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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
责任及应对策略分析

●魏广强　蔡　鲜　胡志国

　　

[摘要]港口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０２３年１月至１１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外

贸货物吞吐量分别为１５５．１亿吨、４６．２亿吨.随着我国港口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港口所出现的纠纷

也不断增多,关于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纠纷就是其中之一.在处理当前港口民事法律关系中,明确物流港

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此背景下,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法、文献资料法,先以物流

港口经营人为研究主体,先简要概括了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涵义种类与立法现状,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物流港

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后重点论述了应对民事赔偿责任应采取的可行策略,以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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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流港口近年来在各类媒体中颇受关注，同时，也被

学术界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探究。 物流港口指

中心港口城市基于口岸优势和配备先进软硬件的条件下，所

打造出的具备物流产业链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 港口

经营人是指依法取得经营资格从事港口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

人，我国《港口法》中规定了其业务范围。 作为码头经营

实体，明确物流港口经营人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等法律问

题，日渐引起了国际、国内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关注。 此

次围绕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性的价值。

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涵义、种类与立法现状

《港口法》虽明确了物流港口经营人需要承担的业务范

围，但未明确其概念，可将其理解为“与委托人订立港口业

务合同，从事经营性业务的人”。 其中的经营性业务种类丰

富，具体可细分为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拖船等方

面。 同时，港口经营人所经营的范围各有不同，可根据其

工作性质与内容来进行详细分类，如码头装卸公司、港口运

输公司、仓储公司等。 正是由于物流港口经营人在我国航

运实践工作中发挥出愈发重要的作用，再加之其责任认定成

为司法实践中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其立法工作备受关

注。 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虽然《海商法》对承运人、受雇

人、独立合同人等方面有制度规定，但区分并不够细致，且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中专门对港口经营人的定义有规定，

但对民事方面的法律关系规定尚且缺乏，总体来说立法上还

存在一定的不足。

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分析

第一，将港口经营人视作海运履约方(即承运人的雇佣

人或代理人)。 在该理论中认为，港口经营人开展的作业，

都是因为接受了来自承运人的雇佣或代理，且作业的完成均

要遵循运输合同的相关要求。 那么在此情况下，港口经营

人的各项活动都需要遵循运输法律规定要求，同时，也享受

到法律(如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中

国沈阳矿山机械(集团)进出口公司诉韩国现代商船有限公

司、中国大连保税区万通物流总公司(简称万通物流)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案属于比较典型的案例。 以该案件为例，

该案件中的沈阳矿山机械(集团)进出口公司对韩国现代商船

公司、中国大连保税区万通物流总公司等进行了起诉，起因

是被告万通物流的卡车司机不慎导致了沈阳矿山机械(集团)

进出口公司所属的集装箱设备和码头出入口的检查桥碰撞，

损坏的贵重设备价值高达５４万元。 在该案件的处理中，就

结合了《海商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最终法院判决，

万通物流是被承运人韩国现代商船有限公司所雇佣的，符合

《海商法》中“责任限制”相关要求。

第二，将港口经营人视作独立合同人。 该理论中强调

港口经营人是在港口提供自由服务的人。 在“上海交运”

案件中，原告中银保险对被告上海交运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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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上海交运公司)发起上诉，指出港口货物被损害，要求

被告依法赔偿。 法院通过调查后发现，是被告上海交运公

司中的某位驾驶员由于工作疏忽，导致在工作中发生了集装

箱卡车和装货集装箱撞击的事件，而后自然造成了原告货物

的损害。 发生该案件后，被告上海交运公司根据保险合同

中的条例，对收货人作出了近３０万美元的赔付。 但最终仅

仅赔偿接近４万美元，原告就此提出了索赔。 最终法院结

合《海商法》、原《民法通则》多项规定作出判决，被告需

实际赔偿２２万美元。

第三，将港口经营人视作实际承运人。 该理论的成立

参考了《海商法》第四十二条内容，关于其应用，目前实务

界和法律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应对物流港口经营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的策略

