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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国际私法之发展

黄 进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
,

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制建设
、

国际私法教学和 国际私

法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对 外开放不断深化
,

涉外民事
、

经济交

往 日益频繁
,

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
、

司法
、

教学和科研等方面有 了更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一
、

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众所周知
,

在立法方面
,

从 1 9 7 9年到 1 9 8 7年
,

我国陆续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 ) 》
、

《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

《涉外经济合同法》
、

《继承法》
、

《技

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

《民法通则 》
、

《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等许多法律 都 含

有各种国际私法规范
。

近年来
,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

尤其是 1 9息1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新的《民事诉讼法》
,

对原来试行的《民事诉讼

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

使我国涉外民事诉 讼法

制更加完善
。

在司法方面
,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继 1 9 8 4年发布《关于贯彻执行 <民事诉 讼 法 (试行》 若干

问题的意见》
、

1 9 8 5年发布《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和 1 9 8 6

年发布《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 》等
,

对涉外民事诉讼
、

涉外继承和涉外诉讼管辖

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之后
,

又于 1 9 8 7年发布了《关于适用 <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千问题的解答冼

于 1 9 8 8年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
。

前者对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实体法和冲突法规定都进行了充分的解答
,

使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制
,

尤其是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度日臻完善
。

而后者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第七

部分从司法解释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国际私法法制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在实施我

国现行国际私法过程中
,

我国人民 法院和专门法院审理了大量的涉外民事
、

经济案件
,

己有

不少典型的国际私法案例
。

例如
,

大连海事法院初审后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中国广

州海运管理局诉美国金鹰航运公司案就是关于涉外管辖权的一个典型案件
。

而广州海事法院

审理的海南省木材公司诉新加坡泰坦船务公司和达斌私人有限公司案则开我国法院运用公共

秩序保留这一国际私法制度的先河
。

此外
,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仲裁发展的要求
,

1 9 8 8年 6 月21 日经国务院

批复
,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己改名为

“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 仲

裁委员会
” ,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
”

己改名为
“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 。

而



且
,

1 9 88 年 9 月 1 2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 )修改 了原有的《对外贸易 仲 裁

委员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 》和《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
,

改称为《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和《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

两个新的仲裁规则在受理 案 件

的范围
、

仲裁员的聘请
、

首席仲裁员的选定
、

仲裁员的回避
、

设立仲裁委员会分会和仲裁费

收取标准等方面作出新的决定
。

这些修改完善了我国涉外仲裁体制
,

使我国涉外仲裁制度更

加国际化
、

规范化和现代化
。

我国还于 19 86 年 12 月加入了 1 9 58 年在纽约订立的《承认和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公约》
,

该公约 己从 1 9 8 7年 4 月 22 日起对我国生效
。

加入该公约为我国和其 他 缔

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各自的仲裁裁决开辟了道路
。

近几年来
,

我国政府在国际私法领域的国际立法协作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

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
。

自1 9 8 1年起
,

我国曾多次应邀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特别委员

会会议
。

19 8 6年 10 月
,

我国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提交了加入申请
。

1 9 8 7年 7 月 3 日
,

我国正

式成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
。

19 88 年10 月
,

我国第一次派出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海牙国

际私法会议的第十六届大会
。

会议期间
,

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确定第十七届海牙国际私法

会议的工作议题以及审议通过《死亡人遗产继承的法律适用公约》的工作
。

尤为可喜的是
,

我

国于 1 9 9 1年正式加入了迄今国际上有关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方面最为完备的 1 96 5

年海牙送达公约
,

即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 19 6 5年 11 月 15 日订立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 或 商

事 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

这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订立的公约
。

总部

设在意大利罗马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是国际上另一个 以统一和协调不同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

私法规则为宗旨的政府间组织
。

1 9 8 3年初
,

中国政府应该组织的邀请派代表参加 了 在 日 内

瓦召开的讨论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外交会议
,

同该组织建立了联系
。

1 9 8 5年 6 月
,

中国

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

随后就一直积极参与该组织统一私法的国际活动
。

而且
,

自1 9 8 7年以来
,

我国还分别同法国
、

比利时
、

波兰
、

蒙古
、

意大利
、

罗马尼亚等国正式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
,

同古巴和土耳其等国草签了司法协助协定
。

大家知道
,

在过去的实践中
,

我国主要通过外交

途径来开展一些司法协助工作
,

而近年来我国通过参加或缔结多边和双边有关司 法 协 助 的

协议
,

使我国司法机关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工作迈开了新的步伐
。

总而言之
,

我国开始积极参

加国际上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统一化活动
,

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际私法制度 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

