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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1．前 言

1 .1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办事细则（下称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根据国际货协第 54 条 “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的规定出版。

1 .2 国 际 货 协 办 事 细 则 只 适 用 于 调 整 按 国 际 货 协 条 件 参 加 货 物

运送的承运人间的相互关系，不用于调整发货人和收货人（为一方）

同承运人（为另一方）之间法权上的相互关系。

1 .3 如 在 按 国 际 货 协 条 件 参 加 货 物 运 送 的 承 运 人 之 间 无 其 他 协

议，则适用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的规定。

2．补 送运 行报单

（货 物运 送规则 第 8 项运 单 “承运 人记 载 ”栏填 写说 明，

货物 运送 规则第 27 .4、 32 .2、 33 项）

2 .1 补 送 运 行 报 单 （ 国 际 货 协 办 事 细 则 附 件 1 .1 和 1 .2） 是 承 运

人文件。当一批货物中的部分货物晚于随运单运送的货物主要部分发

送时，承运人应办理补送运行报单，将该部分货物运至到站。

补送运行报单由两页组成：补送运行报单第 1 张（交付货物的承

运人留存）和没有编号的补送运行报单（补充）。

2 .2 补送运行报单用纸为 A4 格式，并在白纸上用黑色铅字印制。

补送运行报单用纸的印制和填写，应使用铁组一种工作语文，并

适用国际货协第 15 条 “运单 ”的规定。

补送运行报单用纸，以及各栏或某些栏的填写，可附另一种语文

的译文。

2 .3 补送运行报单（补充 ）的份数应与参加补送货物运送的承运

人数量一致，交付货物的承运人除外。第 1 张“补送运行报单（由交

付货 物的 承运人 留存 ）” 随货 物运 至到站 ，并 由向 收货人 交付 货物的

承运 人留 存，没 有编 号的 各张 “ 补送 运行 报单（ 补充 ）” 由参 加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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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送的各承运人留存。

2 .4 补送运行报单的填写说明。

各栏编号 各栏名称及其内容

左上角 “国际货协”
注明编制补送运行报单的承运人的名称。

1 “发货人”
注明编制补送运行报单的承运人名称。

2 “发站”
注明编制补送运行报单的车站名称及其代码（在填写代码的空格

内），以及铁路简称。

3、5、15、16 “发货人的声明”、“到站”、“货物名称”、“包装种类”
按运单相应栏中属于补送货物的事项填写。

4 “收货人”
注明将货物交付收货人的承运人的名称。

6 “国境口岸站”
按运单相应栏的事项以及继续运送的经路填写。

7-12，17-21 “车辆”、“车辆由何方提供”、“载重量”、“轴数”、“自重”“罐体类型”、
“件数”、“重量（公斤）”、“封印”、“由何方装车”、“确定重量的方法”
摘下车辆时，按运单相应栏的事项填写。

将部分货物装载到另一车辆时，记载该部分货物所在车辆的相应事项，

货物件数和重量、承运人施加封印的数量和记号。“由何方装车”栏内记

载“承运人”。
22 “承运人”

按补送货物继续运送的经路依次填写运单中记载的承运人事项。

23 “货物属于 年 月 日自 （发站）至 （到站） （收货人）批号

的货物”
按运单注明批号、缔结运输合同日期、发、到站名称以及铁路简称、收

货人名称及其通信地址。

24 “发货人添附在运单上的文件”
注明应随补送货物运送的添附文件或其复制件。

25 (预留)

26 “办理补送运行报单的日期”
在办理补送运行报单的车站加盖承运人日期戳。

27 “到达日期”
在到站加盖承运人日期戳。

28 “履行海关和其他行政手续的记载”
记载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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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 通记 录

（货 物运 送规则 第 8 项运 单 “承运 人记 载 ”栏填 写说 明，

货物 运送 规则第 25 .1 项）

3 .1 普通记录（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附件 2）是承运人为证明发生

影响或可能影响货物运送的情况而编写的文件。

3 .2 普通记录在白纸上用黑色铅字印制。

普通记录用纸的印制和填写，应使用铁组一种工作语文，并适用

国际货协第 15 条 “运单 ”的规定。

普通记录用纸以及各栏或某些栏的填写内容，可附另一种语文的

译文。

3 .3 普通记录填写说明

海关——执行海关检查；

其他国家机关——履行行政手续。

29 “批号”
注明批号，该批号不得与运单中记载的批号重复。

第 1张背面

30 “承运人记载”
根据运单类似栏的填写规定记载。

31 “商务记录”
注明商务记录号码和编制日期，以及编制商务记录所在车站的名称和铁

路简称，加盖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戳记。

32 “到站记载”
根据国内法律填写。

33 “移交货物的记载”
按一个承运人向另一承运人移交货物的顺序，在移交货物的车站加盖接

运货物的承运人的日期戳。

34 “通过国境站的记载”
按照货物通过国境站的顺序，在国境站加盖承运人日期戳。

各栏名称 各栏内容

普通记录编号 注明承运人确定的普通记录号码。

承运人 注明编制记录的承运人的名称。

编制记录所在的车站和铁路 注明编制记录所在的车站和铁路的名称。

批号第 号在 年 月 日发送 根据运单注明批号和缔结运输合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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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 务记 录

（国 际货 协第 29 条 “商务 记录 ”，货 物运 送规则 第 35 项）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在 运 送 途 中 ， 编 制 商 务 记 录 一 式 三 份 。 两 份 连 同 所 有 附 件