(一)保障物流港口经营人的留置权

１．港口经营人留置权善意取得

《海商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留置权的客体应是债务人所

有权之物。 该规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货物的正常运

转，但与港口经营人实际工作不符合。 结合实际发现，应

采用《民法典》中留置权客体可以善意取得的规则，且要考

虑到“受让人不知无权处分人对该物无处分权”“受让人支

付了合理对价”“依法进行公示”三因素。 关于留置权的善

意取得，其研究重点在于“善意”。 首先，港口经营人的留

置权善意取得要以《民法典》中所规定的行为为标准，且实

践中也要综合考虑到港口经营人和承运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步骤。 其次，由于民商事法律中对“善意”可归纳为积极

与消极不同情况，要加以认定。 但由于航运贸易交易频繁

且过程复杂，核实所有作业对象的所有权人难度较大，因

此，应采取要求较低的消极善意，港口经营人就可被认定是

“善意”，可主张留置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普通货物的善

意留置方面争议则相对较少。 另外，关于集装箱作业中善

意留置还存在一定分歧，相关问题的解决均值得探究。

２．港口经营人商事留置权保障

随着我国港口行业的迅速发展，港口经营人也从以往的

单一主体逐渐演变成综合性的经济组织体系，囊括了人力、

物力(如设备设施)、财力(资金架构)多项要素。 关于港口

经营人的作业相对人，也多为贸易公司。 为了有效保障港

口经营人的债权利益，顺利应对其可能面临着的民事赔偿责

任等问题，就需要保障港口经营人的商事留置权。 商事留

置权适用于港口经营人的工作实践，究其原因，是港口经营

人往往会签署合同来明确工作实施要求，再加之对港口贸易

作业效率要求较高。 此时通过保障商事留置权，有利于港

口经营人和合同相对方贸易工作的顺利推进。 需要注意的

是，商事留置制度和民商事法律中有部分内容存在一定的差

异，且商事留置制度和善意取得不可同时适用。 此外，港

口经营人应积极地调查货物所有权，以免被动地放弃商事留

置权而导致经营人债权未受保障。

(二)明确物流港口经营人货物交付义务

１．外贸货物交付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常见的交付方式有

电放、海运单放货、提单放货等不同方式。 以电放交付为

例，它指托运人指定收货人，承运人保留正本提单，收货人

凭借电放件或身份证明能提货。 而海运单放货、提单放货

分别指收货人凭借海运单上的载明要求、正本提货单来提

货。 凭单交付的原则需要涵盖三方面：(１)承运人需要将货

物交付给出示正本提单的持有人，而不需关注到该持有人的

身份是谁；(２)提货人只有交还提单，才可提取货物，这是

基础前提条件；(３)凭单交付是承运人需要履行的义务，也

是其权利所在，要严格执行。

２．内贸货物交付

原交通部制定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六十二条

中，明确了内贸货物的交付问题。 港口经营人往往也会持

有一份承运人签发的运单，由于该单据中涉及了承运人、收

货人、港口经营人不同主体，因此，在货物运输中要强化管

理，以免产生纠纷。 当托运人要求承运人对收货人进行变

更时，此时承运人应将相关情况和港口经营人加以说明，并

加盖印章，明确物流港口经营人需要承担的货物交付义务，

以规避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３．权利冲突下、特殊情形下的货物交付

在实际的港口货物交付问题上，不同主体所利用的载体

各有不同。 以货主为例，往往是利用其“所有权”来要求

交付，而作业委托人则多是利用“港口作业合同”，以此作

为有力的凭证。 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诸如权利冲突的

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港口经营人面临着民事赔偿责任。 为

此，应先厘清港口经营人交付货物的逻辑所在。 首先，可

思考货主是否能基于所有权向港口经营人主张交付货物。

此时可结合《民法典》第八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分析。

其次，要思考委托人是否可基于合同要求来进行交付。 港

口作业合同的制定是为了提供货物的装卸、驳运和存储等服

务，它是港口经营人进行作业且收取作业费用的依据。 若

是出现作业委托人(或执行收货人)与承运人指示的人员不同

时，此时可不凭借港口作业合同来要求经营人交付货物。

此外，要分析特殊情形下的货物交付。 所谓的特殊情形，

包括港口货物因海关监管，或是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扣押、留

置等情况。 由于港口经营人肩负着协助海关对外贸货物进

行监管的责任，若此时无法正常交付货物，则要求港口经营

人谨慎处理该问题。

(三)完善《海商法》中港口经营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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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设立港口经营人单独章节

