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货运保险中，受损货物所涉增值税是否应当赔付？ 

货运保险项下，受损货物的增值税是否应当赔付？这

是保险人经常遇到，却总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主要涉及到

货物保险价值如何判断。 

◇从实务角度试论收货人提货义务 

在货物贸易实践中，提货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其不仅

牵涉到买卖链条中各方的权益，而且与运输安排中承运人

的权利义务息息相关。 

◇求人办事怎么说话？ 

大多数人都知道怎么说请和谢谢——或者觉得他们

知道。几乎每个人在上小学之前都被教导要说请和谢谢。

但几乎没人被教导过怎么正确地说请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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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保险中，受损货物所涉增值税是否应当

赔付？ 

货运保险项下，受损货物的增值税是否应当

赔付？这是保险人经常遇到，却总是争论不休的

问题，主要涉及到货物保险价值如何判断。 

我们先看一下《保险法》和《海商法》有关

货物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的规定。 

两者的共同点是，保险价值有约定的从约

定。实践中确实有些预约保险合同中约定出险时

按照含税价格来进行赔款或者不含税价格来进行

赔款，如果有这样的约定显然应当从约定。但

是，绝大多数货运险保险合同都只约定保险金额

而未约定保险价值。 

《保险法》与《海商法》在这个问题上最大

的区别在于，当保险合同没有约定保险价值时，

《海商法》对货物保险价值有规定，而《合同

法》无此规定[1]。“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那么，

当货运保险合同适用《海商法》时，问题相对简

化了。适用《海商法》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即

包括外贸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也包括保单责

任期间包含海运区段的内贸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2]。那么，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似乎可以分为以下

四类：1、适用《海商法》的外贸货运保险合同；

2、不适用《海商法》的外贸货运保险合同（例如

空运的情况）；3、适用《海商法》的内贸货运保

险合同（例如沿海运输的情况）；4、不适用《海

商法》的内贸货运保险合同。 

情况 1，外贸海洋货物运输保险而言，保险

价值就是相对于被保险人（单证持有人/权利人，

并不一定是保单上记载的“被保险人”，需视单证

流转情况判断）而言的 CIF 价[3]，不存在讨论增

值税的空间。 

情况 2，其他外贸货物，同样不存在讨论增

值税的空间，然而，在类似 CIP 价之外，如果存

在被保险人已实际承担的，无法免除税费成本，

若能够得以证明，我们认为不能武断排除。 

情况 3，就适用《海商法》的内贸货物保险

价值而言，保险价值同样是被保险人在启运地购

买货物的发票价格加运费和保险费的总和，因此

还要关注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如果

约定到货地交货，发票价格中已经包含了运费，

甚至包含了保费，那么不再重复计算。其中的

“发票价格”是含税价格还是非含税价格则可参

照下文就情况 4的讨论。 

情况 4，若保险合同没有约定货物保险价

值，《海商法》又不适用，此时货物出险，保险人

是否应当赔付增值税争议更多。我们认为要看增

值税是否能实质性构成出险货物的最终成本。 

举个例子：A将货物以 93.6 元/件的价格

（含税 17%，其中增值税 13.6 元）卖给 B；B又

以 117 元/件的价格（含税，其中增值税 17 元）

卖给 C，由 D承运，保险公司 E承保货运险。

后，前述货物在运输给 C的过程中全损，导致 B

无法向 C交付货物。请问 E是否赔付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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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涉及几个基本要素，与是否赔付增