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附在运单上并运送至到站。

如货物从一种轨距车辆换装到另一轨距车辆，在交接站办理货物

交接并对其进行检查时，应编制商务记录一式五份。两份连同所有附

件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附在运单上并运送至到站，两

份交给相应的交付承运人或接收承运人。

在到站，编制商务记录一式三份。两份连同所有附件由编制商务

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的办法交给收货人。

如使用电子运单进行运送，则电子商务记录应附在电子运单上。

电子商务记录按国内法律规定的办法向收货人交付。

4 .1 .2 如在运送途中已编制商务记录且其中的记载事项与货物在

到站的实际数量和状态相符，则不编制新的商务记录，并应在运单所

附的商务记录的第 19 栏内注明，货物状态同该商务记录的记载相符。

如在到站确认，运行途中编制的商务记录上记载的事项与货物的

实际数量和状态不符，则应编制新的商务记录。

4 .1 .3 如在运送途中编制了数份商务记录，其中记载的货物状态

发站和发送路，到站和到达路，车辆

编号，车辆所属者，集装箱编号，集

装箱尺寸和类型代码，货物名称

根据运单填写。如果按成组车辆或集装箱编制记

录，相应栏的篇幅不够填写有关事项，则应在记

录背面注明这些事项。

挂于第 次列车内到达 如果在列车到达后编制记录，则注明车次和到达

日期。

编写记录的原因和所依据的情况 注明编制记录的原因，描述由于该原因而导致且

影响运输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如果发生车辆和

集装箱滞留，则注明滞留的起始时间。

承运人的代表 由参与确认编制记录所依据情况的不少于两名

承运人代表签字，并注明姓名和职务。

承运人日期戳 加盖承运人日期戳，并注明实际查明编制记录所

依据情况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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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出入，则到站的承运人应编制新的商务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在

到站只将最后一份商务记录交给收货人。

4 .1 .4 如货物用施封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运送，

则从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上摘下的封印应附在由编制

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的那份商务记录上。

如编制了电子商务记录，则封印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

4 .1 .5 如货物灭失、毁损（腐坏）或短少可能是由于车辆或集装

箱破损（不良）所引起，除商务记录外，还应根据查明车辆或集装

箱破损所在国的国内法律编制车辆或集装箱技术状态记录，其中应

确认车辆或集装箱破损（不良），该技术状态记录应附在每份商务

记录上。

如编制了电子商务记录，则车辆或集装箱技术状态记录应附在

电子商务记录上。

4 .1 .6 供调查用的商务记录应同赔偿请求一起寄出。承运人可以

商定用其他办法寄送调查用的商务记录。

4 .2 商务记录填写说明

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应按其规定的办法填写商务记录号码，

注明自己的名称、编制商务记录所在车站的名称，以及实际查明编

制商务记录所依据情况的日期。

栏 号 名 称 内 容

1 发货人 根据运单第 1栏的记载填写发货人名称。

2 收货人 根据运单第 4栏的记载填写收货人名称。

3 发站 根据运单第 2栏的记载填写发站名称和铁路简称。

4 到站 根据运单第 5栏的记载填写到站名称和铁路简称。

5 批号

缔约承运人

缔结运输合同的日期

根据运单第 29、22、26各栏填写。

6 挂于第......次列车内到达 注明车次和到达日期。

7 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汽车运

输工具号码

根据运单第 7栏或第 15栏填写车辆、多式运输单

元或汽车运输工具号码。

8 商务记录补充页 如商务记录有补充页，应注明补充页数量。

9 补充第......号商务记录 在运单上附有运送途中编制的商务记录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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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运送途中编制的商务记录的号码，车站和铁路

