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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高等法学教育中的种种现象，我们感到困惑，也产生了很多的忧虑：十年前的时候，法学专
业是所谓的“热门专业”之一，现在的热门专业排行榜早已不见了“法学”的踪影；法学本来是很“
专业”的专业，但在日前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求职的时候，很多用人单位感觉法学学生似乎最没有专
业；很多学生学了四年的法学专业，知道了很多法律上的专业名词，在被问到一个案子如何处理的时
候，可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满口专业词汇，甚至德国如何规定、美国有某个新鲜的理论，但是就
是不知道中国怎么规定，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案子究竟该如何解决；等等。
这种现象似乎可以称为“专业教育的非专业化”。
2005年贺卫方教授在网上宣布停止招收研究生，就是针对现在考研过于注重公共课程、不注重学生对
于专业的喜好这种现象而进行的挑战。
法学教育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可能与整个大的教育背景有关。
很多文科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一半时间在学外语，一半时间在打游戏”。
因为文科的期末考试都比较简单，学生混个学分顺利毕业是不成问题的，很多学生对专业的学习都是
考试前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前死记硬背对付考试，所以有人戏称，有些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实际上是学
了八个月甚至更少。
我们在抨击应试教育而强调素质教育的时候，却把专业教育给“晾”了。
这种“不专”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很多法学教育工作者和从业者的忧虑和不安，长此以往，不仅对我
们的法学专业学生会造成不利影响，极而言之，可能对我国的法学教育造成戕害。
因此，我们建议，法科的学生还是应该学好专业，把这个专业性很强的专业修炼成自己的看家本领，
从而能够以专业而谋得生存、谋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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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国际私法的条约化趋势。
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少量国际私法规范后，许多欧洲和拉美国家仿效法国，制定国际私法规
范；在1896年德国制定民法施行法后，又有不少国家仿效。
同时，从19世纪中叶开始，也有学者尝试制定有关国际条约的工作，接着开展了签订国际私法的地区
性和世界性公约的工作，开始了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
首先从美洲开始，在缺少专门的国际私法立法形式时，在19世纪70、80年代开始签订区域性国际私法
公约。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签订了国际私法公约四十余个。
如今，不包括统一实体法公约，全世界已有区域性和世界性国际私法公约一百多个。
其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国际私法条约化趋势，出现了国际私法统一化和共同性增长
趋势，签订国际私法条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4）国际私法立法模式、体例结构和内容完善化。
自19世纪末形成国际私法时起，在立法模式上，就存在制定法和判例法两大模式，而在制定法中又可
分为制定专门国际私法典和把国际私法规范分散规定在邻近部门法如民法等之中两种模式。
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趋势中，制定法中的法典化模式发展成为主要模式，各国纷纷制定专门的国际私法
典。
同时，国际私法立法的体例结构和内容也在不断完善和充实，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国际私法体例和内容
也日益趋同。
例如，判例法国际私法的体例和内容是：司法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制定的国际私法典，如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私法及国际民事诉讼法、1982
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以及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十
编“国际私法”等，其体例和内容，除了当然不同于分散规定国际私法规范的做法外，也不同于1896
年德国民法施行法、1898年日本法例、1925年波兰国际私法，而接近于判例法国际私法，更完善和更
充实，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际私法体例和内容。
（参见韩德培、杜涛：《晚近国际私法立法的新发展》，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3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3.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化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归功于科技的变革，特别是人员流动、
货物运输和信息交流的加速以及成本的降低。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
鲍曼（ZygmuntBauman）指出，“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
如果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那么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全球化与国际事务及其法律框架有着紧密联系，国际关系的一般变化如全球化，也会对国际法学科包
括国际私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世界新秩序将以下列四组规则为特征：世界性规则，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将
被包含在国际公约中；地区性规则，比如欧盟规则，它们可能超越国际公约的模式而对成员国及其居
民产生拘束力；传统的国家规则；次国家层面规则，比如联邦制国家中的州法，中国国内的四个法域
法。
国际私法也将面对和处理这些不同层次的立法。
　　全球化对国际私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国际私法冲突法新问题的产生。
人员、社会和经济相互联系的增强将会使涉外因素的法律冲突案件的数量剧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跨国活动和交易不断增多。
例如，某一外国人在中国举行婚姻，其结婚的实质要件，根据国籍原则需要适用外国的婚姻法。
随着现代信息交流的发展和国际货币如欧元的引进，在资本投资、保险或消费者合同等领域，我们也
可以预见到类似跨国活动和交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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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会使得受外国法支配的案件数量也相应地增长，那么这种发展会对整个司法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
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都不可能像适用和执行国内法那样比较方便地适用外国法，而大量适用外国法也
可能会最终损及整个法院体系的运作。
因此，有必要反思冲突规则，将外国法的适用限制在保护既得权的必要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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