢 方 面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 

問 題 。 工 作 小 組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八 月 擧 行 第 一 屆 會 ，並向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提 送 報 吿 書 （ 9 / 3 0  ) 。 委員會請工作小 

組 擬 訂 一 項 公 約 初 稿 ，以 使 宣 示 關 於 該 問 題 的 統 一 规 則 ，並將

此 項 初 稿 提 送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
3 6

委員會又決定向各國政府

35

66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 八 號 （̂ / ? 6 1 8) ， 

第 四 + 六 段 C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 四 六 段 ） 。 

同 上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7 ) ，第九七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九 七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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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關 係 國 際 組 織 致 送 問 題 單 ，以覓取關於限制期間長短及其他  

有 關 問 題 的 資 料 和 意 見 。 工 作 小 組 於 一 九 七 0 年 八 月 + 日 

至 二 + — 日 擧 行 第 二 屆 會 ，經 擬 具 國 際 銷 售 貧 物 時 效 C 限 制 ）

間 題 統 一 法 初 稿 （以 下 簡 稱 初 稿 ） 。

一 0  A  委 員 會 於 本 屆 會 中 接 到 工 作 小 組 第 二 屆 會 的 報 吿  

書 （A/GN. 9 / 5 0 ) 以 及 秘 書 處 關 於 審 議 該 報 告 書 的 節 略 。 工作 

小 組 報 吿 書 載 有 初 稿 全 文 （附 件 一 ） 、對 初 稿 的 評 議 〔附 件 二 ） 

及 I I 於 限 制 期 間 長 短 的 問 題 單 全 文 （附 件 三 ） 。 委員會也接 

到 奧 地 利 於 本 屆 會 中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0 段 9 / I V / C E P . 2 ) 。 5 8

一 D A  委 員 會 對 於 工 作 小 組 的 工 作 方 法 及 其 擬 具 一 項 初  

稿 的 迅 速 進 展 表 示 讚 揚 。 大 家 普 遍 麦 示 目 前 這 一 方 面 國 內 规  

則 的 分 歧 情 形 使 國 際 貿 易 發 生 厳 重 混 清 ，統 一规則的擬訂乃是  

一 項 重 耍 而 聚 急 的 問 題 。 若 干 代 表 又 說 ，爲了促使迅速完成 

統 一 法 起 見 ，他 們 準 備 對 所 擬 議 的 統 一 規 則 採 取 一 種 肯 定 而 具  

有 伸 縮 性 的 態 度 並 接 受 與 其 太 國 法 系 规 則 有 所 不 符 的 折 衷 辦 法 。

 委 員 會 考 慮 審 査 初 稿 時 所 應 採 的 方 法 與 途 徑 。

有 人 說 關 於 限 制 期 間 長 短 及 有 關 問 題 的 間 題 單 預 料 將 收 到 更 多  

的 答 覆 ，委 員 會 斷 定 工 作 小 組 應 先 審 議 這 些 答 覆 方 可 作 成 關 於  

限 制 期 間 長 短 的 任 何 決 定 。 也有人 說 初稿的若干重耍規定與  

限 制 期 間 長 短 密 切 相 關 ，而工作小組報 吿書 則在 就 限制 斯 間長  

短 作 成 決 定 航 爲 這 座 規 定 提 有 替 代 辦 法 。

同 上 ，第 八 九 段 〔同 上 ，第 八 九 段 ）。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三 日 及 + 四 B 的 第 八 + 次至八 

+ 三 次 會 議 中 審 議 "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之 時 限 及 限 制脈效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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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 於 這 座 考 盧 ，委 員會 斷 定 於 本 屆 會 中 對 初 稿 各

項 规 定 作 成 決 定 ，將 屬 爲 時 過 早 。 反 之 ，委 員 會 決 定 ，工作 

小 組 於 下 一 屆 會 擬 IT統 一 法 的 定 稿 時 ，應計及簡耍紀 錄 中所 載  

各 代 麦 對 初 稿 發 表 的 各 項 意 見 ° 大 家 也 同 意 請 各 代表 將 其可  

能 耍 提 出 的 提 案 以 書 面 提 出 ，以便及時送交 工 作小 組 於其 下 一  

屆 會 中 加 以 審 議 。

-  適用範圍

一 一 ^  大 家 特 別 注 意 擬 議 中 時 效 統 一 規 則 的 適 用 範 圍 與  

擬 議 中 國 際 銷 售 資 物 統 一 規 則 適 用 範 圍 的 關 係 。 大多敷代表 

認 爲 最 好 是 爲 雨 種 統 一 法 规 定 同 樣 的 適 用 範 圍 ，工作小組應一 

併 顧 及 銷 售 統 一 法 正 在 驚 訂 過 程 中 的 各 項 規 則 。 5 9 大家都承 

認 銷 售 統 一 法 無 法 在 派 定 充 作 擬 訂 擬 議 中 時 效 統 一 法 之 用 的 期  

間 內 完 成 ；爲 此 理 由 ，有 人 指 出 這 雨 套 關 於 適 用 範 圍 的 規 則 是  

可 能 分 歧 的 。

一 一 ^  有 幾 位 代 表 發 麦 意 見 說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爲兩種 

統 一 法 訂 立 關 於 適 用 範 圍 的 同 樣 規 則 並 非 必 耍 ；也 有 人 說 ，必 

耍 時 ，時 效 統 一 法 可 以 俟 銷 售 統 一 法 訂 正 工 作 完 成 後 加 以 修 訂 , 

由 於 這 些 理 由 ，又 豐 於在 委 員會 所 規 定 的 時 間 內 擬 訂 時 效 統 一  

法 定 末 的 重 耍 性 ，有 人 建 議 ，爲時 效統 一法擬訂適用範圍规則  

時 應 充 分 顧 到 正 在 精 詳 審 IT過 程中的銷售統一法 適 用範 圍 规則 <

39
關 於 委 員 會 審 議 銷 售 統 一 規 则 適 用 範 圍 的 情 形 ，請參閱上 

义 第 五 七 段 至 第 六 九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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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另 一 方 面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學 社 的 觀 察 員 則 麦 示 ，時效統一法 

應 採 用 銷 售 統 一 法 中 所 宣 示 的 適 用 範 圍 规 則 ，任何背離這些規  

則 之 處 都 應 等 待 此 項 統 一 法 的 最 後 訂 正 。

一 一 ^  有 座 代 麦 建 議 ，時效統一法的適 用 範圍 無 須精 確  

I T 定 ，紙 耍 用 概 括 的 字 句 ，說明統一法適用於 國際 銷 售貴 物 就  

夠 了 。 有 人 說 ，除 了 相 當 少 有 的 界 限 不 明 的 情 形 之 外 ，不予 

訂 定 並 不 會 引 起 困 難 。 在 另 一 方 面 ，其他代麦則認爲必 須精  

確 IT定 適 用 範 圍 。 他 們 說 ，進行 交 易時倫不能確定應適用國  

內 規 則 抑 或 統 一 法 使 會 發 生 混 请 ，因 爲在沒有訂明適用法律時  

雙 方 對 道 些 交 易 的 國 際 性 賞 所 懷 抱 的 意 見 可 能 彼 此 抵 觸 。 有 

一 個 代 表 指 出 ，倫 予 訂 明 適 用 範 圍 ，那就必須譲業已加入一九  

六 四 年 國 際 銷 售 貧 物 公 約 的 國 家 有 機 會 保 留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一 條  