名称，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的名称和编制日期。

10 封印（锁封装置） 在每一相应行内记载封印或锁封装置的数量及记

号。如封印印记不清晰，则注明“不清晰”，并记载

封印上可以辨认的所有字母和数字。

如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上没有封

印，则记载“无封印”。
11 关于封印开启或毁损痕迹

的事项

记载有开启或毁损痕迹的封印记号和毁损状态。

12 车辆/集装箱技术状态

良好/不良

将不需要的划掉。如已编制车辆/集装箱技术状态

记录，记载其号码和编制日期。

13 货物由承运人/发货人装车 将不需要的划掉。

14 检查结果 填写检查结果：

14.1 运单记载 按运单中的记载事项填写。

14.2 检查情况 根据实有货物，填写有关事项。

14.3 其中毁损货件情况 记载毁损货件的有关情况。

15 编制商务记录情况。

关于货物的说明：

记载编制商务记录的原因，详细说明检查时车辆、

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中实有货物的状态，

并注明造成货物毁损、腐坏或短少的原因。

记载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货物短少、毁损（腐坏）或

灭失，同时记载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汽车运输工具

开启原因和启封原因。

不准在商务记录中填写有关发货人或承运人过失

的推测或结论。

在相应情况下，注明：

——毁损的程度和性质，以及毁损痕迹为新毁损或

旧毁损；

——毁损或湿损货件位于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

车运输工具哪一部位；

——毁损货物的容器或包装是否良好，如有毁损，

则毁损的性质如何；

——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为消除容器或包装毁

损曾采取何种措施；

——货物有无泄露或散落，在车辆何处，数量多少；

——毁损货件内有无空隙，尺寸多大，空隙内可容

纳多少数量的货物（按件数或重量计）；

——从毁损的货件中能否将短缺货物取出；

——曾采取哪些措施以防止进一步毁损；

——发现货物污染时，注明货物是全部污染，还是

仅与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底面或侧

面接触的一层污染，以及车内是否有以前运送残留



7

的货物。

如发现违反货物装载和加固条件，应详细记载不当

之处。

发现棚车运送的货物短少时，注明车辆是否装满或

尚有未装货的空间，该空间在车辆何处，可否在其

中容纳短缺的货物。

发现敞车类货车运送的货物短少或毁损时，注明货

件放置情况、层数、装载密度、有无空档及空档的

大小，货物加固和苫盖方式及其状态，以及保护标

记的状态（在具有保护标记时）；运送堆装、散装

货物时，注明货物表面有无下塌、凹陷和漏窝。

发现罐车运送的货物短少时，注明罐车类型、灌装

高度、货物比重和货温，以及货物是否泄露。

发现货物重量不足时，注明货物过磅时使用的是何

种衡器。

运送动物过程中发生事故时，记载该事故发生时有

无押运人，该车是否适于运送动物和是否装有相应

的用具。

发现易腐货物腐坏时，说明货物状态及促使腐坏的

情况，同时注明：车辆技术状态，装载方式和高度，

容器种类和状态，车地板上有无腐坏货物流出痕

迹，腐坏货物在车内何处，通风运送时车窗开启还

是关闭，车辆装备及加温或制冷是否得当，车内温

度，车外气温以及卸车时的货温。

如运单丢失或运单缺页（带号码的），应记载：“货
物到达时无运单”，“货物到达时无运单第____张”。
如补充清单丢失，应记载：“货物到达时无____补
充清单”。如车辆清单或集装箱清单丢失，应记载：

“货物到达时无____车辆清单”，“货物到达时无

____集装箱清单”。
16 鉴定事项 注明鉴定书的编制日期及号码。

如未进行鉴定，则记载“未鉴定”。
17 附有封印和文件 注明从车辆、多式运输单元或汽车运输工具上摘下

的封印或锁封装置的数量和记号，以及添附文件。

18 签字 检查货物时在场的运送参加方代表签字，并注明其

姓名。

加盖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的日期戳。

19 交付货物时货物状态与本

商务记录相符的记载

如在到站检查货物时，未发现货物的实有数量和状

态同中途站商务记录中的记载之间有任何出入，则

注明“货物与商务记录的记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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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签字 检查货物时在场的运送参加方代表签字，并注明其

姓名。

加盖在货物交付站检查货物的承运人的日期戳。

5．承 运人 戳记

5 .1 承运人在办理文件时应采用戳记和日期戳。

在办理电子文件时，应录入包含相应戳记整套数据的信息，以作

为戳记或日期戳的戳印。

5 .2 戳记上应有承运人简称、加盖戳记所在车站的名称和铁路简

称。如戳记上没有车站名称，则承运人应写入车站名称。

日期 戳上 应有 日期 （年、 月、 日 ）、承 运人 简称 、加 盖印戳 所在

车站的名称和铁路简称。

6．运 输合 同的变 更

（国 际货 协第 25 条 “运输 合同 的变更 ”，货 物运 送规则 第 34 项）

6 .1 如在收到发货人关于变更运输合同的申请书（下称发货人申

请书）之前，货物已移交下一承运人继续运送，则缔约承运人应立即

将 发 货 人 申 请 书 的 内 容 书 面 通 知 收 到 该 申 请 书 时 货 物 所 在 处 的 接 续

承运人。

6 .2 货物所在处的接续承运人应：

——做出有关能否根据发货人指示变更运输合同的决定；

——通 知 缔 约 承 运 人 有 关 变 更 运 输 合 同 或 拒 绝 变 更 运 输 合 同 事

宜，以便通知发货人；

——截留货物；

——根据货物运送规则第 34 .4 项的规定修改运单；

——为参加接续运送的各接续承运人补制不足的补充运行报单。

6 .3 如货物在缔约承运人或交付货物的承运人处，则在收到发货

人申请书后，他应按本条第 6 .2 项办理。

6 .4 如在变更到站时，运单中的上述承运人发生变更，则合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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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应与新承运人商定该运送。

6 .5 如接到收货人关于变更运输合同的申请时，承运人确认货物

还未通过进口国境站，则承运人按国际货协的规定受理。如承运人确

认，在接到收货人申请时，货物已通过到达国国境站，则承运人根据

国内法律处理收货人的申请。

7．停 运或 禁运的 通知

（国 际货 协第 14 条“运输 合同 ”，第 2 项第 3 款）

7 .1 关 于 临 时 的 全 部 或 局 部停 止 运 行 （ 下 称 停 运 ）， 以 及 全 部 或

局部 禁止 运送某 些种 类货 物（下 称禁 运 ），承 运人 应在停 运或 禁运 生

效 前 4 天 通 知 按 国 际 货 协 条 件 参 加 国 际 货 物 联 运 的 其 他 国 际 货 协 国

家的承运人；由于不可抗力情况而实行的停运或禁运，应立即通知。

7 .2 通知中应包含停运或禁运公告的内容（线路区段、车站、货

物种类等）、停运或禁运的实施期限，以及其他必要信息。

7 .3 寄送停运或禁运通知的承运人，应不晚于取消停运或禁运后

的第二天，立即寄送关于取消这些措施的通知。

8．货 物的 查寻

(国际 货协 第 27 条 “关于 货物 灭失的 推定 ” )

8 .1 如发货人或收货人提出货物查寻申请书，受理申请书的承运

人 应 进 行 货 物 查 寻 并 向 参 加 该 货 物 运 送 的 相 关 承 运 人 索 取 有 关 承 运

货物、承运人间交接货物、货物到达到站及货物交付收货人等情况的

资料。

8 .2 找 到 货 物 下 落 或 确 定 货 物 灭 失 事 实 的 承 运 人 应 将 此 事 通 知

受理货物查寻申请书的承运人。

9．赔 偿请 求的审 核

（国 际货 协第 37 条、 39～ 48 条， 货物 运送规 则第 4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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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一般规定

