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私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私法>>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9764

10位ISBN编号：7503699760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李旺

页数：3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私法>>

前言

　　国际私法是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法律冲突的基本法律，是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基本准则。
　　国际私法可谓有着悠久的历史，罗马法中围绕非罗马人的法律适用，中世纪意大利城邦法之间的
法律冲突，均揭示了法律冲突之本质。
我国唐代关于化外人之法制亦开导我国国际私法之先河。
当今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运用国际私法解决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通行之
做法，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越紧密，国际私法之重要性越得到强调，国际私法之制度越发
达完善。
　　国际私法学的深邃给这一古老学科带来了无穷的魅力，巴托鲁斯、胡伯、萨维尼、孟其尼以及当
代众多学派之思想，闪烁着国际私法理念之光辉，引导着法律选择方法之变迁，缔造国际私法学说之
大厦。
　　围绕涉外民商事法律纠纷，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相互抵创，司法摩擦不断，同时又由于世界各国
社会、文化、习惯的不同以及与各国的外交政策相关联，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蕴涵着错综复杂
的问题。
关于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单纯依照国内的某部门法或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均不能达
到最善之效果，需要跨学科的处理。
如果将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统称为“涉外法”的话，那么可以说国际私法就是“涉外法”的总
则。
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际私法上的问题。
　　本书共分五编二十七章，涵盖了国际私法的主要问题。
第一编为国际私法序论，重点论述了国际私法的意义及历史发展。
阐述了国际私法的目的和方法。
第二编为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其规范的性质是实体法，本编力图对加入WTO后我国关于外国人的
民事法律地位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三编为国际私法总论，是全书的核心所在。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私法的一般法律制度，试图探索出国际私法的自我体系。
第四编为国际私法各论，介绍不同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以及相关联的法律问题。
第五编为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是程序性法律规范。
本书对国际民事诉讼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既有基础的理论知识
，又注意吸纳最新的理论和立法动向，以使对程序法问题具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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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私法(第2版)》作者精研日本法学且熟知欧美前沿，凭借多年教学经验及潜心研习所得，完
成这部国际私法的洗练杰作。
《国际私法(第2版)》既晓畅易读，又颇具理论张力；既统合诸派理论，又成一家之言。
作为本科用教科书，《国际私法(第2版)》构架清晰，以“序论一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一总论一各论
一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五编涵括学科内容和主要问题，比较研究之治学方法贯穿始终。
本次新版，主要围绕新近司法解释、国际公约及双边司法协助公约的制定、区际私法协助的安排等内
容进行完善，并体现本学科实务性日渐增强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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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主要讲授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诉讼法、日本法。
主要著作有：《国际私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国际诉讼竞合》（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2年版）、《国际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日本国际家族法》（译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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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新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　　新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我国
还不存在单行的国际私法典，其规定分散在各部门法中。
关于冲突规范方面，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第36条、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八章（第142条一
第150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第126条的规定以及《海商
法》第十四章（第268条一第276条）关于海商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民用航空法》第十四章（
第184条一第190条）、《票据法》第五章（第95条～第102条），都是我国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
　　另外，《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2条是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的规定。
　　关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另外我国加
入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送达公约）、《关于从外国调取
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取证公约）、《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及我国
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公约也是关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法源。
　　四、国际私法的统一　　（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1.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性质　　现在国际
私法基本上是作为国内法由各国独立立法的。
但是，为使无论在哪一国家提起诉讼准据法都相同，自19世纪末以来产生了国际私法的统一运动。
　　国际私法的统一运动的结果，在意大利的孟其尼及荷兰阿塞尔的努力下，1893年在荷兰政府的主
持下于海牙召开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共召开了六届会议，分别是1893年、1894.年、1900年、1904年、1925年和1928
年会议。
1951年第七届会议通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规约》，正式将会议确定为常设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因此，本届会议标志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规约》于1955年7月15日生效。
从1966年开始，每4年召开一次例会。
为纪念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00周年，第17届会议于1993年在海牙召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到1996年秋共
召开了18次会议和两次特别会议。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是唯一的关于国际私法统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欧洲大陆国家、英美等国均成为成
员国，我国于1986年秋提出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申请，1987年7月3日成为该会议的成员国。
　　2.大会的组织　　依1951年通过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规约》的规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组织
结构上包括以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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