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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去年5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司法协作“13+2”机制，由广西、云南、海南、新疆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2个中级人民法院参与共建。

15家法院签署协议，明确在重庆高院设立司法协作“13+2”秘书处，并聚焦诉讼服务、实质解纷、执行联动、法律适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形成“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司法服务保障向心力，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在重庆沙坪坝团结村中心站，阳光
透过集装箱缝隙，在两辆轿车上投下斑
驳光影。谁也没想到，这两辆漂洋过海
的进口豪华汽车，会成为全国首例铁路
提单物权纠纷的“主角”。

故事要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
列说起。英飒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贸
易的公司。作为“渝新欧”线路的常客，
英飒公司的德国进口车总是乘着班列，
从德国杜伦运输至中国重庆。

这家深耕汽车贸易的企业，在与中
外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约定：境外接
货时签发的铁路提单，是提取货物的唯
一凭证。

2019年6月，英飒公司将铁路提单
项下的两辆德国汽车转卖给了孚骐公
司，双方在合同里写下关键条款：交付
铁路提单即视为交付车辆。

这份看似寻常的商业约定，却在提
货环节掀起波澜——当孚骐公司业务
员持提单来到中外运公司提货时，闸门
并未如预期般开启。

“不能提货，我们只认英飒公司。”
仓库负责人的答复让气氛骤然紧张。
原来，中外运公司拿出一份三方协议：
其只能向英飒公司交付货物，英飒公司
转让铁路提单后，应对铁路提单背书，
且声称英飒公司尚欠运费。

两辆德国进口汽车，就这样被“卡”
在了物流链末端。

此后，这场拉锯战在重庆两江新区
（自贸区）法院正式开庭。法庭上，铁路
提单持有人孚骐公司是否可以提货成
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同时也伴生了新的
法律难题；即铁路提单流通效力在法律

上应当如何认定？
面对铁路提单这一新类型案件带

来的挑战，负责审理该案的合议庭迎难
而上、不断摸索。

“经过深入的理论论证和实务调
研，最终确定了铁路提单及其基本交易
模式合法有效的裁判思路。”重庆两江
新区（自贸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法院审理认为：孚骐公司与英飒公
司之间交付铁路提单系提货请求权的
转让，应视为完成车辆交付。结合孚骐
公司和英飒公司所建立的车辆买卖合
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孚骐公司取得车
辆所有权应予确认。

2020年 6月30日，法院对该案作
出一审判决，支持孚骐公司享有提单
项下车辆所有权以及提取车辆的诉
求。

“铁路提单是产生于中欧班列（重
庆）运行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基于这一
新生事物所展开的凭单提货、交易、融
资也是陆上贸易的新型经营模式。”该
案承办法官说，该案裁判结果的重要
意义在于，确认了铁路提单在一定条
件下，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在国际
贸易各方约定缔约承运人签发铁路提
单并明确铁路提单持有人具有提货请
求权的情况下，转让铁路提单视为转
让提货请求权，使铁路提单一定程度
上突破了运输合同相对人的约束，具
备了一定的流通性。作为全国铁路运
输单证金融服务首批试点地区之一，
铁路提单等运输单证的使用率在重庆
快速提升。据了解，重庆2019年底签
发铁路提单110单，至 2025年 3月底

累计签发“铁铁”“铁海”多式联运“一
单制”提单 31796 单，货值约 135.3 亿
元，货物品类由进口整车向零部件、化
工品等更多领域拓展。

同时，该案还为积极探索陆上国际
贸易规则提供了法治实践样本。首创
并总结提炼的铁路提单裁判规则作为
中国方案写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
公约草案，让中国智慧、重庆探索走向
国际规则舞台。

据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将在即将举行的第五十八届会议上敲
定一项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的公约草
案，该公约草案将可转让货物单证确
立为代表所有运输方式过境货物的新
可转让产权文件，可用于提高贸易灵
活性，弥合贸易融资差距，并支持全球
贸易的数字化转型。一旦定稿，公约
草案将于 2025 年底提交联合国大会
审议通过。

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公开审理并宣判全国首例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

一起航空融资纠纷中一起航空融资纠纷中，，成渝金融法院执行干警为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成渝金融法院执行干警为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

一张铁路提单 让裁判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一站式”解纷 打通跨境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2023年3月，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的法庭上，一场特殊
的跨国采矿权纠纷案开庭宣判。与其他涉外案件不同，该案件的独
特之处在于——法官需要依据老挝法律来作出裁判。