9 .1 .1 根据国际货协第 46 条 “赔偿请求 ”受理赔偿请求的承运人，

为受理承运人。

如受理赔偿请求的承运人不是受理承运人，则承运人应根据国际

货协第 46 条第 6 项的规定，不审核赔偿请求并在收到之日起 15 天内

将其退还赔偿请求人，同时注明退还原因以及应向哪一承运人提出赔

偿请求。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向赔偿请求人寄送电子形式

的关于赔偿请求不予审核的通知，同时注明应向哪一承运人提出赔偿

请求。

9.1 .2 受理承运人应在接到赔偿请求后的 15 天期限内，检查赔偿

请求所附的文件是否符合国际货协第 46 条“赔偿请求”第 5 项的要求。

如赔偿请求附有全部必要文件，则承运人在赔偿请求书及其所附

文件上加盖注有承运人名称、收到赔偿请求的日期和赔偿案卷号码的

赔偿专用戳记。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录入包含戳记整套数

据的信息，以作为赔偿专用戳记。

如赔偿请求未附全部必要文件或未附运单和商务记录的正本，则

承运人应在收到赔偿请求后的 15 天内退还赔偿请求。这种情况下 ,在赔

偿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上，不应加盖赔偿专用戳记。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在上述情况下应向赔偿请求人寄

送电子形式的关于赔偿请求不予审核的通知。

9 .1 .3 如接到的赔偿请求编制正确，则受理承运人应检查赔偿请

求人是否有权提出赔偿请求及其是否遵守了该赔偿请求的提出期限。

如 赔 偿 请 求 人 无 权 提 出 赔 偿 请 求 或 者 晚 于 国 际 货 协 第 48 条 “失

效 期间 ”规 定的 期限 提 出赔 偿请 求 ，则 受理 承 运人 应拒 绝 赔偿 请求 ，

并将其返还赔偿请求人。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在上述情况

下应向赔偿请求人寄送电子形式的关于拒绝赔偿请求的通知。

9 .1 .4 如 在 接 到 的 赔 偿 请 求 书 或 其 所 附 文 件 上 盖 有 赔 偿 专 用 戳

记，表明该赔偿请求已经某承运人审核，则受理承运人应查明在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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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赔偿请求时曾做出过何种决定。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应询问缔约承运人或

交付货物的承运人以前是否审核过该赔偿请求、以及审核赔偿请求时

曾做出过何种决定。

9 .1 .5 如 受 理 承 运 人 确 定 赔 偿 请 求 不 是 参 加 运 送 的 任 一 承 运 人

的 责 任， 则 受 理 承运 人 应 按 照国 际 货 协 第 39 条 “承 运 人的 责 任 范 围 ”

拒绝赔偿请求。

如受理承运人确定赔偿请求应予满足，则受理承运人也应确定哪

些承运人是（或可能是）责任方（下称责任承运人）。

9 .1 .6 受理承运人应审核赔偿请求并做出如下决定 :

9 . 1 . 6 . 1 如 该承 运人 承认 自己 对赔 偿请 求负 有全 部责 任， 则应 自

行处理，并付给赔偿请求人相应的损失赔偿款额；

9 .1 .6 .2 如 承运 人全 部或 部分 是（ 或可 能是 ）责 任承 运人 ，则 根

据会同其他承运人进行审核的结果处理。

9 .1 .7 在向责任承运人寄送赔偿请求书供其审核时，受理承运人

应留存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随附文件的复制件。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以电子形式将其寄送给责任承运

人。

9 .1 .8 责任承运人审核赔偿请求的期限，从受理承运人将赔偿请

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出之日算起。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审核赔偿请求的期限从以电子形

式转寄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之日算起。

9 .2 货物灭失、短少、毁损（腐坏）赔偿请求的审核

9 .2 .1 如参加货物运送的有两个承运人，且其中一个承运人是受

理承运人，另一个承运人是责任承运人，则：

9 .2 .1 .1 受理承运人在收到赔偿请求后的 30 天期限内，应将赔偿

请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送责任承运人供审核。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向责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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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

9 .2 .1 .2 受 理 承 运 人 在 寄 送 赔 偿 请 求 时 ， 应 为 责 任 承 运 人 规 定

100 天审核赔偿请求期限，并在附函中写明这一期限。

9 .2 .1 .3 收 到受 理承 运人 寄来 的赔 偿请 求原 件的 责任 承运 人， 应

在为其确定的期限内审核赔偿请求，并对此向受理承运人做出答复。

9 .2 .2 如参加货物运送的有两个承运人，且受理承运人和接续承

运人均负有责任，则：

9 .2 .2 .1 受理承运人在收到赔偿请求后的 30 天期限内，应将赔偿

请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送给第二个承运人供审核。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向第二个

承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

9 .2 .2 .2 受 理承 运人 对于 自己 的责 任， 应根 据现 有文 件审 核赔 偿

请求。

9 .2 .2 .3 在 其余 情况 下， 赔偿 请求 的审 核适 用国 际货 协办 事细 则

第 9 .2 .1 .2～ 9 .2 .1 .3 项规定。

9 .2 .3 如参加货物运送的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承运人，且受理承运

人不是责任承运人，则：

9 .2 .3 .1 受理承运人在收到赔偿请求后的 30 天期限内，将赔偿请

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送其中一个责任承运人供其审核，

并给其余责任承运人各寄一份附函复制件供其备案。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同时向所

有责任承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

9 .2 .3 .2 受理承运人在寄送赔偿请求时，应将 180 天期限减去 30

天期限后所剩部分，在责任承运人间平均分配，并在附函中注明每一

责任承运人应得的期限。

9 .2 .3 .3 收 到赔 偿请 求原 件的 责任 承运 人， 应在 为其 确定 的期 限

内审核赔偿请求并对此向受理承运人做出答复，同时给其他责任承运

人各寄一份上述答复的复制件。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以电子形式向受理承运人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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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承运人寄送对赔偿请求的答复。