中 时 定 義 。

一 一 巧 有 些 代 表 說 ，時 效 統 一 法 適 用 範 圍 — 戈其是關  

於 法 律 抵 觸 的 題 一 > 所 引起 的 考盧和銷售統一法所引起的考  

盧 不 同 ，工 作 小 組 對 於 這 些 考 慮 都 應 予 以 計 及 。 有些代麦又 

指 出 ，擬 議 中 的 時 效 統 一 法 應 該 單 獨 與 基 於 不 履 行 契 約 的 行 動  

有 關 ，而 與 基 於 契 約 無 效 的 行 動 無 涉 。

^  對 初 稿 所 引 起 間 題 的 其 他 評 議

一 代 表 們 也 曾 對 初 稿 所 引 起 的 其 他 各 項 問 題 有 所 評

論 。 這些問題包括二

( a ) 限 制 斯 閩 的 開 始 ，包 括 所 應 採 用 的 基 本 比 較 標 準 、購 

賈 人 收 到 货 物 後 發 現 瑕 擁 的 影 響 、資物蓮交賈方時開始計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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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斯 間 的 規 则 以 及 明 確 保 證 的 效 果 ；

( b ) 債 務 人 承 認 債 務 的 效 果 ，包括限制期間屆满後承認債  

務 的 效 巢 ;

( C ) 限 制 期 間 的 延 長 ，包括 限 制期 間 屆満以 前 不 义 或 屆 满  

P i後 談 判 中 斷 時 延 長 期 間 的 可 能 性 、阻止 提 起訴訟情事的影響  

以 及 法 院 拒 絶 承 認 或 執 行 一 項 外 國 判 決 的 效 果 ；

(d) 限 制 期 間 的 變 更 ，包括 當 事 各 方 協 議 延 長 或 縮 短 基 本  

限 制 期 間 的 效 果 ；

(e) 統 一 法 所 宣 示 各 項 規 則 所 具 有 的 國 際 效 果 。

此 項 討 論 一 併 包 括 關 於 起 草 及 體 裁 間 題 以 及 協 調 擬 議 中 的  

銷 售 統 一 法 及 時 效 統 一 法 工 作 的 方 法 的 若 干 建 議 °

1 -*-*-^  歐 洲 理 事 會 觀 察 員 吿 知 委 員 會 說 ，該理事會業已 

完 成 歐 洲 關 於 民 事 及 商 孩 問 題 消 減 時 效 之 规 則 的 擬 IT工 作 ；這 

座 规 則 涉 及 消 減 時 效 的 整 個 方 面 。 他希望工作小組在完成其  

起 草 工 作 時 能 繼 續 計 及 這 当 规 則 。

委員會的決議

 A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  請委員會各委員國於一九七■ -年六月三 

+ 日前向秘書 長 以書 面 根送 其 所欲 提 出之 關 於時  

效 〔限 制 ）統一法初稿之 •任 何 提 案 或 意 見 ’以便 

轉 送 時 限 反 限 制 （時 效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

^  請 .秘 書 長 將 其 所 收 到 對 一 九 七 0 年九月

間 分送 各 國政 府 及 關 係 题際 組 織 之 問 題 單 之 答 覆  

加 以 分 析 ，並將 此 項 分 析 於 工 作 小 組 第 三 屆 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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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轉 送 工 作 小 組 各 委 員 國 ；

^  睛工作小組充分計及 委員 會 第四 屆 會討  

論本問題時各方所發表之意旨 .、獄書處對問題單 

所 獲 答 覆 之 分 析 及 工 作 小 組 於 下 屆 會 前 所 獲 各 方 ' 

送 達 之 任 何 提 案 或 意 見 ，擬 訂 時 效 （限 制 ）統一 

法 定 稿 ，提 送 委 員 會 第 五 屆 會 。

々 據 察 悉 因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捷 克 斯 拉 夫 的 任 期 於 一 九

七 0 年 +  二 月 三 + — 日 届 満 ，4 0 時 效工 作 小組 的 委員 國産生  

了 一 個 缺 額 。 委 員 會 一 致 同 意 指 派 波 蘭 爲 該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國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三 屆 會 ，補 編 第 + 六/ 號 0 / 7 2 1 6 ) ，

第 三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資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一九

七 0 年 ，第 一 卷 ，第 二 編 ，第 一 章 ，第 三 段 ） 0 ■於新

委 員 國 選 擧 情 形 ，參 閲 大 會 正 式 紀 錢 ，第二  + 五 屆 會 ，全 

體 會 議 ，第一九 0 三 次 會 議 0



第五章 

委員會年鑑

一 二 g  大 會 以 決 議 案 二 五 0 二 （二 十 四 ）在原則上核可 

創 辦 委 員 會 年 鑑 並 授 權 秘 書 長 依 照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舆 建 議 創 辦 此  

種 年 鑑 。 委 員會 第 三屆 會 請秘 書 長在 年 鑑第 一册內 刊載 委 員
41

會開頭三屆會議的資料， 該年鑑已依照 此項 決 定出 版 並經 送 陳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

一  二一、 委 員會 第 三屆 會 請秘 書 長 就 出 版 年 鑑 第 二 册事 向
41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提 出 報 吿 書 。 應此項請求提出的報吿書 (A/

CN. 9/57 ) 載 有 關 於 年 鑑 第 二 册 —— 其中將記述委員會第四屆  

會 的 工 作 一 內 容 的 各 項 建 議 ，並 說 明出 版 該 册所涉經費問題。
42

該 報 吿 書 並 列 擧 爲 年 鑑 未 來 各 册 出 版 日 期 與 內 容 所 擬 議 的 準 則 。
4Q

一 二二、 各 代 表 於 評 論 年 鑑 第 一 册 時 對 該 册 的 出 版 表 示  

嘉 許 ，並 稱 年 鑑 使 委 員 會 工 作 傳 聞 更 廣 並 更 便 於 普 遍 查 考 ，當 

極 有 用 處 。

41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 ,  

第 二 0 — 段 至 第 二 0 九 段 （聯 合 國 國際 貿 易法 委 員會 年 鑑 ,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 -册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二 

0 — 段 至 第 二 0 九 段 ） 。

關 於 出 版 年 鑑 各 問 題 經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擧 行  

的 第 七 + 九 次 會 議 期 間 加 以 審 議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七 0 年 ， 

第 一 册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出 售 品 編 號 ： E 71. 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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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号委員會赛議了出版年鑑今後各册的最適當日期。 

有幾位代表認爲年鑑應每雨年或三年出版一次；其他代表則認 

爲以每年出版爲合適，使委昌會的工作得以早日廣爲宜揚。

一 二 經 交 換 意 見 後 ，委昌會獲得結論是刊載第四屆會  

工 作 情 形 的 第 二 册 應 儘 連 出 版 。 委員會並決定關於未來各册  

的 出 版 日 期 應 留 待 第 五 屆 會 再 作 決 定 。

委昌會的決定

一二5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  請 秘 書 長 在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第 二册  

