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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私法是以平等主体间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
，以冲突规范为基本规范，同时包含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
诉讼程序规范、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国际私法是人类社会中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交
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肇始于公元14世纪，在将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国际私法随着国际民商事交
往的不断发展而经历了从初创、兴盛到20世纪全面变革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伴随着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人类奏响了新世纪的乐章，国际私法的发展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社会活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不同国家自
然人、法人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参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形式日趋复杂，范围日益扩大，数量与
日俱增，国际私法作为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调节器和润滑剂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国际私法在整个
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在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际私法的立法有着灿烂辉煌的昨天。
源远流长的中国国际私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大唐盛世，唐朝《永徽律》“名例章”中有关
“化外人相犯条”的冲突法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堪称一流，说明中国是国际私法立法最早的国家之一。
但是，唐朝形成的中国古代国际私法的萌芽未能延续下来，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一直沉寂了一千多年
，直至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法律适用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内立法步履蹒跚，国际私法的立法更是裹足不前，成文的国
际私法长期阙如，直到1985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规范才正式登上立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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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订版着重论述国际私法的理论学说和法律制度，力求完整、准确地阐明国际私法的基本原理、基本
制度和基础知识，努力吸收国内外优秀学术成果，并且围绕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全面反映国际私法
领域各国及国际上最新立法动态和司法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立场和立法的最新发展，力戒脱离实际的
空洞论断，使读者全面、系统地掌握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知晓运用国际私法处理国际民商事法律冲
突的整个过程及其一般规律，并且正确掌握运用国际私法的基本原理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和技巧，在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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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有关国际私法范围的几种观点对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的影响很大，尽管有关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在
理论上存在争论，但目前我国持广义概括主义的学者占主导，他们主张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
待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
②我国著名国际私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近年来提出了“一机两翼”的理论，形象与科学地勾画出了国际
私法的范围。
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最新出版的几部具有影响的国际私法教材都将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作为单独的
一编，显示了我国国际私法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④（二）国际私法的规范国际私法应该包括哪些规范取决于学术界对国际私法的范围持何种主张。
从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要来看，国际私法规范应包含以下四类：1.规定外国
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
一国在法律上赋予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确定外国人在该国民商事领域的权利与义务，是国际民商事
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
离开了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国际私法就无从产生。
为便于国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各国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依法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民事义务。
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既可规定在国内法中，也可以规定在国际条约中。
在国内法中，既可以规定在宪法中，又可以规定在民法、商法等法律中。
如我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
”“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在国际条约中，既可以规定在双边条约中，也可以规定在国际公约中。
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条和第3条分别规定了“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和“国内税收与管理的国民
待遇”。
2.冲突规范。
冲突规范（conflictrules）是指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实体法的规则，这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法律规范。
简言之，冲突规范就是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如“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就是一条冲突规范，它指明了有关物权的法律关系应该适用其所在地的实
体法，假如该所在地在中国，就依中国的有关实体法。
由冲突规范援引出的某一特定国家的实体法称为“准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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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私法学(第2版)》：新世纪法学教材紧扣教材，拓展视野。
示范欣赏，教学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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