值税、怎样赔付息息相关。比如：货物交付运输

时，被保险人是谁、交易是否完成、专用发票是

否开具、所有权是否转移、是否已转移占有等

等。我们分拣几种主要情况来讨论： 

一、B是被保险人 

根据常理分析，这种情况下货物跟 B肯定还

存在某种牵连，比如交易尚未完成、发票尚未开

具、所有权尚未转移、风险尚未转移等，否则 B

成为被保险人的必要不大。 

如果 B已经完整地经历了抵扣进项税、缴纳

销项税（纳税义务已发生）的完整过程，此时不

存在进项转出的问题。（实践中，交易完整再出险

的情形下，往往通过解除合同、销售退回等途径

加以解决，而不会通过后叙的理论化途径解决。

下文同。）根据保险补偿原则，B不能从保险中获

益，那么 B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办？笔者认

为，对于 B而言，保险公司赔偿增值税 17-

13.6=3.4 元/件是比较科学的。但后续问题是，

如此一来相当于国家财政替保险公司 E承担了

13.6 元的损失，怎么办？B的在运货物全损，如

果部分是非正常损失导致的，假设非正常损失发

生时货物仍可归属为 B的存货，那么税法规定非

正常损失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必须要转出的。

在这种情形下，B的实质货损（最终成本）确实

包含了进项税额，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分损失被 E

赔偿 17 元/件全额增值税是合理的。 

PS：非正常损失 

我国税法原先规定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管

理不善造成的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以及

其他非正常损失所对应的货物进项税额必须转

出。后续及 2016 年全面营改增后的立法，因非正

常损失转出进项税额的情形有减有增，并明确

化，总体价值取向是减轻企业的负担。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

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3〕106 号 ）附件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

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以及

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的货物。 

非正常损失的情形，少于保险事故的情形和

类型，比如人为火灾致损属于非正常损失，而天

然火灾致损则不属于。所以，并非所有的保险事

故致损均因归为非正常损失而需进项转出。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纳税人的核算以及税务

机关的征管，均遵循增值税在货物价值（实际价

值）体外循环的原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增值税

是不被计入商品价值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增值

税会实质转化为商品的最终成本，主要出现在增

值税链条断裂的情况，比如商品灭失、纳税人将

存货用于非税项目的支出、非正常损失、商品到

达终端消费者不再进入流通等情形。 

同理，在保险事故导致货物全损的情况下：

如果保险事故不属于非正常损失的范畴，B不必

进项转出，那么由 E赔付本环节增值部分对应的

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是合理的；如果保险事

故包含了非正常损失的情形，其中需要进项税额

转出的货物，被赔付全额增值税是合理的，因为

此时增值税链条已经中断，此前体外循环附加在

货物上的增值税已经实质性转化为货物的实际价

值。 

二、C是被保险人 

此时货物与 C的法律关联会更紧密，应着重

关注货物相对于 C的会计属性。因为税法的规定

往往是从利于税款征收的价值出发的，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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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具体的规定都会倾向于此，由此导致税法的

规定与会计准则、相关民商事法规和其他行政法

规有差别，甚至导致冲突。比如由 B到 C的货物

交易，合同已执行、所有权已转移、并且约定交

由 D承运时风险已转移，但 B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还未开具（此时 B的销项税纳税义务已发生），但

是 C因为尚未拿到专票抵扣联而不能同步进行进

项抵扣。所以对于 C是被保险人的情形，我们认

为应从以下方面判断： 

1、发生保险事故时进项税额尚未被抵扣。根

据上文的分析，此时增值税链条中断，此前附加

于商品的增值税实质性地转化为商品的最终成

本，所以 E向 C赔付 17 元/件的全额增值税是合

理的。 

2、发生保险事故时进项税额已经被抵扣。尽

管一般的会计原则要求货物入库后才能在财务会

计上被核算为存货，但随着商业模式的日趋复

杂，未核算为存货的进项税额被抵扣在实务中也

是存在的。如果保险事故不可归为非正常损失，

无须进项转出，那么 E不赔付增值税是合理的；

如果保险事故可以归入非正常损失，须进项转

出，那么这部分货损被 E赔付增值税是合理的。 

 

 

 

 

 

 

PS：《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 增

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

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

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

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

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

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租赁服务采取预

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

的当天。 

(三)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

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四)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

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

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五)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