內 載 列 委 員 會 第 四 屆 會 工 作 的 資 料 ；

S  復 講秘 書 長大 體 依照 秘 書 長 關 於 年 鑑 出 版 日 期 舆  

內 容 報 吿 書 ^ 附 件 豈 所 載 大 綱 ，並爱爲計及时論本問題時  

各 方 所 提 建 議 ，儘 連 於 可 行 範 圍 內 以 英 义 、法 文 、俄文及 

西-班 牙 义 出 版 第 二 册 ；

弓 核 可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中 所 載 年 鑑 未 來 各 册 內 容 之 準

則 ；

^ 決定於第五屆會就年鑑未来各册之出版日期作成 

最後決定。

44 AyCN. 9/5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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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書登記册

一 二 巧 委 員 會 第 一 屆 會 曾 決 定 出 版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公 約  

及類似文書藥輯 。̂  委 員 會 於 第 二 屆 會 決 定 第 一 册應 載 列 属 於  

工 作 方 案 內 下 列 優 先 專 題 範 圍 的 文 書 ； H 國 際 銷 售 货 物 及 (it國 

際 支 付 。 " 文 書 登 記 册 " 第 一 册 47卽係依此項決定而出版  

並 經 於 第 四 屆 會 分 送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
48

一二 第三屆會時， 委員會諫秘書長就文書登記册第 

二册擬議內容向委員會第四屆會提出報吿書。 提送委員會的 

報 吿 書 （A/GW. 9/56 ) 說明出版該册所涉經費問題，並於附件 

內截列屬於委昌會工作其餘各優先專題卽關於航蓮之國際立法

46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 三 屆 會 ，補 編 第 + 六 號 （A/7?,16 ) ,  

第 六 +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 一九六八至一 

九 六 九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一 章 ，第 六 十 段 ）。

同 上 ，第二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 八 號 （A /7 618  ) , 第一四 

0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  

0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 一 四 0 段 ） 0 

有 關 國 際 貿 易 法 之 公 約 反 其 他 文 書 登 記 册 （聯合國出版物 , 

出 售 品 編 號 ： E 71, V 3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 ,  

第 一 七 八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一 七 八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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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國 際 商 事 公 斷 兩 專 題 範 圍 之 文 書 的 暂 定 表 。

一 二 A  各 代 表 於 評 論 出 版 文 書 登 記 册 第 一 册 一 事 時 認 爲  

該 册 對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極 有 轉 盖 ，並使各國政府 I、大學、組織〜P 界及 

類 似 機 關 也 可 隨 時 查 閱 國 際 文 書 案 文 。

一 二 々 所 有 就 此 問 題 發 言 的 代 表 都 說 他 們 盼 望 出 版 第 二  

册 ，並 認 爲 該 册 應 依 秘 書 長 報 告 書 內 所 載 列 大 綱 編 緋 。. 有 人  

對 該 册 諸 多 部 分 的 標 題 ，何 種 項 目 應 予 列 入或 不 應列 入 以及 若  

千 文 書 的 確 切 標 題 有 所 建 議 。

一 有 一 位 代 表 稱 文 書 登 記 册 內 所 載 有 關 各 國 政 府 批

准 或 加 入 的 情 報 頗 有 價 値 ，並 建 議 似 應 考 慮 可 否 隨 時 增 入 最 近  

情 報 。

委員會的決定

委 員 會 通 過 下 列 決 定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請■秘書長二

(a) 出 版 有 關 國 際 貿 易 法 公 約 及 其 他 文 書 登 記 册第 二  

册 ，載 列 國 際 商 事 公 斷 及 國 際 航 遲 立 法 方 面 之 公 約 及 其 他  

现 行 國 際 文 書 全 文 ；

(b) 大 體 依 照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所 列 大 綱 並 計 及 时 論 本  

問題時委員會委員所提建議 ,儘 速 於 實 際 可 行 時 以 英 文 、法文、 

俄 文 及 西 班 牙 文 刊 行 第 二 册 。

4Q

49
關 於 出 版文 書 登記 册問 題 經委 員 會於 一 九七 一 年四 月 八曰  

所 擧 行 第 七 十 九 次 會 議 加 以 赛 議 。

9 / 5 6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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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際貿易法書目

一 委 g 會 第 三 屆 會 會 請 秘 書 長 査 明 編 製 或 提 供 國 際  

貿 易 法 書 目 資 料 有 多 少 種 可 能 性 存 在 。 51

一 " 、 委 員 會 於 本 屆 會 接 獲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 9 /  

L 2 0 )  — 件 , 吿 知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應 該 項 請 求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 

他 所 採 取 的 步 驟 之 一 是 編 製 描 遂 數 種 請 文 的 現 有 出 版 物 的 " 國  

際 貿 易 法 書 目 調 査 " （A/MJ. 9 /L .  20/Add. 1 ) , 因而提供了有 

關 委 員 會 工 作 方 案 所 列 優 先 專 題 的 書 目 資 料 ◊

一 有 幾 位 代 表 評 論 " 書 目 調 查 "爲 使 人 得 以 利 用 有

闕 委 員 會 工 作 各 種 出 版 物 的 很 有 用 的 方 法 。

一 ^ 巧 一 般 都 認 爲 有 關 委 員 會 工 作 方 案 所 列 題 材 的 書 目  

資 料 工 作 應 予 繼 續 進 行 ，但 目前 應 藉 各 研 究 梭 關 或 各 組 織 自 願  

捐 助 的 方 式 獲 取 此 種 資 料 。 就 這 一 點 而 論 ，委員會秘書報稱  

委 昌 會 好 幾 位 委 i 已 應 秘 書 長 請 求 吿 知 秘 書 長 各 該 國 若 干 研 究  

機 關 樂 願 就 委 員 會 所 討 論 的 一 個 或 多 個 主 題 提 供 書 目 ◊ 有幾

位 代 表 說 他 們 擬 在 最 近 的 將 來 向 秘 書 長 提 出 此 項 書 目 。

51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 

第 一 八 六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 

一 九 六 九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一 八 六 段 ）。 

委 昌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第 八 + 六次會議赛議本項  

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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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代表 認 爲 委 員 會 於 決 定 關 於 書 目 的 未 來 工 作  

時 不 當 單 獨 爲 避 免 開 支 的 願 望 所 左 右 。 依 他 們 的 意 見 ，主耍 

問題應 該是 定期出 版書 目對委 員 會 的工 作 有無 帮 助以 及 是否 引  

起 從 事 國 際 貿 易 的 外 界 人 士 的 普 遍 興 趣 。 他們又說上文所稱  

" 書 目 調 査 " 與 藉 自 願 協 助 方 案 擬 I X 書 目 在 目 前 可 稱 爱 適 。 

但 另 一 些 代 表 則 强 調 此 項 工 作 重 耍 ，但 因 經 費 缺 乏 無 從 進 行 ◊

委昌會的決定

委員會於辦論後通過下列決定二 

総合國國際貿易法委昌會  

睛 秘 書 長 2 '

