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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结合《鹿特丹规则》和相关国际运输立法
以及我国的航运和海事司法实践，针对近年来国际货物运输法领域理论和实务中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
探讨和剖析，为完善我国的海商立法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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