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最后，货运险保险金额中常有“保险加成”，

若因此导致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价值，严格按照法

条解释，高出部分应属无效，但保险人的实践显

然更加灵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实务角度试论收货人提货义务 

在货物贸易实践中，提货是非常关键的环

节，其不仅牵涉到买卖链条中各方的权益，而且

与运输安排中承运人的权利义务息息相关，如果

在此环节出现纠纷，往往会给各方造成很多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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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损失，耗时耗力。实务中，收货人常会以货

损为由拒绝配合卸货、提货，承运人进退两难，

僵持下往往会出现船期损失，自行安排卸货，又

会产生存储费用等损失。货物市场行情走低情况

下，此类纠纷更加频发且不易解决。 

一、及时提货是收货人的法定义务，不因货

物受损而免除 

《海商法》第 86 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

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

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

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合同法》第 309

条规定，“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

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

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

费等费用”。此外，虽然已失效但仍常常在内贸运

单、运输合同中被引用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

则》中第 66 条更进一步规定，“收货人接到到货

通知后，应当及时提货，不得因对货物进行检验

而滞留船舶”，相较于《合同法》和《海商法》对

收货人的提货义务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即

使是为了检验货物以明确货损责任，货方亦不能

滞留船舶，更不用说在更长时间跨度内拒绝提

货。 

国际立法其实也倾向于要求收货人承担较为

严格的提货义务，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草拟

的《[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以

下简称“《运输法草案》”）目前最新的

A/CN.9/WG.III/WP.101 号文件第 45.1 条规定，

“当货物到达目的地时，行使其在运输合同下权

利的收货人应当在运输合同约定的时间或者期限

内，在运输合同约定的地点接受交货”，第 51.2

条规定，“在不影响承运人可以向托运人、控制方

或者收货人主张其他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货物仍

未交付的，由有权提取货物的人承担风险和费

用，承运人可以根据情况的合理要求就货物采取

行动”，可见在该草案的框架内，只要收货人已经

明确向承运人主张货权，其就应当承担提货义

务。 

从法院具体案件的判决书中我们也会发现，

法院明确认为提货义务不因货损的存在而免除。

宁波海事法院在（2011）甬海法商初字第 87 号案

的判决书中就写到，“涉案货物即使确受污染，被

告亦应及时安排卸货、提货，以尽减损义务，由

于货损污损造成的损失，被告可另行向原告主

张”。该观点被我国法院普遍接受，因此收货人一

旦在承运人交货时过分强势或消极对待，甚至企

图由承运人承担市场下行的损失，那么在超过合

理时间后，后续很多损失都将由收货人自己承

担。 

从本质上来看，收货人的提货义务其实就是

减损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收货人对货物的处理

能力以处理权限都远远大于承运人，减损的主要

责任由收货人承担符合整个贸易、运输环节下各

方的权利义务分配。及时提货并处理货物将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损失，至于收货人对于能否全额向

承运人索赔货损的顾虑，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协商

或法院扣船索要保函等合法手段处理。 

二、如何看待收货人提货义务与贸易中的买

方拒收权 

当然，实践中有人对收货人提货义务提出质

疑，其中主要的论据就是贸易法上买方拒收权与

收货人提货义务的冲突。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52 条明

确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买方享有拒收权：（1）

卖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可以拒绝收

取货物；（2）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规定

的数量，对于多交的部分，买方有权拒绝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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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种特定情形外，根据公约第 46 条至第

51 条的规定，如果卖方的行为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或者卖方在买方给予的合理宽限期内没有对其违