(a) m委員， 委員提供有 i關委資I會工作方案所列主題之書

目 ；

( b ) 將 此 項 書 目 作 爲 委 員 會 文 件 出 版 ；
53

( C ) 考 慮 於 適 當 時 期 應 " 國 際 貿 易 法 書 目 調 查 " 內 

增 IT 最 新 資 料 。

A /O N  9 /L ,  2 0 /A d d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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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國際貿易 法 方面 的 訓練 及 協助

一 笔 八 、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請 秘 書 長 依 委 員 會 第 二 屆 會 決 定  

繼 續 並 加 强 國 際 實 易 法 方 面 的 訓 練 及 協 助 工 作 ，並就能否實行  

編 訂 此 方 面 敎 材 及 在 各 該 機 構 方 案 中 界 予 國 際 貿 易 法 之 講 授 以  

較 大 分 量 雨 事 ，與 主 管 機 關 進 行 諮 商 。 54

一 & 〜 委 員 會 於 本 屆 會 據 有 秘 書 長 關 於 依 照 上 項 決 定 所  

採 行 動 的 報 吿 書 （A/GN. 9 / 5 8  ) 一 件 及 該 報 吿 書 增 編 （A/CN. 9 /  

58/Add. 1 )  一 件 載 列 關 於 在 船 舶 及 航 蓮 所 適 用 法 律 規 章 方 面 協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擬 議 方 案 的 情 報 ；此 一 方 案 將 由 委 員 會、政 府 間 海  

事 諮 商 組 織 （海 事 組 織 ）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貿發會議） 

以 及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可 能 尚 有 之 其 他 組 織 聯 合 主 辦 。 關於這方 

面 ，發 起 此 一 提 議 的 海 事 組 織 觀 察 員 吿 知 委 員 會 稱 擬 議 中 的 方  

案 係 受 到 大 會 第 六 委 員 會 爲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工 作 報 吿 書 所 提 報 吿 書 的 激 發 而 發 生 。 該報吿書建議擬訂  

一 項 新 的 訓 練 及 協 助 方 案 ，着 重 相 當 期 間 的 實 際 訓 練 , 包括在 

積 極 從 事 這 方 面 工 作 的 各 組 織 或 機 關 見 習 在 內 。 海事組織秘 

書 處 提 案 承 認 國 際 海 洋 蓮 輸 涉 及 就 蓮 的 法 律 、技 術 、商業及經 

濟 等 方 面 ，因 此 將 屬 於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好 幾 個 組 織 的 職 權 範 圍 。

54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七 號 （A / 8 0 1 7 ) , 

第二 0  0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賈 易 法 年 鑑 ， 九六八至一九七  

0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二 0 0 段 ）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附 件 ，議 程項 目 八 + 六 ， 

文件  A / 8 1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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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 證 明 應 該 共 同 擬 訂 一 個 訓 練 及 協 助 方 案 ，在可能範圍內並  

應 由 聯 合 國 發 展 方 案 （發 展 方 案 ）主 持 其 事 。

就 此 問 題 發 言 的 代 表 對 海 事 組 織 提 案 表 示 歡 迎 ， 

並 建 議 對 國 際 貿 易 法 範 圍 內 其 他 問 題 也 當 擬 訂 類 似 的 方 案 。 

有 座 代 表 建 議 秘 書 處 不 妨 進 行 探 計 能 否 依 總 協 定 辦 理 商 事 政 策  

課 程 的 方 針 或 依 貿 發 會 議 / 總 協 定合 辦 國際 貿 易中 心 所安 挑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訓 練 發 展 中 國 家 候 選 人 方 案 的 方 針 ，養辦這座問題 

的 訓 練 方 案 。

一■^二 有 幾 位 代 表 說 斜 開 設 國 際 賈 易 法 講 座 應 予 進 一 步  

的 注 意 。 關 於 這 方 面 ，委 員 會 秘 書 報 吿說 赛 集 此 等 講 座 所 需  

經 費 的 種 種 努 力 未 見 成 功 ，朝 着 這個 方 向 繼 續 努 力 下 去 似 乎 很  

少 成 功 的 希 望 。 而 且 據 指 出 縱 使 在 大 多 數 已 發 展 國 家 中 ，各 

大 學 反 敎 育 機 關 都 筒 未 爲 開 辦 國 際 貿 易 法 課 程 撥 列 經 費 ，這些 

國 家 的 初 步 努 力 似 宜 側 重 擬 訂 講 授 國 際 貿 易 法 的 方 法 及 搜 集 適  

當 的 敎 材 。 大 家 都 謝爲 委 昌 會 應 對 推 進 國 際 貿 易 法 研 究 及 在  

所 有 國 家 尤 其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高 等 敎 育 機 關 內 爲 此 pg學問設置專  

門 講 座 表 示 歡 迎 。 若 干 代 表 則 認 爲 在 國 際 貿 易 法 的 領 域 充 分  

具 體 化 並 妥 予 劃 定 之 前 開 設 講 座 有 欠 適 當 。

一 有 些 代 表 强 調 必 須 調 派 發 展 中 國 家 律 師 與 商 人 至  

已 發 展 國 家 之 商 業 與 金 融 機 關 例 如 積 極 從 事 國 際 貿 易 的 大 公 司 、 

銀 行 業 機 關 、專 利 局 及 保 臉 公 司 見 習 以 獲 取 實 際 經 驗 。 關於 

這 一 點 ，有 幾 位 代 表 說 他 們 樂 願 査 明 各 該 國 有 何 組 織 或 公 司 準  

備 接 受 来 自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受 訓 人 ，並將於適當 時期 將 此項 情 報  

轉 吿 委 員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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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 人 建 議 說 僅 受 有 習 慣 法 訓 練 或 僅 受 有 大 陸 法 訓  

練 的 律 師 當 使 其 能 熟 請 其 他 法 制 的 原 則 舆 法 律 技 巧 ；也有人指 

出 允 宜 出 版 一 項 關 於 國 際 貿 易 法 的 標 準 著 作 。 爲響應有人所  

提 於 委 昌 會 屆 會 期 間 連 帶 擧 辦 研 究 班 —— 與國際法委員會所擧  

辦 者 相 類 似 的 研 究 班 一 的 建 議 ，委員會睛秘書長就此問題編  

製 報 吿 書 備 供 第 五 屆 會 審 議 。

一 •^巧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學 社 （統 一 私 法 社 ）觀察昌吿知委 

員 會 稱 該 學 社 有 意 接 受 選 派 研 究 員 在 該 社 總 部 受 訓 C

委員會的決定

一 委 員 會 於 时 論 後 通 過 下 列 決 定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昌會

請 秘 書 長 繼 續 與 其 他 關 係 組 織 進 行 諮 商 ，以期擬訂與國際 

貿 易 法 有 關 事 項 之 訓 練 及 協 助 万 案 ，尤其考慮可藉貿易機構與  

類 似 機 關 之 合 作 取 得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實 際 經 驗 之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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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促 進委員會所擬訂公約之批准