案件的争议始于2019年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书》，当时，高
某、游某共同从姚某处承包老挝某煤矿开采工程。然而，合作不久
便遭遇变故：先是煤矿发生安全事故被迫停产，复工后又因开采方
式变更引发激烈争执。

高某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赔偿，姚某则反诉追讨承包费用。当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摆在中国法官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适用
问题——这份跨国合同究竟该适用哪国法律？

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因该案涉及外国法律适用问题，且存在
反诉，属于疑难复杂案件。

“一是案涉煤矿位于老挝，关于煤矿开采发生的纠纷应当适用
的准据法如何确定；二是老挝有关法律与我国法律存在差异，部分
概念并不能一一对应，需综合运用两国法律，对本案涉及的争议问
题进行处理；三是本案包括本诉和反诉，且包含不同的法律关系，诉
讼主体的适格性需要厘清。”承办法官坦言。

针对案件涉及的焦点问题，法院在庭审期间依托证据认证、事
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说理论证，逐一回应
当事人争议。

经审理认为，该案合同纠纷应当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其应
当适用的法律，故应当适用老挝法律；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虽名为“煤
炭开采承包合同”，但结合合同具体条款、合同履行基本特征等内
容，应当将其认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根据老挝法律关于合同效力
之规定，确认案涉合同无效；鉴于老挝法律未规定合同无效后的损
失赔偿问题，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进行判定。

最终，法院当庭判决驳回高某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驳回姚某
全部反诉请求。庭后，各方当事人均对法院作出的公正裁判表示尊
重，并服判息诉。

准确运用域外法，案结事了，恰恰印证了涉外审判的专业性与
公信力。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与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探索构建东盟国家法律查明与适用机制，
联合制定并发布《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法律查明机制指引》。该指
引旨在完善域外法查明合作机制、规范域外法查明与适用规则，填
补国内东盟国家域外法查明的空白。

“该案正是首例依托该机制查明并适用东盟国家法律的涉外案
件，也标志着重庆法院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迈出新步
伐。”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去年，重庆法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涉外、涉
港澳台案件55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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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跨境贸易的列车在西部陆海新通
道上飞驰，司法保障的“轨道”也在延
伸。4月29日，重庆国际商事法庭正式
挂牌成立。今后，该法庭将集中受理涉
外商事及仲裁司法审查等案件，为各类
国际商事纠纷提供公正、高效、便捷的

“一站式”纠纷解决途径，让“走出去”的
企业轻装前行。

此次揭牌只是重庆法院服务保障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以高质量、专业化司法，探索域外法
适用规则，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将司法服
务延伸至物流、金融、贸易等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全领域，为重庆奋力打造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中国法官用老挝法律判案
填补域外法查明空白

2024年1月，成渝金融法院的审判庭内，法槌声落定一桩历时
四年的航空融资纠纷。这起涉及三家企业、七架飞机的商业博弈，
揭开了融资租赁行业风控面纱的一角。

时针回拨至2019年3月，在重庆市渝北区某会议室里，三方代
表郑重签署了一份价值1.35亿元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重庆某航
空投资公司根据某通用航空公司的选择，购买6架皮拉图斯PC-6/
B2-H4飞机，并以委托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某通用航空公司。

按照合同，重庆某航空投资公司作为委托出租人，斥资购入这
批航空器。某通用航空公司则以180个月超长租期、60期还租期
的方式履行约定。为确保契约履行，某通用航空公司还押上了同型
号的第7架飞机作抵押担保。

这场看似平稳的“云端生意”在3个月后却出现裂痕。从2019
年6月起，某通用航空公司便陆续开始拖欠租金，经多次催告仍未
履行义务。

重庆某航空投资公司遂将其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融资租赁合
同》于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解除，某通用航空公司返还租赁物、赔偿
损失，并对抵押物优先受偿。

庭审现场，法官的笔尖划过关键证据链：重庆某航空投资公司
完整提交了融资租赁合同、飞机抵押合同、租赁物交付验收及权益
确认书，证明其严格履约；而某通用航空公司的租金付款记录已出
现多次逾期情形。

“该案牵涉金额巨大，需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该案主审法官
说。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某通航公司需返6架飞机，并赔偿损
失。而关于抵押的第七架飞机，法院也支持了重庆某航空投资公司
的优先受偿权，这意味着若承租人拒不履行，这架“担保机”将成为
债务清偿的重要保障。

