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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私法》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的“国际私
法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国际私法》基本按小国际私法的体例编写，共设17章，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私法概述，国际私法发
展史，国际私法的主体，冲突规范与准据法，适用冲突规范中的几种制度，民事身份和能力、物权、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合同、国际商事关系、侵权之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国际婚姻家庭关系以及
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以及中国的区际私法。
就教材而言，篇幅比较适中。
此外，《国际私法》还具有如下特色：（1）结构严谨，注重对基本概念和制度的阐述；（2）内容新
颖，以21世纪国际私法的制度和规则为背景撰写；（3）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中国的司法实践。
《国际私法》不仅适用于成人教学，亦可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阶段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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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新丽，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私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关于国际私法的主要著作有：《国际私法实务中的法律问题》、《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原
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等。
本书主编，撰写第一、二、九章。
　　王克玉，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民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国内外法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撰写本书第三、十一、十五章。
　　霍政欣，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国际法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2004年以来，先后在《法学研究》、《美国比较法杂志》等期刊上发表数篇学术论文。
撰写本书第四、五、十二章。
　　邹龙妹，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年来在《国际私法前沿问题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撰写本书第六、十四、十七章。
　　邢钢，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外国公司的法律规制及其准入》、《国际私法专论》等。
在《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撰写本书第七、十、十三章。
　　张玲，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在《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等法学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撰写本书第八、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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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产生二、国际民商事法律关
系的特征三、国际民事关系的法律冲突四、国际民事关系的调整方法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与体系一
、国际私法的范围二、国际私法的规范三、国际私法的体系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渊源一、国内立法二、
国内判例三、国际条约四、国际惯例第四节 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一、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二、平等互利
原则三、遵守国际条约和参照国际惯例原则四、重点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五、维护和促进
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的原则第五节 国际私法学一、国际私法学的含义及名称二、国际私法的性质三、
国际私法与邻近部门法的关系四、国际私法学的定义前沿问题探讨思考题第二章 国际私法发展史第一
节 国际私法学说史一、法则区别说二、国际礼让说三、法律关系本座说四、既得权说五、本地法说六
、结果选择说七、政府利益分析说八、最密切联系说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一、国际私法的国内
立法史二、当代国内立法的特点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国际立法（统一化）一、国际私法统一化趋势二、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与国际私法的统一化三、国际私法的国际立法特点第四节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史一
、中国古代国际私法的立法遗迹二、中国近代的国际私法三、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前沿问题探讨思
考题第三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第一节 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一、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概述二、外国人
民事法律地位的具体制度’三、外国人在中国的民事法律地位第二节 自然人一、自然人的国籍二、自
然人的住所第三节 法人一、法人的国籍二、法人的住所三、外国法人的认可第四节 国家与国际组织
一、国家作为国际私法主体的特殊问题二、国际组织前沿问题探讨思考题第四章 冲突规范与准据法第
一节 冲突规范一、冲突规范的概念和特点二、冲突规范的结构三、冲突规范的类型第二节 连结点一
、连结点的法律意义二、连结点的分类三、连结点的发展方向第三节 系属公式一、系属公式的含义二
、几种常见的系属公式第四节 准据法一、准据法的概念与特征二、确定准据法的一些特殊问题前沿问
题探讨思考题第五章 冲突规范的制度适用第一节 识别一、识别的概念二、识别冲突及其产生原因三
、识别冲突的解决方法第二节 反致一、反致的概念与类型二、反致产生的条件与理论分歧三、各国反
致制度概览第三节 公共秩序保留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二、公共秩序保留理论三、公共秩序保留制
度的立法方式四、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司法运作五、中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规定第四节 法律规
避一、法律规避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二、法律规避的效力三、法律规避的性质第五节 准据法内容的查
明一、内国法内容的查明二、国际条约内容的查明三、国际惯例内容的查明四、外国法内容的查明前
沿问题探讨思考题第六章 民事身份和能力的法律适用第一节 属人法的含义及其发展趋势一、属人法
的含义二、属人法的发展趋势第二节 自然人能力的法律适用一、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二、自然
人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三、失踪和死亡宣告的管辖权及法律适用第三节 法人能力的法律适用一、法人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二、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第四节 我国关于民事身份和
能力的法律适用一、我国关于自然人、法人属人法的法律制度二、自然人能力的法律适用制度三、法
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制度前沿问题探讨思考题第七章 物权的法律适用第一节 物之所在
地法原则一、物权概述二、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第二节 不同物权的法律适用一、不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
二、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三、无体动产的法律适用四、国有化问题第三节 中国关于涉外物权的立法与
实践一、不动产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二、关于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三、关于民用航空器物权的
法律适用规则四、关于动产、不动产继承的法律适用前沿问题探讨思考题第八章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
法律适用第九章 合同的法律适用第十章 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十一章 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第十
二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各界管理的法律适用第十三章 国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第十四章 继承的
法律适用第十五章 国际民事诉讼第十六章 国际商事仲裁第十七章 中国的区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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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遵守国际条约和参照国际惯例原则　　条约必须信守，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缔约国都有
遵守条约的义务，在国际民事交往中也是如此，凡是当事人所属国之间有共同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
，当事人的所属国都必须遵守，当事人也必须服从。
条约优于国内法，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凡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国
际条约。
　　参照国际惯例是指在涉外民事活动中，如果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可以参照国际惯例。
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依据这一条规定，适用国际惯例必须得到国家明示或默示的承认。
对不同的国际惯例，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
在适用中，当事人可以协商进行修改或补充。
　　四、重点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财　　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前提下，重点保护弱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也是当今国际私法的原则之一。
诚然，法律是公平的，应该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论当事人是内国人还是外国人，是自然人
还是法人，这是国际私法立法的首肯原则。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甚大，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
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需要在法律的保护上向弱者一方倾斜，以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平
等。
　　此外，在一些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中，由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使然，其中一方当事人的弱势地位相对
固定，如，夫妻财产关系中的妻子一方，扶养关系中的被扶养人一方，产品责任中的消费者一方，交
通事故中的被伤害一方，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一方，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一方，运输合同中的托运
人一方，收养关系中的被收养人一方等，这些较弱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受到经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其合法权益在实现过程中往往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制约，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
因此，保护较弱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国际私法应当奉行的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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