一 m 巧 委 員 會 第 二 屆 會 時 法 蘭 西 代 表 提 出 了 一 個 關 於 採  

行 新 程 序 的 提 案 ，根 據 該 項 程 序 ，各國依一項一般性公約同意  

某 些 法 律 規 則 對 其 有 拘 束 力 ，但 明白 表 示不 接 受此 等 規則 者 不
Kit

在 此 眼 。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會 時 ，法蘭西代表並進一步說明該  

代 表 團 提 案 的 細 節 。

委 員 會 於 本 屆 會 58接 獲 一 題 爲 " 法 蘭 西 代 表 圃 關  

於 建 立 共 同 法 聯 盟 之 提 案 " 的 文 件 （ 9 / 6 0  ) ，其中載列 

建 立 國 際 貿 易 事 項 共 同 法 聯 盟 國 際 公 約 初 步 草 案 r 該文件並附具 

支持提案理由說明~*件《 法蘭西代表於提出該提案時指出國際貿易法的 

现 況 極 其 令 人 不 满 。 第 一 ，因 爲 缺 乏 統 一 規 則 ，對於含有外 

國 因 素 的 法 律 關 係 適 用 何 種 國 內 法 ，沒 有 人 能 預 先 知 道 。 歐RQ
洲 國 際 商 事 公 斷 公 約 （一 九 六 一 年 ）卽爲一良好例證按該公

57

58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四 屆 會 ，補 編 第 + 八 號 （v v e i s ) ,  

第 一 六 九 段 至 第 一 七 0 段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年鑑 ,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二 章 ，第一 

六 九 段 至 第 一 七 0 段 ） 。

同 上 ，第二  + 五 屆 會 , 補 編 第 + 七 號 （V 8 0 1 ? ) , 第二一 

三 段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  

九 年 ，第 一 册 ，第 二 編 ，第 三 章 ，第 二 一 三 段 ）。

法 蘭 西 代 表 圃 提 案 經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六日及十 

九 日 擧 行 之 第 八 "h七 次 及 第 八 •+*八 次 會 議 審 議 。

聯 合 國 ，條 約 暴 編 ，第 五 八 四 卷 （一 九 六 六 年 ），第 七 0  

四一*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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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耍 求 公 斷 昌 適 用 彼 等 誘 爲 對 該 案 適 用 而 經 國 家 抵 觸 法 制 库  

決 定 的 國 內 法 。 第 二 ，耍 法 官或 公 斷昌 知 悉或 適 用大 多 數國  

內 法 是 一 件 極 爲 困 難 的 事 。 第 三 ，現行國內法是專爲管理國  

內 交 易 而 擬 訂 與 構 想 ，往 往 必 須 加 以 改 訂 以 填 合 國 際 貿 易 的 需  

耍 。 第 四 ，訂 定 統 一 規 則 公 約 除 少 數 例 外 外 都 因 未 經 批 准 而  

無 效 。 斜 於 這 種 情 形 ，迄 未 發 現 任 何 圖 满 補 救 辦 法 。 以模 

範 法 方 式 達 成 法 律 協 調 的 企 圖 除 在 聯 邦 制 國 家 內 部 及 在 少 數 有  

密 切 歷 史 或 經 濟 聯 聲 的 國 家 之 間 外 ，也 大 都 失 敗 。

一 法 蘭 西 代 表 說 明 提 案 的 目 的 是 在 恢 復 並 促 進 新 " 共  

同 法 " 的 發 展 。 提 案 確 認 兩 個 基 本 原 則 ：H 國際性商務交易 

的 管 理 是 屬 於 諸 如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之 類 的 國 際 機 關 的 職 權 範 圍 ； 

根 據 國 家 主 權 ，各 國 基 於 任 何 理 由 認 爲 不 應 接 受 " 共 同 法 " 

規 則 時 ，必 須 准 其 不 接 受 此 種 规 則 。 他 立 說 " 共 同 法 " 當 由  

各 國 藉 訂 立 公 約 加 入 的 聯 盟 從 事 發 展 。 一國加入該聯盟的意  

思 是 凡 適 用 於 國 際 貿 易 的 規 則 取 得 " 共 同 法 " 的 地 位 時 於 經 過  

一 定 期 間 後 卽 對 該 國 發 生 效 力 ，但 該國 明 白拒絶 適 用 此 項 規 則  

者 不 在 此 限 。 法 蘭 西 提 案 擬 設 立 一 新 國 際 機 關 ，稱 之 爲 " 大  

會 " ，行 使 聯 盟 理 事 機 關 職 務 。

一 A  法 蘭 西 代 表 說 委 員 會 不 應 在 本 屆 會 討 論 法 國 代 表  

圃 所 提 出 的 公 約 初 步 草 案 案 文 ，也 不應 設 立工作小組審議此項  

提 案 。 反 之 ，委 昌 會 應 作 一 般 性 的 交 換 意 見 ，並請各國政府  

對 此 項 提 案 提 出 評 議 。 委員會然後可以根據分析所'收到各國 

政 府 評 議 的 報 吿 書 於 第 五 屆 會 繼 續 时 論 此 一 問 題 。

一 所 有 發 言 的 代 表 都 爲 法 蘭 西 代 表 提 出 此 一 問 題 的  

精 彩 說 明 向 他 致 寶 ，並 且 動 提 案 促 進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統 一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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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得 廣 泛 接 受 的 目 標 表 示 同 意 。 有 些代 表 說 採 用 法 蘭 西 提 案  

將 可 帮 助 消 除 適 用 於 國 際 賈 易 的 規 則 的 分 破 。 有一位代表稱  

接 受 此 一 提 案 足 P i增 進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效 率 。 有些代表 

根據唯有一種徹底的解決辦法才•能補救現有情勢的理由也對此 

一 提 案 予 以 支 持 。

一 有 些 代 表 指 出 此 一 提 案 可 能 對 許 多 國 家 的 憲 法 慣  

例 ，國 家 主 權 及 其 他 事 項 引 起 困 難 的 問 題 。 也有人提睛注意  

第二  + 五 屆 會 時 第 六 委 昌 會 就 本 項 目 向 大 會 提 出 的 報 吿 書 ， 60 

內 稱 許 多 代 表 對 於 該 提 案 是 否 可 行 表 示 懷 疑 ，因爲它舆許多國家 

的 憲 法 慣 例 不 合 ，但 也 有 人 認 爲 此 等 困 難 也 許 並 非 不 能 克 服 。 

另 一 方 面 ，有 人 指 出 各 國 可 在 指 定 期 間 就 其 應 採 的 立 場 與 國 會  

碟 商 ；而 且 此 種 期 間 可 展 至 例 如 七 年 之 义 。 依 照 另一 個 程序 , 

可 請 各 國 在 一 定 期 間 將 " 共 同 法 " 案 文 提 送 國 會 ；後項程序業 

經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勞 工 組 織 ）採 用 ，似乎並未引起任何憲法性  

質 的 反 對 。

一 政 二 ' 對 於 此 一 提 案 能 否 有 效 地 實 現 其 目 標 也 有 人 發 生  

疑 問 。 有 些 代 表 斜 許 多 國 家 能 否 在 短 時 期 例 如 一 年 之 內 以 應  

有 的 全 部 注 意 力 考 慮 法 蘭 西 提 案 表 示 懷 疑 ，因爲法律事務職員 

短少或者因爲有許多事項耗費他們的時閩身 .且因爲一國要在與  

許多國家機關諮商之後才 •能對有關問題，擬具答覆並送達委g 會， 

有 人 說 雖 然 此 項 提 案 企 圖 使 擬 議 中 法 律 案 文 不 須 一 國 作 肯 定 的  

答 覆 卽 有 拘 束 力 ，但 此 種 法 律 案 文 在 若 千 國 家 仍 然 需 耍 制 定 實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附 件 ，議 程 項 目 八 + 六 

