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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民商事争议也日渐增多，如何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
系，对于维护国家权益、保护中外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和发展国际技术和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尤其我国入世之后，仔细学习和研究国际私法就更显重要。
    本书集作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识别、冲突规范的适用、司法文书的送达
、域外调查取证、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等方面，对国际私法实务中的法律问题
给予一一阐述，将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整理归纳，方便学习、记忆，并适当结合实际的案
例进行讲解，适合于高校国际法学专业用作教材，也适合普通的国际法学的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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