为了能切实解决物流港口经营人民事赔偿责任相关问

题，可结合《海商法》来对港口经营人相关的现有法律制度

加以完善。 例如，可设立港口经营人相关的单独章节。 该

策略的合理性较突出，原因可概括出三点：第一，“独立合

同人说”来确定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与工作实务相对而言

比较贴切，若仅仅将其归纳到运输合同中，难体现出其地位

与独立性。 第二，港口经营人无论是在定义、责任制度，

还是货物交付、留置权等方面，其本身就与实际承运人有着

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相关制度也要分开规定，以保障符合

实际港口经营人作业的实践要求。 第三，在不同运输方式

下，港口作业合同与运输合同间的联系也存在差异。 事实

上，海上运输作业港口的作业之间并非单纯的包含和被包含

关系，因此，可设立单独章节进行处理。 注意在实际设立

港口经营人单独章节时，一方面要结合实务界与学界提出的

诉求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要结合我国市场经济体

制、现有经济水平、港口行业发展现状等方面。

２．明确港口经营人的法律地位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对港口经营人概念、法律地

位的阐释尚不明确，仅仅在《港口法》中对其业务范围进行

了解释。 在实际操作中，可参考《港口法》《港口货物作业

规则》(下文简称《港规》)《港口规划管理规定》等条例中

关于港口经营人的描述，将其概念界定为“与承运人或托运

人订立作业合同的民事主体”，并明确它在作业时的独立性

特征。 注意要与《港口法》等法律条规内涵统一，以免有

矛盾之处。 总之，通过明确港口经营人的概念与其独立合

同人法律地位后，能为解决港口经营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奠

定基础。

３．完善港口经营人责任制度

为应对物流港口经营人民事赔偿责任相关问题，完善港

口经营人责任制度是其中的核心措施，具体可围绕三个方面

来实施。 第一，要纳入“责任赔偿限制制度”。 当将港口

经营人视作独立合同人时，其责任赔偿限制可包括：(１)于

专门调整港口法律的规范中进行确立，此次立足于法律层面

来分析，因而可采取此方法；(２)可在运输合同章节中进行

调整，再融合关于责任赔偿限制的内容。 我国原交通部曾

于１９７８年颁布了《关于港口作业事故处理的几项规定》，明

确了“港口对货物灭失、损坏的赔偿”。 虽然它可适用于对

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责任赔偿，但应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海商

法》中“承运人的责任赔偿限制规则”等内容加以更新，且

沿用“双轨制”来计算出赔偿情况，分析出港口经营人与承

运人各自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后加以协调处理，以防

止出现赔偿混乱。 第二，合同责任要采取“过错推定”原

则。“独立合同人”视域下，港口经营人责任确定要按照

“过错推定”原则，即可理解为“港口经营人不履行或是不

适当履行合同约定，且无法证明无过错时要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有学者认为，若是按照该方法实施，很可能导致港口

经营人无辜被连累。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港口经营人无论

是可进行调配的资源设备、作业环境稳定性，还是对事故问

题的预警和应对，整体情况均和承运人明显不同。 但为解

决可能导致港口经营人成为无辜受害者的问题，可通过提供

责任限制制度来解决。 第三，关于免责事由的规定。 可参

考《港规》来加以优化。 例如，《港规》中提及的不可抗力

比较笼统，可结合港口经营人作业实际增加诸如“天灾”等

内容。

结束语

综上所述，物流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等相关的法

律问题一直都是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是《海商法》领域中理

论与实践的难题。 为探究港口经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可

从不同角度来探究，例如，将港口经营人视作海运履约方或

实际承运人、抑或是独立合同人。 为应对其中存在的法律

问题，可采取的策略有：要保障物流港口经营人留置权、要

明确物流港口经营人货物交付义务、要完善《海商法》港口

经营人制度。 相信在未来进一步解决物流港口经营人相关

法律问题后，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港口吞吐量的增长，继

而切实地增强我国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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