义 件 V 8 1 4 6 , 第 三 四 段 至 第 三 五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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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的 法 律 將 其 訂 入 國 內 法 。 一位代表說 各國 遇 到公 約 草案 所  

定 期 限 廣 满 時 可 能 以 拒 不 接 受 擬 議 統 一 法 的 辦 法 避 免 當 然 加 入  

該 公 約 ，此 種 行 動 並 可 能 胆 碍 嗣 後 採 取 加 入 公 約 的 行 動 。 也 

有 人 詢 問 擬 議 中 的 聯 盟 是 否 有 權 擬 訂 或 修 訂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的  

公 約 ；如 果 有 權 的 話 ，將 會 導 致 與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發 生 驗 叠 。

一 ^ 弓 有 些 代 表 提 出 審 議 此 項 提 案 與 委 員 會 任 務 是 否 符  

合 的 問 題 。 雖 然 另 一 些 代 表 認 爲 此 項 提 議 屬 於 委 員 會 任 務 規  

定 的 範 圍 ，但 其 他 代 表 則 指 出 委 員 會 並 不 是 從 事 擬 IT國際公約 

的 唯 一 機 關 ；因 此 唯 有 一 個 具 有 更 大 職 青 的 機 關 卞 有 權 處 理 這  

項 提 案 。 經 时 論 後 ，委員會同 意 由於 法 蘭西 提 案旨 在 促進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有 權 進 行 審 査 該 提 案 。

就 此 一 問 題 發 言 的 代 表 一 般 都 認 爲 委 員 會 應 竟 取  

各 國 對 法 蘭 西 提 案 的 意 見 。 有 些代 表 認爲應請聯合國全體會  

昌 國 對 該 提 案 表 明 立 場 ，但其 他 代表 則 認爲在目前僅應請委員  

會 委 員 國 表 明 立 場 。

委画會的決定

一 委 員 會 通 過 下 列 決 定 J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睛秘書長二

( a ) 將 法 蘭 西 代 表 圃 所 提 建 立 " 共 同 法 " 聯 盟 提 案 / I  

連 同 委 昌 會 關 於 此 項 問 題 之 報 吿 書 送 達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並 

請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 月 一 日 以 前 表 明 ：

61 A/CN 9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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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對 法 蘭 西 提 案 之 意 見 及 建 議 ；

法 蘭 西 提 案 是 否 與 各 會 員 國 現 行 憲 法 規 則 或 慣 例  

相符，如不相符又可否實行修改此等憲法規則或慣例Pi適應上述提案 ;

m ) 此 項 問 題 應 否 在 委 員 會 工 作 方 案 內 列 爲 優 先 專 題 ；

(b) 將 此 項 調 査 覆 义 連 同 斜 此 項 覆 文 所 作 分 析 提 送 委  

員 會 第 六 属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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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未來工作

一 S 巧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擧 行 的 第 八 十 九  

次 會 議 審 議 未 來 工 作 問 題 。 委 員會 據 有大會關於委員會第三  

屆 會 工 作 報 吿 書 的 決 議 案 二 六 三 五 （二 + 五 ）及附有註解的議 

程 ，內 中 斜 此 一 項 目 有 所 i t 論 。

一 一 位 代 表 建 議 在 " 國 際 銷 售 货 物 方 面 之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 " 一 項 目 赛 議 完 畢 後 ，委員 會 可着手審議國際統一  

私 法 學 社 （続 一 私 法 社 ）所 擬 國 際 銷 售 資 物 統 一 法 草 案 ，例如 

關 於 國 際 銷 售 货 物 契 約 效 力 及 關 於 保 護 善 意 購 賈 人 的 統 一 法 草  

案 。 統 一 私 法 社 觀 察 員 報 吿 說 該 社 理 事 會 不 义 將 決 定 應 否 核  

巧 此 等 統 一 法 草 案 並 將 其 轉 送 委 員 會 。 委員會交換意見時有  

人 强 調 委 員 會 於 考 慮 在 議 程 內 列 入 任 何 新 項 目 前 ，必須完成所 

從 事 的 現 有 各 項 計 劃 。

一 ^ 、  委 員 會 備 悉 統 一 私 法 社 所 進 行 的 工 作 及 上 述 建 議 。

一 S A  委 員 會 重 申 其 於 第 二 屆 會 及 第 三 屆 會 表 示 的 意 見 , 

就 是 將 由 体 會 期 間 工 作 小 組 薄 題 報 告 員 及 秘 書 處 辦 理 的 準 備 工  

作 應 由 各 國 政 府 積 極 貢 獻 ，絵 予 協 助 ，協助的方法是循委員會  

的 請 求 ，提 出 關 於 委 員 會 工 作 方 案 所 列 主 題 的 詳 細 資 料 。 委 

員 會 並 認 爲 允 宜 預 作 安 挑 ，以 便 在 特 別情 況 下獲 得 對委 員 會所  

處 理 各 項 問 題 有 專 門 知 識 的 諮 議 及 組 織 的 服 務 。

一 力 g  委 員 會 並 同 意 秘 書 處 應 有 足 夠 的 職 昌 以 便 應 付 爲  

委 員 會 服 務 所 需 執 行 的 增 多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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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力 委 員 會 又 認 爲 它 只 能 爲 未 來 的 一 年 齋 訂 詳 細的工 

作 万 案 ，並 同 意 應 由 秘 書 處 爲 以 後 各 年 編 製 必 耍 的 預 算 及設計 

槪 算 ，俾 使 委 員 會 能 夠 參 照 上 文 第 一 五 九 段 及 第 一 六 0 段各點 

考 慮 進 行 工 作 0

第五屆會會期

- 力 委 昌  

決定委員會第五屆 

約聯合國總部擧行  

至一九七二年五月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 六 日 第 八 + 七次會議 

會應於 一 九七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在 紐  

。 委 員 會 睛 秘 書 長 安緋 邁 必耍 時 屆會 可 延

五 曰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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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副代表

附件壶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代 表

阿根廷

M r. G e rra s io  Bamon C a rlo s  Colom'b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 大 學法 學 院 敎授

M r. Lo renzo  A . O liv ie r i

阿 根 廷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設 

代表團顧問

澳大利亞

代表

副代表

顧問

M r. RolDert J# E l l ic o t t  

澳大利亞協和國副檢査長

M r, Stephen  F . Parsons

司法部副主任秘書

M r. A la n  D. B ro m

澳 大 利 亞 駐 聯 合 國 （日內；§:) 常 

設代表團

M r, Edward  A , Pumell-We*b*b 

貿易及工業部航蓮實務司司長

奧地利

代表

副代表

M r. R o land  Loewe

司法部司長

M iss  H e lga  Bidmon

奥 地 利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 

設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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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Mr* P e te r  K le in