约进行补救时，买方也可以行使拒收权，拒绝收

取货物(或单证)。我国《合同法》第 148 条亦规

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

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

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买方（往往对应收货人）是否在买卖合同下

行使拒收权，应当结合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

方式，即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损失风险承担来判

断。实践中，国内进口商常常选择 C组贸易术

语，即收货人承担运输途中的货物风险，那么，

货物在途中受损，收货人将很难主张贸易合同项

下的拒收权；只有约定货物风险在卸港转移，那

么货物在抵港前发生损失，收货人才可能享有拒

收权。 

然而，考虑到买卖合同与运输合同相互独

立，买方不接受货物，不意味着承运人再无救济

渠道，如果运输合同已明确提货义务人为记名收

货人，收货人拒绝提货仍旧面临法律风险。《运输

法草案》中，收货人提货义务的前提是“行使其

在运输合同下权利的收货人”，因此如果收货人不

行使其在运输合同下的权利，或可不承担提货义

务，只是我国现行运输法律体系中并没有这样的

规定。若运输合同下收货人尚不明确，例如“凭

指示”提单，无人换单的情况，此时托运人作为

运输合同向对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对收货人处理类似货损事故时的几点建

议 

虽然收货人承担提货义务，但不得不承认，

在商业社会中，一些规模较大的收货人往往占据

较为主动的地位，有时以拒绝提货为筹码与承运

人交涉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如果用力过猛，

那么很可能适得其反，遭受严重损失。对此，我

们谨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1. 尽快安排联合检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损

失核定，确保货损确实存在，切勿凭经验判断货

损情况 

收货人有时会凭借经验去判断货物损失情

况，一旦其认为有损失存在，就会通过拒绝提货

等手段要求承运人直接承担货损赔偿责任，但往

往双方在货损是否存在、货损具体程度等问题均

会存在分歧，如果协商不成，船方破釜沉舟自行

将货物卸下然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那么不仅会

产生金额不小的仓储费等损失，甚至会在诉讼关

口发现收货人自身判断失误，出现货损索赔被驳

回的尴尬场面。（2011）甬海法商初字第 87 号案

所涉运输中，收货人认为涉案货物乙二醇表面混

有上一航次的残留的棕榈油，货物因此受损，故

另案诉承运人承担货损赔偿责任，但最终在诉讼

时，存放于罐中的货物上漂浮的棕榈油由于时间

关系已经全部挥发，货物价值不受任何影响，最

终法院驳回了收货人的诉请，实在得不偿失。 

2. 通过限制船舶（或其他交通工具）卸货的

手段索赔货损有风险，需要谨慎处理，协商不成

及时安排卸货 

受损的货物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寻找最优处理

途径或合适的存储方案，合理期间内的仓储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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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船舶滞期费可能被认定与货损有关，进而由承

运人承担，但是这不代表收货人可以无限制地以

此为由限制船舶卸货，一旦超过合理区间很可能

面临反索赔，至于如何把握合理区间还需要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个案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承

运人不能提供合理的货损担保时，可以考虑申请

法院扣押船舶。 

3. 如果承运人已经自行卸货，应当尽快交涉

提货事宜，避免仓储等费用的不必要增加 

承运人一旦自行安排卸货，说明协商交涉已

经很难解决问题，此时为了避免扩大损失，收货

人应该积极与承运人沟通，及时安排提货并处

理。 

4. 如果提货受阻，及时搜集固定证据，证明

收货人已经积极履行提货义务 

    如果承运人或者仓储方以行使留置权为由拒

绝收货人提货，那么收货人应当有意识地去固定

证据，证明收货人已经积极履行了提货义务，明

确未能提货的原因，一旦承运人或者仓储方超额

留置，那么收货人将取得一定的主动地位，增加

后续谈判的筹码。 

5. 市场下跌损失承运人和保险人均不负责赔

偿，提货后应当尽快处理货物，及时减损 

最高院近年来的判决书均表明无论是在保险

合同还是运输合同下，保险人和承运人均不承担

市场波动损失，市场持续下行的情况下，收货人

一旦消极处理，那么损失只能是自己承担。关于

市场波动下如何确认保险人和承运人的赔偿金额

问题，我们将另文细述。 

相关案件具体处理时很多细节需要把控，建

议收货人及时咨询律师等专业人士，最大程度降

低法律风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人办事怎么说话？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总能够让人们按她的意思