9 .2 .3 .4 如 责任 承运 人不 承认 或部 分承 认其 责任 ，或 确定 其他 责

任承运人负有全部或部分责任，则该承运人应将赔偿请求原件连同全

部所附文件，以及对赔偿请求的答复和所依据的文件，寄送给下一责

任承运人，并将答复的复制件寄给受理承运人。

9 .2 .3 .5 如 没有 任何 一个 责任 承运 人承 认或 部分 承认 赔偿 请求 ，

则 最 后 一 个 责 任 承 运 人 应 将 赔 偿 请 求 原 件 连 同 全 部 所 附 文 件 退 还 受

理承运人。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以电子形式向受理承运人寄送对

赔偿请求的答复。

9 .2 .4 如参加货物运送的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承运人，且受理承运

人也负有责任时：

9 .2 .4 .1 受理承运人在接到赔偿请求后的 30 天期限内，将赔偿请

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送其中一个责任承运人供其审核，

并给其余责任承运人各寄一份附函复制件供其备案。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同时向所

有责任承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

9 .2 .4 .2 受 理承 运人 对于 自己 的责 任， 应根 据现 有文 件审 核赔 偿

请求。

9 .2 .4 .3 在 其余 情况 下赔 偿请 求的 审核 ，适 用国 际货 协办 事细 则

第 9 .2 .3 .2～ 9 .2 .3 .5 项的规定。

9 .2 .5 在无法确定责任承运人时：

9 .2 .5 .1 受 理承 运人 和参 加运 送的 其他 各承 运人 在审 核赔 偿请 求

时，应按照本条第 9 .2 .4 项的规定处理。

9 .2 .5 .2 如 参加 运送 的各 承运 人审 核赔 偿请 求的 结果 表明 ，根 据

案情无法确定责任承运人，而赔偿请求具有充分理由且应予以满足，

则受理承运人有权：

——向赔偿请求人支付损失赔偿款额；

——根 据 运 单 中 承 运 人 间 交 接 货 物 的 记 载 确 定 的 货 物 实 际 经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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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价里程比例，在参加运送的各承运人间分摊损失赔偿额（能够证

明损失不是在其区段上造成的承运人除外）。

9 .3 货物运到逾期赔偿请求的审查

9 .3 .1 如受理承运人确定赔偿请求应予满足，则该承运人应为参

加运送的每一承运人规定审核赔偿请求的期限，初步计算每一承运人

逾期的时间，并将赔偿请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随函寄给下一承

运人。如发货人提出赔偿请求，则受理承运人应请交付货物的承运人

向其提供通知收货人货物到达到站的日期，后者应于 5 天内提供。接

续承运人在审核赔偿请求后，再将赔偿请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

随 函 寄 给 下 一 承 运 人 。 参 加 运 送 的 最 后 一 个 承 运 人 在 审 核 赔 偿 请 求

后，将文件的原件寄给受理承运人。

每一承运人应将向接续承运人寄送赔偿请求的情况，以书面方式

通知受理承运人。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同时向所

有责任承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每一责任承运

人在收到电子形式的赔偿请求后，对赔偿请求进行审核，并以电子形

式将答复寄送给受理承运人。

9 .3 .2 审 核 赔 偿 请 求 的 各 承 运 人 应 检 查 受 理 承 运 人 寄 来 的 计 算

结果，必要时可进行更正或补充。

9 .3 .3 参 加 赔 偿 请 求 审 核 的 最 后 一 个 承 运 人 将 赔 偿 请 求 退 还 受

理承运人后，受理承运人应为赔偿请求人作最终计算并向其支付各承

运人承认的款额。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在收到所有责任承运

人以电子形式寄送的答复后，为赔偿请求人作最终计算。

9 .3 .4 如赔偿请求被所有承运人拒绝，受理承运人应将拒绝理由

通知赔偿请求人，并同时退还赔偿请求书上所附的文件。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向赔偿请求人寄送电

子形式的关于拒绝赔偿请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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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返还多收运送费用赔偿请求的审核

9 .4 .1 如提出的赔偿请求属于下列情况，受理承运人在审核赔偿

请求时自行对其做出决定，并支付给赔偿请求人相应的赔偿款额：

9 .4 .1 .1 赔偿仅在受理承运人区段上多收的运送费用；

9 .4 .1 .2 赔 偿在 参加 运送 的其 他承 运人 区段 上多 收的 运送 费用 ，

此时应满足如下条件：受理承运人是缔约承运人且发货人已向其支付

了运送费用；承运人间尚未对该运送进行清算，而接续承运人已将各

自应得的运送费用款额告知受理承运人。

9 .4 .2 如 提 出 的 赔 偿 请 求 属 于 下 列 情 况 ， 受 理 承 运 人 会 同 参 加 运

送的其他承运人一起审核赔偿请求并对其做出决定：

——赔 偿 在 受 理 承 运 人 和 参 加 运 送 的 其 他 承 运 人 区 段 上 多 收 的

运送费用；

——仅赔偿在参加运送的其他承运人区段上多收的运送费用，而

这 些 承 运 人 在 承 运 人 间 的 清 算 中 尚 未 将 多 收 运 送 费 用 的 款 额 付 给 受

理承运人。

9 .4 .3 受 理 承 运 人 在 接 到 赔 偿 请 求 后 的 30 天 期 限 内 ， 将 赔 偿 请

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以及重新计算的财务单据（根据清算办法

协议）随函寄送给其中一个责任承运人供其审核，并给其余责任承运

人各寄一份附函复制件。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同时向所

有 责 任 承 运 人 随 函 寄 送 赔 偿 请 求 书 及 其 全 部 所 附 文 件 以 及 重 新 计 算

的财务单据（根据清算办法协议）。

受 理 承 运 人 在 寄 送 赔 偿 请 求 时 ， 应 将 规 定 审 核 赔 偿 请 求 的 180

天期 限减 去 30 天期 限后 所剩 部分， 在责 任承 运人间 平均 分配 ，并在

附函中注明每一责任承运人应得的期限。

9 .4 .4 在审核承运人间尚未进行清算的运送费用的赔偿请求时，

赔偿请求书原件连同全部所附文件，应在对此运送进行清算的当月月

末以前，寄送给其中一个责任承运人供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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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以电子形式将其寄送给所有责任