奥 地 利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 

設代表團顧問

D r. E l i  ch. S d iin n e re r  ^

維也納大學敎授

比、利時

M r* A lb e r t  L i la r

前國務員及參議員

Mr# P a u l R , Jen a rd

外 交 及 國 際 貿 易 部 行 政 司 司 長

Mr# P a u l Stiencaa

司法部行政秘書 

羅文大學助敎

M iss  Suzanne Os c h in  s ky

司法部首席參事

巴 西

代表

副代表

M r. Nehem ias G ue iro s

萊西佛法學院敎授  

美洲律師協會名譽會長

M r, O rland o  S« C arbonar

巴 西 駐 聯 合 國 〔0 內 冗 ）常設 

代麦團一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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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利

代表

副代表

M r. R a fa e l L a s a lv ia  

聖 地 牙 哥 智 利 大 學 商 法 敎授 兼  

私法系主任

M r, Pem ando  GamlDoa

智 利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設 

代 表圈一等秘書

代表

副代表

法 國

M r, Rene D av id  

A xx  en Provence  

政治系敎授

大學法律及

M r, Jacques Lem ontey

司 法部 歐 洲法 及 國 際 法 司 司 長  

M r, H en ry  Cuny 

外 交 部 法 律 事 務 處 編 輯

m 納

代表

副代表

M r. O se i T u tu

外交部法律及領事事務司司長

M r. K o f i Kum i Dei-Anang

述納大學法學院

Mr- Emmaauel Sam

週納駐紐約聯合國常設代表圃  

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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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牙利

副代表

顧問

代表 Mr» L 4 s z16 Eecae i

匈牙利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M r. Iv a n  Sz&sz 

國 際貿易部法律司司長

M r ,工v L  M esjnerics

法學敎授

匈 牙 利 國 家 銀 行 法律 總 顧問

M rs , J u d it  Jxdiasz

法律問題專家

印 度

代表

副代表

M r* Nagend ra  S ingh

印度總統秘書

M r, W. K r is M a n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大使級常 

任代表

M r, G .A , Shah.

公司法司 i聯合秘書

M r. D .A . Kamat

外交部助理法律顧問

M r. P ,P»  Kan.th.an

國際貿易部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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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代表

副代表

代表

副代表

代表

代表

副代表

伊 朗

M r. Man so u r Sa 魂 r i

德 黑蘭 大學法學院商法敎授

日 本

道田信一郞先生  

京都大學法學敎授  

高桑昭先生  

司法部民事局

墨西哥

M r, Jo rg e- B a rre ira  ( ira f  

工業及貿易秘書處法制委員會  

M r，Ro*berbo L* M a n tilla - M o lin a

工業及貿易秘書處法制委員會

奈及利亞

Mr# Joseph  D. Ogundere

佐理副檢察長

挪 威

Mr* S te in  R o g a lie n  

奧 斯 羅 司 法 部 總 I監

Mr« Jens B. Heggemsnes

挪 威 駐 聯 合 國 （s 內 冗 ）常設 

代 表 團 大 使 館 一 等秘書



特別額問

代表

副代表

M r, H e ik k i J ,  Immonen

赫爾辛基司法部法制顧問

波 蘭

Mr# J e rz y  Jakubow ski

華沙大學法律系敎授

M r. J e rz y  O s ie o k i

波 蘭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設 

代表團一等秘書

M r, B o le s la w  Pedo row icz  

國際貿易部法律司司長

M r, Z b ig n iew  L# Nanow ski

波蘭國 際 貿易 商 會 法 律 組 組 長

羅馬尼亞

代表

顧問

M r ,工on N e s to r

政 治及 社 會科 學 研 究 院 主 席 圈  

科學諮議

M r* A le x a n d ru  P redescu

國際貿易部首席法律顧問

Mr* 工on Pah

羅 馬 尼 亞 駐 聯 合 國 （日內 冗 ） 

常設代麦團二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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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代表

副代表

Mr« Punch Goomaraswamy 

外交部大使級高及委員  

新 加 坡 大 學 法 律 系 敎授

Mr* Khoo Leang  H uat

司法部國家法律顧問

西班牙

代表

副代表

Mr® JoacLuin G a rrig u e s  XHa:?:- 

Cana^bate

馬 德里大學商法敎授

Mr» M anuel O liv e n c ia

塞維爾大學敎授

Mr* Jose  M, Gondra

馬德里大學敎授

敍利亞

代表

副代表

Mr* M ow affak A l la f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任代表

M iss  S ib a  N a sse r

敍 利 亜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 

設代表圃三等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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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

副代表  M r, A b d e la z iz  E l- A ya d tii

突 尼 酉 亞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 

常設代麦團一等秘書

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  M r. Geo3?gii S , Burguchev

國 際 貿 易 部 法 律 及 條 約 司 司 長

副代表  Mr* S e rg e i N 參 Le^bedev

國際關係學院敎授  

海事公斷委員會主席

顧問  M rs , A e lla  P. S tre lia n o v a

國際貿易部

M rs , K a ta lja  A* Kazakova

蘇 聯國際貿易銀行高級諮議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  M r, Mohsen C h a fik

一  開羅大學貿易法敎授

副代表  Mohamed E l T a h e r Shasli

外交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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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不列頻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

代表

副代麦

M r. A n thony  G# Guest

倫敦英王學院英國法敎授

M r, M ic h a e l J .  Ware

貿 易 及工 業 部法 律 事務 司 高級  

法律助理

M r, P h i l ip  J . A l lo t t

外 交及 國 協事 務 部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M iss  M a rg a re t M u rra y

貿 易及 工 業部法律事務司

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

代表

副代表

M r. Josep li S. IJa rio b a

國家檢察官

M r, N a th a n ie l M. Maiiunda

外交部三等秘書

美利堅合衆國

代麦

副代表

M r* A lla n  P am sw o rth

哈 佛 法 學院 法 學 敎授

M r. R ic h a rd  D. K ea rney  

國務院大使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74-



M M
M r, E m e s t A . L is t e r

美 國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設 

代表團蓮輸專員

Mr« Edward  G* M ise y

美 國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常設代 

代表團法律顧問

M r* Norman Penney

康乃爾法學院 法 學敎授  

Mr* Ro*b©rt E , D a lto n  

國務院法律顧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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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員會秘書處

M r. B la in e  SLQM  

秘書長代表 

一般法律事務司司長  

法律事務廳

M r. John  HOMOLD

委員會秘書

國際貿易法料科長

Mr* P e te r  KATONA

委員會助理秘書

國際貿易法科高級法律專員

M r. W ille m  V IS  

委員會助理秘書  

國際貿易法科高級法律專員  

會野和明先生  

國際貿易法科法律專員

M r. G a b rie l VffMER

國際貿易法科法律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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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附件参

觀察員

聯合國機關

聯合國貿易及  

發展會議

歐洲經濟委員會

專門機關

政 府間 海事 諮 商組 織

國 際貴带基 金會

政府間組織  

亞 非法律諮商委員會

國際靖算銀行

歐洲聯盟委員會

M r, M .J . Shah

貿 發會議聯合國 法 律事 務 廳  

合 設 航 蓮 立 法 股 I股長 

M r. H e n ri C o m il

貿易及技術司

M r, Tlioinas A參 Mensah.

