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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 

“新冠肺炎”疫情与履约纠纷（六）：运输合同的争议与解决路径 

作者：商事争议解决组1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采取了包括隔离、封

城、交通管制、集中收治等一系列限制人员流动、管控交通流量的措施。疫情的爆发及相关的措施势必对各

行各业的企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对一些合同的履行产生障碍。这其中，作为涉及人员和货物流动

主要载体的运输行业，因当事人被感染、被隔离、被限制流动，其所在地区封城、封路、被迫封闭，运输始

发地、途经地或目的地交通受到影响等原因而出现无法依约按时交付标的物、标的物损失等情形，会导致当

事人之间就运输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 

回顾与本次疫情相似的“非典”疫情期间，法院在处理“非典”时期合同纠纷时，有的案件将疫情认定

构成不可抗力，有的案件将疫情认定构成情势变更，司法实践中对疫情及相关事件性质的认定存在争议。继

本系列第一篇《“新冠肺炎”情与履约纠纷（一）：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本文将针对疫情影响下运输合

同相关争议的情形，聚焦于相关情形是否符合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的构成条件。同时，结合司法实践，分

析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以及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承担相关法律问题，以

期有助于当事主体“对症下药”，妥善解决潜在的纠纷。 

一、新冠疫情下运输合同相关争议的情形以及如何定性 

（一） 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

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 参与本文撰写的律师包括（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陈玉坤、曹燚、高雅、孙秋楠、王淇、韦北辰等。 

汉坤法律评述 

2020年 2月 9日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068415&idx=1&sn=1dc5898bfc8bc264a6a8e96b3bfceb59&chksm=bd1d8dde8a6a04c804450448d08b6664d4464752eaafbca344f6dd316a34b85ef101a2e78977&scene=21#wechat_redirect


 

2 

www.hankunlaw.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称“《合同法解释

（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

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

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其中第 3 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

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

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

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二） 小结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某一事件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并免责应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事件属于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二是该事件与合同的不能履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

系。本次疫情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无法预知，截止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

法阻止其传播、确定其传染源、及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在目前是人类无法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形，其性质应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然而，即使本次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形，认定某一合同履行过程中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并免责，还应考虑该疫情与合

同的不能履行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同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某一事件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应则要满足四个条件：（1）合同成立后且

在履行终止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2）重大变化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3）重大变化不

属于商业风险；（4）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所谓“商业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商业风险属于

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

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有鉴于此，前述第（2）项和第（3）项条件均系对重

大变化“无法预见性”的判断标准。而结合本次疫情的客观情况，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属于商

业风险，且难以被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预见。然而，如遇争议，对本次疫情能否构成情势变更则不能

一概而论，一定要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作出判断，而且重点在于是否符合前述第（1）项和第（4）种情形。 

（三） 分类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运输合同主要包括旅客运输合同和货运合同两大类。随着

现代物流的发展，运输的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主要包括了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海上

运输、内河运输等。以下将针对疫情影响下旅客运输合同和货运合同两类相关争议的情形具体如何定性

进行解析。 

1. 有关旅客运输合同 

随着疫情蔓延，国内多个航司取消了部分航班，美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航线停

飞、入境限制等措施。另外，国内铁路、公路客运部门也出台了取消了部分车次的措施。相关措施导致

预定客票的旅客被迫取消行程或者滞留等情况，从而致使部分需前往其他地区或者国家学习、工作的旅

客无法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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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小结分析，本次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形，基于国家相关部门的

政策措施，国内和国际航司、铁路、公路客运部门因此取消部分航班、车次，即单方解除了其与旅客签

订的旅客运输合同，在取消系因疫情防控和相关政策措施要求的情况下，旅客运输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疫情与合同的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之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航班、车次的取消并不是因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措施，而是航司、铁路、公路

客运部门因避免疫情传播而取消，我们认为，疫情并未在客观上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则不能构成不可抗

力的抗辩事由。此外，如果处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同类企业能够正常履行同类合同的，则主张适用

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将难以成立。 

2. 有关货物运输合同 

在疫情发展的同时，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国家相关地区和部门陆续采取了封城、封路、道路交通管

制措施，同时采取了对部分工业园区进行监管、关闭部分营业场所、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导致可能出

现货运合同项下货物的迟延交付或者货物损失等情形。我们认为，对于相关情形性质的认定应从个案出

发，谨慎认定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以保护合同当事各方的利益。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情形一、如货物的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运输途中的必经地区处于封城区域，导致货物无法及时提

取或者按期交付的，在该种情形下，疫情与合同的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应属于不可抗力。 