承运人。

9 .4 .5 收到受理承运人寄来的赔偿请求原件的承运人，应在为其

确定的期限内审核赔偿请求，并对此向受理承运人做出答复。

每一责任承运人在审核赔偿请求后，应将赔偿请求原件连同全部

所附文件，以及对赔偿请求的答复及其依据文件，寄送给下一责任承

运人，并将答复的复制件寄送给受理承运人。

最 后 一 个 责 任 承 运 人 应 将 赔 偿 请 求 原 件 连 同 全 部 所 附 文 件 退 还

受理承运人。

如赔偿请求以电子形式提出，则受理承运人以电子形式同时向所

有责任承运人随函寄送赔偿请求书及其全部所附文件。每一责任承运

人在收到赔偿请求后，对赔偿请求进行审核，并以电子形式将对赔偿

请求的答复及其依据文件寄送给受理承运人。

9 .5 附则

9.5 .1 如责任承运人将承认赔偿请求一事通知受理承运人，则受理

承运人应将满足赔偿请求一事通知赔偿请求人，并向其支付赔偿款额。

9 .5 .2 如 责 任 承 运 人 将 全 部 或 部 分 拒 绝 赔 偿 请 求 一 事 通 知 受 理

承运人，则受理承运人应通知赔偿请求人其赔偿请求被拒绝或将部分

予以满足，并向其支付承认的款额。

9 .5 .3 如 受 理 承 运 人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未 收 到 对 寄 出 的 赔 偿 请 求 的

答复，则该承运人根据赔偿请求的实质自行做出决定。

受理承运人根据其留存的文件审核赔偿请求，决定拒绝赔偿请求

或者全部或部分予以满足，并向赔偿请求人支付承认的款额。

9 .5 .4 如赔偿请求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则受理承运人应及时通知

责任承运人有关起诉一事。

9 .5 .5 在法院判决向承运人收取全部或部分赔偿款额的情况下，

责任承运人应向受理承运人补偿所有法院审理费用。

9 .5 .6 承 运 人 之 间 对 承 认 的 赔 偿 款 额 或 依 据 司 法 机 关 判 决 收 取

的赔偿款额的清算，按相互间清算协议规定的办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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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 运人 之间的 货物 交接

（国 际货 协第 14 条 “运输 合同 ”）

10.1 承运人之间的货物交接，在接收承运人所在国的交接站办理。

根据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之间的商定，货物移交可在交付承

运人所在国的交接站办理。

货物交接应每天办理，且昼夜进行。

10 .2 货 物 交 接 应 编 制 交 接 单 。 交 接 单 应 自 每 个 日 历 年 度 开 始 连

续编号。

对空、重集装箱的移交，应单独编制交接单。对空集装箱，在交

接单“货物名称”栏内必须注明“空”字样。

交接单格式载于国际货协办事细则附件 3。

10 .3 交 付 承 运 人 根 据 运 单 记 载 事 项 编 制 交 接 单 ， 一 式 六 份 ， 交

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各留存三份。应按交接单内填写的货物顺序，

在交接单上添附与每批货物有关的所有票据。

10.4 移交按一份运单，使用两辆或两辆以上车辆运送的货物时，交

付承运人应按车辆清单中记载的顺序，将车辆的有关事项记入交接单。

10.5 货物的移交由承运人在交接单上签字并加盖日期戳予以证明，

同时，接收承运人应在运单“货物移交记载”栏内加盖日期戳予以证明。

10 .6 接收承运人在交接单上签字的时间，即为货物交接时间。

10 .7 移交货物前，交付承运人应检查有无运单，包括车辆清单、

集装箱清单和其他运单补充联是否齐全，以及运单上所列的添附文件

是否齐全。

交付承运人应检查每批货物有无必要份数的补充运行报单。

如 运 单 或 运 单 个 别 张 页 丢 失 ， 交 付 承 运 人 根 据 货 物 运 送 规 则 第

28 项办理。

如添附文件丢失，交付承运人应编制普通记录一式三份，其中一

份由交付承运人留存，两份附在运单上（一份给交付货物的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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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根据收货人的要求交给收货人）。

如运单张页齐全，交付承运人应对补充运行报单中的记载与运单

中的相应记载进行核对。如发现记载有不符之处，则交付承运人应更

正补充运行报单，或根据运单信息补全遗漏事项，并签字和加盖日期

戳证明这些更正和补充事项。

10 .8 由 于 运 单 、 运 单 个 别 张 页 或 车 辆 清 单 、 集 装 箱 清 单 ， 包 括

补充清单遗失而发生的一切后果，由遗失的过失承运人负责。

10 .9 在 办 理 货 物 移 交 和 换 装 之 前 ， 交 付 承 运 人 和 接 收 承 运 人 共

同检查由交付承运人提交的车辆中所装载货物的状态、件数和重量，

以及车辆自重。

如在不换装时检查货物件数比较困难，或在不换装时无法检查货物

的包装状态，则检查在换装时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在交接单“备注”