法 律事務司司長

M r, R o b e rt C‘ E f f ro s

法律事稳處 制訂法律顧問

M r. B* Sen 

秘書長

Mr# H e n ri A .E , G uisan

法律顧問

M r, D e n ie l V ig a e s

法律事務處顧問

Mr# T h ie r r y  C a th a la

主耍行政官

Dr# W.M.A* H a u s c liild

國內市場及立法調和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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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互助理事會

歐洲理事會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國際統一私法學社

美洲國際組織

世界保護創作權組織

M r, M ik h a il K o u d ria s h e v

法律事務處處長

M r. G erha rd  Vvshka

顧問
M r, A le xa n d re  Papandreou

特等行政專員 

法律事務處處長

M r. D enn is  Thompson,

法律顧問

M r* E s k il Perssow

總 務 及 法 律 事務 處 副處 長

M r, M .H . van  H o o g s tra te n

総書長

M r. Georges D roz 

副秘書長 

Mr# M a rio  M a tte u c c i

法律顧問

M r* Jean-P ie r re  P la n ta rd

副秘書長

M r, G erardo  J .  Scham is

歐洲代表

M r, C a rlo s  V , V io la  

歐洲代表助理  

M r, Eoge r Harben  

法律顧問

M r, F a ra g  Moussa

對外關係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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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國際非政府組織 

國際律師協會

國際商會

國際航運商會  

國際法協會

Mr* M ic h a e l Brandon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代表

M r, L a rs  H je m e r

法學敎授

Mr* F . Bisemarm

法律事務處長

M iss  C la ire  Legend re  

法國海事法協會會員

Mr# D av id  ¥# T a y lo r

海事法委員會秘書助理

M r, M io h a e l Brandon

駐 聯 合 國 （日 內 冗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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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肆 

委員會所據有文件一覽

A 。一般類

A/ON 9 /38 /Add, 1  .................各 國 政 府 、銀行及貿易機構對關

於■際支付所用 票 據之 問 題單 所  

作 答 覆 之 分 析 ；國際交易結帳所  

遭 邁 之 問 題 ：秘書長報告書

VON, 9 / 4 8 .....................................對國際交易中供 任 擇使 用 之特 種

票 據 適 用 之 統 一 规 則 之 可 能 內 容 ; 
各 國 政 府 、銀 行 、貿易機構所作 

答 覆 之 分 析 ：秘書長報吿書

VCN 9 / 5 0  及 Gorr。
及 .................................................國 際 銷 售 資 物 之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一 九 七 0 年八 

月 + 日至二+ — 日日內冗第二屆 

會報吿書

VCN  ............................. ... ....臨 時 議 程 及 註 解 ：秘書長節略

A/OW 9 / 5 2 及 Corr。1 . . . . 國 際 銷 售 肯 物 工 作 小 組 一 九 七 0
年 + 二 月七 日 至 + 八日第二屆會  

報吿書

A/ON； 9 / 5 3  ,  • • .  ...............關 於 票 據 方 面 未 來 工 作 之 建 議 ：

秘書長報吿書

a 僅 有 英 义 本 。

b 僅 有 法 文 、俄 文 及 西 班 牙 文 本 。



A/CW。9 /6  4  .................................一 般 銷 售 條 件 及 標 準 契 約 ：秘書

長報吿書

A / 9 / 55  • * ， • • ， . . < > . 國 際 I/L蓮立法工作小組一九七一

年三月二  +  二日至二十六日日內  

冗 第 二 屆 會 工 作 報 告 書

VON 9 /56    .............................文 書 登 記 册 ：秘書長報吿書

A /G N a9 /5?及 更 正 一 " " ， • a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年 鑑 之 出 版 時 間 及

內 容 ：秘書長報吿書

A/GW。9 / 5 8 及 Add。1 .................國 際 貿 易 法 方 面 之 訓 練 及 協 助 ：

秘書長報吿書

A/CN。9 / 6 9 及 Corr。1 .. . . 國 際組 織 現時 所 從 事 有 關 國 際 貿

易 法 之 協 調 及 統 一 之 活 動 ：秘書 

長報吿書

A/CN  ̂ 9 / 6 0 ......................................法國代 表 團關 於 設立 共 同法 聯 盟

之提案

B 。限量類

A / d K 9 / k  2 0 及 Add.l * • • •國 際 貿 易 法 書 目 ：秘書長報吿書

VON. 9 /L  2 1 ................... * • •國際貿易法專家及學者名册

C 。限發類

VCN 9 /R„4  ............................審 議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書 ••秘書長節略

C
僅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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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IJ  9 / R . 5 .................................審 議 時 限 及 限 制 （時 效 ）工作小

組 報 告 書 ：秘書長節略

A /O F  9 /R „ 6 .................................一 般 銷 售 條 件 及 標 準 契 約 ：文件

VOU, 9 / 5 4 之附件

A/CN, 9/R. 7 .................................實 物 担 保 品 償 値 ；在進行中之工

作 2 秘書長節略

A /O N  9/K. 8 .................................國 際 貨 物 銷 售 統 一 规 則 ；西班牙

代 表 團 對 於 國 際 肯 物 銷 售 工 作 小  

組 報 吿 書 之 評 論 ：秘書長節略

VCN g/lV/ORP 1 .....................奥 地利 代 麦團對於國際銷售貴物

統 一 法 （銷 售 統 一 法 ） （第 + A  
條 至 第 五 + 五 條 ）問 題 之 論 評 ：

VON, 9 /I7/CEP„ 2  .................國 際 鎖 售 貨 物 時 效 （限 制 ）統一

法 初 步 草 案 2 奥地利提案

VCN 9 / I V C E P  5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決議草案

A /C N  9 / IY /0R P 。4 .................... 國 際 支 付 、票 據 ：澳 大 利 亞 、巴

西 、匈 牙 利 、印 度 、及大不列類  

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提出之決議  

, 草案

A/GN。9 / IY /G E：P。5 .....................週 納 代 表 圃 對 於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五條可能予 以 修改 之 評論

A/CW„ 9 / I V / 0 E P  6 .................... 國 際 航 蓮 立 法 ：委員會於一九七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第 七 + 次會議通過 

之決議案

VCH. 9 / IV /C E P .... 7 ...................臨 時 議 程 及 註 解 ：秘書長節略

4/CU. 9 /IV/GEP 8 ...................國 際 銷 售 貨 物 之 定 義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法國及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代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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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 9 / IV C H P  9 .................... 波 蘭 代 表 團 對 於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七條之提案

VCN. 9 / IV/CEP 1 0 .................... 國際航運立法工作小組於其一九

七一年四月六日會議通過之關於編 

挑其工作方案之決定

A/CN 9/IV/0EP„ 1 1 . .................挪 威 提 案 ：對 於 銷 售 統 一 法 第 +
五條所提保留

VCN 9 / IT /C E P  1 2 . .................遲 納 代 表 圃 ：致國際銷售貨物工

作小組之節略

A/CN 9 / 1 7 / CEP 13
及 Add. 1 、2 、S 及 4 . . . . . . 第四屆會工作報吿書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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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Ei內S 之聯合國錯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 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Litho in U.N. Price: $U.S. 1.50 
(or equivalent in ottx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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