办事。她能让忙碌的高管们为她抽出夜晚的时间，

贡献他们的想法，并且甘愿掏腰包。她曾在各种场

合说服我为她做事，就如她曾经说服无数人为她出

力一样。 

 

 

 

 

 

 

 

有一天遇到她，我问她有何秘诀。“这种事不

难，”她说，“我只是说了请和谢谢。” 

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大多数人都知道怎么

说请和谢谢——或者觉得他们知道。几乎每个人在

上小学之前都被教导要说请和谢谢。但几乎没人被

教导过怎么正确地说请和谢谢。 

看看一位不太熟的男士最近给我发来的一封

非常礼貌的邮件吧。邮件是这样开头的：“今年我

们将与 XXX 合作举办第二届年度 YYY 会议。我知道

您很忙，但我们希望您能在周六前来主持一个商业

女性会议。” 

邮件接下来详尽介绍了本年度会议的主题，并

且提供了一个上一年会议的视频链接。“如果可以

的话请务必通知我，”邮件结尾写道。这不可以。

就看一段上一年类似会议的视频，我凭什么要放弃

一个周六？职场对陌生人说出“逆耳忠言”凯拉韦：

我从不喜欢得到不请自来的反馈。但细想之下，对

于这些反馈，检验标准应该是它们能不能帮助我们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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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邮件的冗长让我感到烦躁，忍不住想点

“删除”。被他提醒我很忙，只不过为我提供了一

个拒绝的借口。 

现在再看看我认识的另一个人发来的邮件。邮

件主题是：“要是你能来就好了……”，正文中写道

“……加入我们有关 XXX 的讨论小组吧。有很多聪

明和值得尊敬的人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需要您的

天才让讨论生动起来。请答应我们吧。” 

这就叫做直奔主题——而主题就是奉承。唯一

真正有效地说“请”的方法就是奉承。 

不存在奉承太过的危险。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

詹尼弗•查特曼(Jennifer Chatman)进行的研究，

任何程度的奉承都不会失效。 

除了奉承，完美的“请”不仅让你感觉人们希

望你去，还让你感觉他们需要你去。我阅读了这封

邮件，立刻就答应了。我知道这封邮件是在操纵人

心，但我就是忍不住。 

正确地说“谢谢”同样容易，然而也同样不常

见。看看最近我收到的一封失败的感谢邮件吧：“感

谢您上周抽出时间在我们的活动上发言。反响非常

好，我们希望您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这很礼貌和专业。然而却没能达到目的。首先

这封邮件来的太慢了——感谢邮件应该在几小时

内送达，而不是等到下个星期。 

同样的，因为抽出时间而被感谢让人非常不快。

抽出时间并不需要任何技能。说反响很好太模糊，

无法让人信服。而且，与其问我是否度过了愉快的

时光，还不如说我的参加让他们多么愉快呢。 

不认同这样的感谢的我想到了我母亲，她是个感谢

信狂。 

每年 12 月 27 日，她会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坐下

来，给每一个在圣诞节送了我们东西的人写信。我

们必须具体描述那件礼物是什么，声称我们很高兴

收到它，而且还要说出原因（这部分是最难的）。 

在感谢完以后，我们必须继续写到第二页的中间才

能署上我们的名字。我母亲的 4条感谢信原则中有

3 条适用于感谢邮件。你要写明具体感谢的事情；

你要说出原因；你还必须立刻感谢。对我而言唯一

的区别是我不再需要喋喋不休地写满一页半。事实

上，越短越好。 

我的那位特别会说服人的熟人就是这么做的。

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一封标题为“太棒了”的邮

件已经发到我的收件箱了。“感谢你让这个夜晚生

动起来，给我们带来绝妙的才思和智慧。你就是我

们的蒂娜•费（Tina Fey，译注：美国剧作家，喜

剧演员，演员和制片人）。” 

事实上，我表现一般。我知道——她也知道。

我们都明白她玩的这套把戏。但是无所谓。下次她

请求我做什么的时候，我还是会照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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