栏内，应注明“清点货物件数或检查包装状态将在货物换装时进行”。

经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商定，检查运单中记载的货物重量可

在换装后进行，并在交接单中记载检查结果。

在交接单中：

——对仅按件数接收的包装和成件货物，记载“不检查货物的重量”；

——对仅按重量接收的货物，记载“不检查货物的件数”；

— — 对 仅 按 重 量 接 收 的 成 件 货 物 ， 如 件 数 超 过 100 件 时 ， 记 载

“堆装”字样。

10 .10 当接收方国家行政机关发现不当之处时，已接收货物的承

运人 应根 据国 际货协 第 28 条‘ 货物 运送 和交 付阻碍 ’ 进行 处置 ，并

将发现的不当之处立即通知交付承运人。

10.11 移交用施封车辆、多式运输单元和汽车运输工具装载的货物

时，应检查封印的状态和记号，以及封印是否与交接单中的记载相符。

10 .12 如发现封印短缺或毁损，交付承运人应根据货物运送规则

第 25 .2 项的规定施加新的封印，并在运单上做记载。

10 .13 交付承 运人施加 封印后， 应将交接单 中有关原 封印的事 项

划消，并记载关于新封印的事项，并编制普通记录一式两份，其中一

份留存编制记录的承运人，另一份附在运单上并留存交付货物的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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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于编制普通记录一事，在运单中做记载。

10 .14 移交用未苫盖篷布的敞车类货车运送的货物时，应在提出

移交后立即由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按下列办法进行检查。

1 .按货物件数，不检查重量移交：

——成件货物；

——每个货件上均标有重量的包装货物；

——成件包装货物，如按一份运单运送的总件数不超过 100 件。

2．按货物重量，不检查件数移交：

——小型无包装制品；

——成件货物，如总件数超过 100 件，在运单第 17 栏内记载“堆

装”字样。

3 . 如 无 需 从 一 种 轨 距 车 辆换 装 到 另 一 轨 距 车 辆 ， 对 于 带 保 护 标

记的货物，按所作的保护标记与运单第 3 栏“发货人的声明”的记载

事项是否相符移交，不检查货物件数和重量。

10 .15 发现下 列情形时 ，在接收 承运人的要 求下，交 付承运人 应

会同接收承运人对货物进行共同检查：

1．交 接货 物时 查明 施封车 辆或 集装 箱不 良造 成或可 能造 成货 物

全部或部分灭失或毁损；

2．有货物从车辆或集装箱内散落、渗漏痕迹等现象；

3．货物装在车窗未关或即使有一个车辆的插闩未关的车辆中；

4．如 果在 交接 敞车 类货车 装运 的货 物时 ，有 理由认 为货 物部 分

短少或毁损。

如交接施封的车辆或集装箱时，查明车辆或集装箱上的封印有破

坏其完整性的痕迹或这些封印与运单上的记载不符，则接收承运人有

权 要 求 交 付 承 运 人 更 换 有 缺 陷 的 封 印 或 按 检 查 货 物 件 数 或 重 量 的 方

法办理货物交接

10 .16 货物交接时，如对货物状态、件数或重量进行了共同检查，

则应在交接单 “备考 ”栏内就该批货物记载：‘检查货物件数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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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货物状态、件数或重量时，由接收承运人提供人力和器材并