情形二、如货物仅是在运输过程中途经部分道路交通管制、封路区域，导致车辆通行受阻而迟延交

付货物，而该等途经部分道路存在可替代性，在该种情形下，作为专业的货物承运人，应当对货物运输

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暂时性的部分区域的道路运输受阻具有预见性，应及时提供替代的运输方案运

送货物，疫情并未在客观上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不能构成不可抗力的抗辩事由。 

情形三、对于因符合不可抗力情形的运输延迟导致货物不能及时交付，对存储条件有特殊温度、湿

度要求的生鲜货物可能会产生损失，在该种情形下，疫情与合同的不能履行之间也存在必然的因果关

系。于此，承运人可以适用不可抗力条款进行免责。而由此产生的货损应依据《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

相关合同当事方之间分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因为疫情导致生鲜货物的运输耗材采购不能满足，

使得生鲜货物的包装等不能满足要求，进而导致生鲜货物的损失，该损失与疫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能构成不可抗力的抗辩事由。 

情形四、如果由于疫情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导致运输企业的返岗人数不足，因交通部门发放通行证方

式等对道路通行进行管控的措施，导致运输企业人员、车辆运力不足进而导致运输成本增加，或者道路

封路需要绕路行驶导致成本增加等情形，即疫情并没有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仅导致合同履行不便、合同

履行成本增加等，在该种情形下，可以尝试主张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

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整。 

综上，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但当事人能否依据不可抗

力主张免责，仍需依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另外，在具体个案中，在疫情不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可

尝试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整。在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形下，下文将结合司法实践分析疫

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以及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承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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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 

（一）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有及时通知的义务 

1. 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载明：

“通知对方非典型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不是通报有关情况和理由）并提供证据，是债务人基于

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债务人必须履行该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某某诉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京 02 民终 6971 号）中，法院认

为，航空公司在决定飞机延迟起飞或取消航班后，应采取最为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旅客，以使旅客对出

行有更为合理的安排。 

天津某物流公司与太原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晋 7102 民初 24 号）中，

法院认为，如按照天津某物流公司所述，2016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24 日期间运输持续遭遇暴雨，不能

按照合同约定的周期及时将货物送达到指定地点，其应该在合同约定的运输周期内及时通知太原某公

司，并共同协商更改运输周期，但直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才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太原某公司，其迟延

告知的行为也不能作为免除违约责任的事由。 

2. 问题解析及应对建议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因疫情可能或已经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及时通知合同相对方是违约方的重要

法定义务，也是减免责任、减小损失的重要措施。如运输合同中对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处理程序有约

定，则当事人应优先遵照合同约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应使用书面方式或者双方此前交易过程中通常

使用的方式，亦或其他便于存证的电子方式进行通知。通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1）存在不可

抗力事件的事实（如因本次疫情政府部门要求航班停运）；（2）因疫情导致不能履行运输合同的具体事

实和理由（如为遵守政府部门的相关要求从而停运特定航班）；（3）充分表达希望与对方就补救措施及

后续履行安排进行积极协商的意愿等。同时，通知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使用快递送达的，

保留相关单据及所有回执单（如有）；使用邮件、微信送达的，可通过第三方电子存证工具进行固定，

同时需注意确认邮件收件人、微信联系人的身份。 

（二） 当事人有提供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证明的义务 

1. 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载明：

“如果债务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的，法院不能将非典型肺炎疫情认定为不可抗力。” 

江某与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广铁中法民终字第 15 号）中，法院

认为，航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取消涉讼航班是因客观原因导致的，故航空公司主张航班

取消系因不可抗力的天气原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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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某物流公司与太原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晋 7102 民初 24 号）中，

法院认为，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要承担证明不可抗力的责任，仅提供新闻报道说服力不足，还须提供当

时、当地交通管理等有权部门发布的禁行或限行的官方通知。 

2. 问题解析及应对建议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已众所周知，但是合同当事人对疫情与不能履行合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负

有举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直接原因可能并非疫情本身，而是基于本次疫情出现

的特定客观事实，如政府部门因疫情的出现对特定地区实施“封城”，对此合同当事人仍应对该导致合

同履行不能的客观事实进行证明。我们建议承运人在及时通知对方取消航班或迟延交付货物等同时，可

以从如下角度固定证据并在合理期限内向对方提供：（1）因执行政府或相关行政部门预防疫情措施或命

令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命令、相关部门文件等；（2）因隔离观察、住院治疗

或与疫情相关缘由而导致不能履行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住院证明、诊断证明、出院证明、隔离令等。

另外，目前部分公证处设立了不可抗力事件公证绿色通道，当事人可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

证明。 

（三） 当事人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 

1. 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

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载明：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债务人负有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损失扩大的义

务，如果债务人在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时能够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的扩大而未采取，则推定债务人

