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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才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修订，期望交付出版，因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
师，故嘱我作序。
　　在我的印象中，德才是一位脚踏实地、勤奋好学、对学问有执著追求的学者。
他早年求学于武汉大学，修读法律，后又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法律。
他在武汉大学求学时，我就与他相识，一直保持学术上的联系。
这么多年来，他在学术上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大批法
律人才，在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领域均有建树。
德才重回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已是江西财经大学的教授。
按说，做了教授就无须再读博士了，因为博士通常是在教授指导下出炉的。
但德才不然，志在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提升自己，在学术方面寻求新的发展。
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德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德才撰写博士论文时选择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制度是大家熟知并得到广泛肯定的一项制度，早在十三四世纪的意大利“
法则区别说”中已有萌芽，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共秩序制度后，几乎所有
的国家或在立法中或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这一国际私法制度。
而且，所有国际私法学者无不肯定公共秩序制度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教学或科研中或多
或少涉足这一领域，对这个问题已有众多研究，相关研究文献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是洋洋大观。
由此可见，选择这样一个老问题进行研究，其创新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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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秩序制度历史悠久、内容精深，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一般制度，在国际私法上得到各国学者、立
法和司法以及国际条约广泛肯定。
本书以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对公共秩序
的源流考量，一般问题，与相关概念比较，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我国国
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从法律选择、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等方面对公共秩序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综合分析，使研
究更加深入化和体系化；从立法与司法、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上分析了公共秩序的实践运用
，具有实践价值；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分析了我国公共秩序制度的不足之
处，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完善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立法乃至国际私法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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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司法部2009年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立项评审专家、《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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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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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法学评论》、《中国法学》（英文版）、《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现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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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篇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三等奖，1篇论文和1项课题获江西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课
题被评为优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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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孟西尼这样解释国籍的概念，因此国籍就具有了广泛有效的超国家的性质。
他强调个人位于法律焦点的终端。
无论是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个人都是法律的中心。
②　　然而，在详细阐释国籍原则过程中，孟西尼不得不引入实施这一原则的实质条件。
因为，任何一个不受限制的由国籍原则支配的体系都是不可想象的。
孟西尼认为它能够划分适用国籍原则的界限。
在涉及当事人间的私人利益时该原则起主导作用。
“公共秩序的法律规定符合个人的自由。
”私法是“个人和全体人民的法律”，这一原则应该伴随跨越自己国家边界的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
。
③此外，保证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利组织的公法规则也同时存在。
公法建立在政府的主权之上，和私法相比，公法有国界性。
④不过，他指出公共秩序的运行超越了公法的范围，是因为公共秩序的法律包含了“个人和社会道德
优先原则，这些基本权利是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从中引申出的自由不能受到任何有效的减损”。
⑤他还说道：“和法院地所建立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制度，由于违反了广义的公共秩序可以
拒绝适用。
”⑥　　这就是说，孟西尼同萨维尼一样，仍然是从给法律分类的角度来说明何谓公共秩序的。
在孟西尼看来，一国的法律可分为两类不同的规则，一类是为个人利益而制定的，该类规则应适用于
其所属国的任何国民，不管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另一类则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而制定的，该类
规则应适用于其所属国领域内的一切人，包括内国人和外国人，因为这类规则具有绝对的属地性，所
以它就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作用，即使是根据该国的冲突规范指向适用某外国法也是如此。
同时，孟西尼及其学派还列举了属于公共秩序的法律大致有以下几种，即宪法、物权法、行政法、刑
法、财政法、道德法、强制执行法、警察和安全法、秩序法等。
⑦　　可见，孟西尼将公共秩序提到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高度，从而把公共秩序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位置，大大提升了公共秩序的地位，为其适用领域的扩展打下了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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