负担费用。

10 .17 交付装有危险货物的车辆时，应遵守下列办法：

10 .17 .1 交 付 承 运 人 应 在 12 小 时 以 前 ， 将 移 交 装 有 危 险 货 物 的

车辆事项通知接收承运人。通知中应注明危险货物的名称、数量、车

种和到站。

10 .17 .2 如发现车辆或封印不良、有货物从车辆散落、渗漏痕迹

等现象，以及发现包装不良时，货物所在处的承运人应采取必要措施

保证查验人员安全。

10 .18 如 在 移 交 货 物 时 无 法 检 查 货 物 件 数 、 包 装 状 态 或 货 物 重

量 ， 则 在 交 接 单 “备 考 ”栏 记 载 ： “货 物 换 装 时 将 点 数 货 物 件 数、 检 查

货物重量或包装状态 ”。

10 .19 如根据共同检查的结果编制商务记录，则商务记录由接收

承运人编制，并由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签字。

10 .20 修改和 补充交接 单时，由 交付承运人 将原事项 划消，划 消

的事项应能辨认，并在其上方记入新的事项 。对交接单的修改和补充，

由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加盖戳记并签字证明。

10 .21 如在交接单上出现分歧时，则交付承运人所存执的交接单

为不可争辩的单据。

10 .22 承运人关于交接单内容的特别意见，应记入交接单的“备

注”栏内，并由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签字和加盖日期戳证明。

10 .23 国境站 检查货物 重量时应 尽可能采用 与发站确 定重量相 同

的方法。有关路相互间亦可商定国境站检查货物重量的其他方法。

10 .24 接收承运人可在下列情况下拒绝接收货物：

10 .24 .1 货物状态、包装或装载方法不允许继续运送。

10 .24 .2 根据国内法律禁止输入或禁止运送的货物。

10.24 .3 未遵 守货物 运送 规则第 4 章中 规定的 某些 种类货 物和危

险货物的特定运送条件或运输合同各方商定的进行运送的特殊合同条



21

件，或者参与运送的承运人未商定这些条件。

10 .24 .4 无运单、运单缺页（带号码的）或无补充清单，包括在

相应情况下无车辆清单、集装箱清单，而交付承运人又未按货物运送

规则第 28 条办理。

10 .24 .5 发货人附在运单上的添附文件完全没有或部分短缺，而

交付承运人未在运单上添附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的普通记录。

10 .24 .6 在共同对货物进行检查时，出现了必须编制商务记录的

情形，但交付承运人拒绝编制商务记录，或拒绝在接收承运人根据国

际货协第 29 条“商务记录”的规定编制的商务记录上签字。

10 .24 .7 应由押运人押运的货物，到达时无押运人。

10 .24 .8 货 物 未 抵 达 运 单 中 记 载 的 国 境 站 ， 如 果 运 行 经 路 的 改 变

不是因运送阻碍造成的，或这种改变是由于运营原因造成且未在参加

运送的承运人之间商定。

10 .24 .9 交付承运人：

10 .24 .9 .1 拒绝更换不良封印或在短缺处施加新的封印；

10 .24 .9 .2 在 运单 中未 记载 关于 更换 不良 封印 或在 短缺 处 施加 封

印的事项，或者未在运单上添付普通记录；

10 .24 .9 .3 未 执行 接收 承运 人关 于在 封印 上有 划痕 ，但 印 纹可 见

且封印无强制毁损痕迹的情况下编制封印状态普通记录的要求。

10 .24 .9 .4 应编制启封记录时，未按货物运送规则第 26 项办理。

10 .24 .9 .5 在 根 据 国 际 货 协 办 事 细 则 第 10 .12 项 应 对 货 物 进 行 共

同检查时拒绝此种检查。

10 .24 .10 自 轮 运 转 货 物 交 接 时 没 有 另 一 轨 距 的 转 向 架 ， 如 果 未

曾商定由接收承运人提供在另一轨距铁路运行的转向架。

10 .25 接收承运人应用普通记录办理货物拒收手续，并注明拒收

原因，而在交接单中将关于拒收货物的事项划消。编制普通记录一式

三份。

10 .26 接收 承运人 应使用 最近的一 趟列车将 拒收的货物 返还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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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承运人。返还的期限和其他条件，由承运人间的协议规定。

10 .27 拒收的货物凭接收承运人编制的新交接单返还，其中应有

关于编制拒收货物普通记录的记载。

10 .28 如 交 付 承 运 人 拒 绝 取 回 根 据 国 际 货 协 办 事 细 则 的 规 定 未

接收的货物，则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由交付承运人负责。

10 .29 如承运人无理拒收所移交的货物或延误办理交接文件，则

他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负责。

10 .30 如 按 补 送 运 行 保 单 运 送 的 部 分 货 物 先 于 按 运 单 运 送 的 原

批货物抵达，则交付承运人应对其予以截留，待原批货物抵达后与其

一起移交。

10 .31 铁路区段承运人和水运区段承运人间的货物交接，根据其

间缔结的协议办理。

10 .32 如承运 人间有关 货物交接 办法的协定 中对移交 货物做出 了

其他 规定 ，而 且这不 触及 其他 承运人 的利 益， 则不适 用第 10 条的 相

应规定。

11．更 换轨 距时的 货物 换装

（国 际货 协第 3 条 “协定 的适 用范围 ”，货 物运 送规则 第 31 项）

11 .1 货 物 换 装 到 另 一 轨 距 车 辆 或 车 辆 更 换 到 另 一 轨 距 转 向 架 ，

由接收承运人在接收承运人所在国的国境站进行。

根据交付承运人和接收承运人间的商定，货物换装到另一轨距车

辆或车辆更换到另一轨距转向架，可以由交付承运人在交付承运人所

在国的国境站进行。

相应车站一览表载于国际货协附件第 5 号《信息指导手册》。

11 .2 将 货 物 换 装 到 另 一 轨 距 车 辆 时 ， 办 理 换 装 的 承 运 人 应 尽 可

能使货物继续运送所需的车辆数不超过在发站装车时的车辆数。

11 .3 货 物 从 一 种 轨 距 车 辆 换 装 到 另 一 轨 距 车 辆 时 ， 如 换 装 后 的

车辆数多于换装前的车辆数，则所有车辆应同时移交和发送。如这些

车辆中的某一车辆由于技术或其他原因在运送途中须摘下，则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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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国际货协办事细则第 2 项为该摘下车辆编制补送运行报单。

两 批 或 三 批 货 物 如 在 国 境 站 由 1435 mm 轨 距 的 两 辆 或 三 辆 车 换

装 成 1520 mm 轨 距 的 一 辆 车 ， 或 发 至 中 国 到 站 的 两 批 或 三 批 货 物 在

国 境站 由 1000 mm 轨 距的 两辆 或三 辆车 换 装成 1435 mm 轨 距的 一辆

车，则换装到一辆车内的货物必须是准许混装运送的货物。在这种情

况下，应在“计算和核收运送费用的记载”栏内做相应记载。

12．货 物误 发时承 运人 的处理 办法

凡货物通过非运单中记载的国境站运送，或到达非运单中记载的

车站时，均作为误发。

由于发生运送阻碍或根据承运人间相应的商定，未按原经路而通

过非运单中记载的国境站运送货物时，不作为误送。

发现误送的承运人，应立即将货物经由运单中记载的国境站，或

在接收承运人同意下通过其他国境站按最短经路发往到站。

13．公 文的 办理

13 .1 承 运 人 间 的 往 来 文 书 ， 应 采 用 铁 组 一 种 工 作 语 文 （ 中 文 和

俄文）办理，即：

寄送下列承运人的信函：

——给阿塞拜疆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格

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

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俄

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应译成俄文；

——给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应译成中文或俄文；

13 .2 承运人间可以商定采用其他任何一种语文办理往来文书。

13 .3 公务电报的拍发，按铁组约 - 891 备忘录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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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办事细则

（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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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货协 办事细 则附 件 1 .1 和 1 .2

补送运行报单

（样式）

——第 1 张：补送运行报单（给交付货物的承运人）（ 1.1）

——无号码：补送运行报单（补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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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货协 办事细 则附 件 2

普 通 记 录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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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货协 办事细 则附 件 3

交 接 单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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