有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责任。” 

王某某诉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京 04 民终 32 号）中，法院认为，

因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旅客在选择自救方式时，应当选择更合理、更经济的

方式。 

亓某某与深圳市某公司及临沂市某运输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粤 03 民终 9374）

中，法院认为，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主体负有预见并合理规划义务和遇到突发情况时妥善保管货物、减

少损失的义务。如已经预见途径道路农村地区偏多、乡际公路封堵严重的情况，应当及时变更路线，并

对货物进行谨慎保管（如及时翻晒、通风避免发霉腐烂等）。 

2. 问题解析及应对建议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因疫情可能或已经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合同当事人双方均有防止损失扩大的

义务，如当事人能够采取减损措施而未采取的，则法院可推定该当事人有一定过错，并根据其过错程度

判令其承担责任。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建议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

前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当前对人员进入管理的相关规定，并视疫情情况及时调整或取消境内外交通、

住宿、娱乐、旅拍等活动，积极采取适当、合理、更为经济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对于因运输延迟导

致货物不能及时交付，对存储条件有特殊温度、湿度要求的生鲜货物要及时采取符合条件的保存措施、

转售等方式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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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发生后，当事人明知疫情存在并可能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履行障碍情况下，

仍然签订相关合同的，当事人在其后的合同履行中因疫情事件提起的不可抗力免责请求，将因其不具备

不能预见、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构成要件，可能不被法院采纳。 

三、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如何承担 

（一） 部分或全部免责的情形 

1. 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

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

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

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江某与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 03 民终 4806 号）中，法院认为，

由于天气原因导致的飞机延迟起飞或者取消飞行，非航空公司的意愿所能控制，对航空公司而言属不可

抗力，故航空公司对于涉诉航班的取消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孙某某与铜川市某客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铜中民二终字第 00030 号）中，

法院认为，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2003 年 5 月 20 日，因“非典疫情”期间封存属不可抗力，双方对此期

间的损失均不应承担责任。 

2. 问题解析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不履行的一方可以不可抗力为由免

责。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不可抗力都可以导致不履行一方免除责任。具体而言，首先，在不可抗力事

件发生后，妨碍当事人的继续履行或者造成履行不能，当事人可以主张免除实际履行的责任；其次，在

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即使一方当事人违约，也能够因此免除违约责任。但不可抗力是否会导致责任

的全部免除，取决于不可抗力的影响范围，是持续性的影响到合同全部义务的履行，还是暂时阻碍合同

的履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不可抗力发生在合同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则该当事人不能以不可抗力

作为免责事由。 

（二） 无法免责的情形 

1. 司法实践 

阿卜杜勒·瓦希德诉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指导案例 51 号，案号：（2006）沪一

中民一（民）终字第 609 号）中，法院认为，当不可抗力造成航班延误，致使航空公司不能将换乘其他

航班的旅客按时运抵目的地时，航空公司有义务及时向换乘的旅客明确告知到达目的地后是否提供转

签服务，以及在不能提供转签服务时旅客如何办理旅行手续。航空公司未履行该项义务，给换乘旅客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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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某、安庆市某航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鄂民终 1020 号），

法院认为，被告主张不可抗力，则应对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宜昌水域水位上涨并不同时具备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特征，不足以构成不可抗力。 

2. 问题解析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及相关案例，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当事人应履行提供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的证明义务及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如当事人无法证明不可抗力时，则无法适用不可抗力免责，或者

当事人能够采取减损措施而未采取的，也可能承担一定的责任。质言之，即使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基于

诚实信用原则，当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运输合同当事人应当履行附随的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1）

及时通知对方的义务；（2）在合理期限内向对方提供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证明材料；（3）已经

采取了防止损失扩大的合理补救措施等。如当事人未能履行附随义务，则仍可能无法因不可抗力而全部

免责。如何把握及时通知义务的界限，可以参考本所系列文章《“新冠肺炎”疫情与履约纠纷（四）：“晓

谙析分”不可抗力下合同解除之通知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

情势变更之规定，相较《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删除了情势变更构成要件中“非不可抗力”

的表述。由此可以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生效后，对于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二者的区分

以及适用可能出现不同于目前的解释。对此，我们将予以密切跟踪与关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068545&idx=2&sn=b56ec1658eae5190d89c2c8846f75ac7&chksm=bd1d8ca08a6a05b6ae23a46a866e4f18046d1075fd7d3a86d4486b70b201d5b184b54652c7a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068545&idx=2&sn=b56ec1658eae5190d89c2c8846f75ac7&chksm=bd1d8ca08a6a05b6ae23a46a866e4f18046d1075fd7d3a86d4486b70b201d5b184b54652c7a5&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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