此外，由于飞机属于强监管的特殊动产，交付及变更手续异常
复杂。该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积极与
当事人进行沟通，并最终促成当事人就飞机执行达成一致意见，顺
利完成飞机交付工作。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力促进了横跨亚欧大陆物流网络的形
成，航空运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产
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我们依法妥善审执涉及以航空器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纠纷，
使停飞的飞机重新投入运营，通过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促进融资租赁
等金融工具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运用。”成渝金融法院相关
负责人说，法院充分发挥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的引导、规范作用，依
法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避免了作为高价值运输工具的
飞机因资产闲置造成的资源浪费，保障了核心生产要素合法流转，
有利于畅通“空中通道”产业链，为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可
预期的法治环境。

据统计，去年，成渝金融法院结案1.5万件，标的额462.8亿
元。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通过司法实践为金融创新提供
法律支持，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实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造保
障成渝、服务西部、面向东盟、辐射“一带一路”共建的现代化国际化
金融法治服务机制。

发挥金融审判职能
畅通陆海新通道“金融走廊”

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起点——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

2024年3月，重庆国际商事“一站
式”多元解纷中心的玻璃窗外，霓虹渐
次亮起。调解室内，某商业保理公司代
理人李俊（化名）在和解协议上郑重签
下名字。

李俊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湖北某体
育公司代理人的电子签名正在生成，这
场横跨多地的 5000 万元保理合同纠
纷，终于圆满画上句点。

2016年，某商业保理公司落地重
庆。作为新加坡某世界500强公司在重
庆自贸区投资设立的公司，其迅速开展
保理融资业务，并于2019年与湖北某体
育公司签下保理合同。

谁也没想到，几年后，这笔5000余
万元的融资款会陷入违约的泥潭。

“当时，这家体育公司受疫情影响，
资金紧张，我们对收回款项多少有些忐
忑。”李俊回忆说，涉案的湖北某体育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分散在武汉、长沙等多
座城市，犹如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受理案

件后，依托重庆国际商事“一站式”多元
解纷中心，委托“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指派新加坡籍调解员Lim Tat参
与调解。这位新加坡籍调解专家，与重
庆本土商事调解员陈肖平组成“黄金搭
档”，开启了这场跨时区调解。

最终，两位调解员通过释法说理、
线上线下同步调解等方式，短短几天，
便达成了和解协议。

当电子签章系统显示六方全部签
章完成的瞬间，双方当事人、调解员与
承办法官一起，长长呼了口气，脸上露
出了笑容。

“没想到调解过程这么顺利，外籍
调解员与中国调解员联合发力，既懂中
国法律，又理解国际规则，让我们省去
了许多麻烦和担忧。”调解结束后，李俊
高兴地说。

这起案件的迅速“破冰”，正是重庆
法院创新“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生
动实践。2019年7月，两江新区（自贸
区）法院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西南分会、“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中心三方签署《诉讼、仲裁与调解“一站
式”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正式建立
涉外商事诉讼、仲裁与调解“一站式”纠
纷解决机制。

2022年8月，以该机制为基础，多家
单位共建的重庆国际商事“一站式”多元
解纷中心正式成立，并同步上线了中心网
站和手机端网页，为境内外当事人提供便
捷高效的线下及线上多元解纷服务。

2024年7月，重庆高院与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签署《关于建立健
全诉讼与仲裁衔接工作机制的合作备
忘录》，探索诉讼、仲裁相衔接的“一站
式”服务工作机制，将“诉仲”对接纳入
重庆国际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
建设范畴一体推进。截至2025年4月，
已累计成功调解涉外商事案件300余
件，实现全国首例涉外商事诉仲对接。

“自机制建立以来，我们先后与10
余家调解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实现调解
服务覆盖诉讼全流程。”两江新区（自贸

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还将专
业机构的国内外仲裁员、调解员引入纠
纷解决，形成“内地+港澳台+外籍”的1+
X调解模式，满足不同主体解纷需求。

除此之外，从“坐堂问案”到“主动
服务”，司法护航的触角还向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末梢延伸——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区法院
设立“司法服务驿站”，紧紧围绕基础设
施、产业协同、平台建设等领域，通过

“法官驻点”+“多方调解”模式，多元化
解园区矛盾纠纷。

在西部金融法律服务中心，江北区
法院创新打造“金融案件类案智审平
台”，实现金融纠纷“批量网上立案、一
键电子送达、集约在线审理、自动生成
文书、智能电子归档”一体化在线处理，
平均审理天数缩短至20—30天，大幅
提升了案件质效。

如今，“一站式”多元解纷模式正以
高效、专业、国际化的姿态，成为优化营
商环境、护航开放经济的“法治名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