增进了中外国际私法界的了解和交流
,

弥补了我国国际私法国内法制的空缺和不足
,

有利于

我国依法调整涉外民事
、

经济法律关系
,

及时解决有关涉外法律纠纷
,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

对于促进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

促进中外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

促进文化交流和

人员来往
,

都具有积极意义
。

不过
,

顺便提一句
,

到目前为止
,

我国尚未参加或缔结任何关

于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或双边条约
。

因此
,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应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
。

二
、

我国国际私法的科研和教学情况

近年来
,

我国国际私法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也出现了十分可喜的形势
。

在新中国成立后头

30 年里
,

我国没有中国人 自己撰写的国际私法著作 出版
,

仅有属指可数的几本翻译的国际私法

著作和文集问世
。

1 9 8 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姚壮和任继圣所著的《 国际私法基础》

是新中国 国际私法的拓荒之作
。

而 由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主编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

1 9 8 3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私法》
,

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国际私法全国统编



教材
。

从 9 5 8 1年开始
,

我国国际私法著作的出版犹如雨后春笋
。

据不完全统计
,

己公开出版

的国际私法著作主要有
:

邓正来编著的《昨日
、

今天
、

明天—
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 ( 1 98 5

年 4 月 )
、

刘振江著的《 国际民事诉讼法原理》 ( 1 9 8 5年加月 )
、

余先予主编的《简明 国 际 私 法

学》 ( 1 98 6年 3 月 )
、

张翔宇编著的《现代美国国际私法学说研究》 ( 1 9 8 6年 6 月 )
、

李双元 编 著

的《国际私法》 ( 1 9 8 6年 8 月 )和《国际私法 (冲突法篇 ) 》 ( 1 9 8 7年 6 月 )
、

刘慧珊编著的《涉外 民

事关系》 ( 1 9 8 7年 2 月 )
、

黄进著的《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问题研究》 ( 19 8 7年 6 月 )
、

黄惠康 和 黄

进编著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 ( 1 9 8 7年 7 月 )
、

邓正来著的《美国现代国际 私法 流 派》

( 19 8 7年 8 月 )
、

唐表明著的《比较国际私法》 ( 1 9 87 年 10 月 )
、

高树异主编的《国际私法丫 ( 1 9 8 7

年 12 月 )
、

董立坤著的《国际私法论》 ( 1 9 8 8年 3 月 )
、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法院千 部 业

余大学教材《 国际私法讲义》 ( 1 98 8年 4 月 )和《 国际私法教学案例选编》 ( 1 9 8 8年 6月 )
、

袁成弟编

著的《涉外法律适用原理》 ( 1 9 8 8年 7 月 )
、

钱哗主编的《国际私法》 ( 1 9 8 8年 8 月 )
、

刘振江
、

张

仲伯等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 (功 88 年 8 月 )
、

陈力新和邵景春著的《国际私法概要》 ( 1 98 8年

12 月 )
、

余先予主编的《冲突法》 ( 1 9 8 9年 3 月 )
、

孟宪伟主编的《冲突法学》 ( 19 89年 5 月 )
、

李双

元等编著的《涉外婚姻继承法》 ( 1 9 8 9年 8 月 )
、

赵喜臣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 ( 1 9 9 0年 1 月 )
、

董立坤编著的《 国际私法学 ))( 1 9 9 0年 2 月 )
、

杨贤坤编著的《国际私法教程》 ( 1 9 9 0年 3 月 )
、

李

双元和谢石松著的《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 ( 1 9 9 0年 5 月 )
、

侯军主编的《当代海事 国 际 私 法》

( 1 9 90 年 12 月 )
、

李双元和金彭年著的《中国国际私法》 ( 1 9 9 1年 3 月 )
、

黄进著的《区际冲突法研

究 ))( 1 9 9 1年 6 月 )
、

李双元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教材《 国际私法》 ( 1 9 9 1年 9 月 ) 等
。

韩

德培教授主编的我国高等学校统编教材《 国际私法》也于 1 9 8 9年出了修订本
。

在国际私法参考

资料方面
,

继法律 出版社出版了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 国际私法资料选编》 ( 1 9 8 4年 6 月 )后
,

先后有余先予编的《国际私法学参考资料》 ( 1 9 8 6年 7 月 )
、

卢峻主编的《 国际私法公约集》 ( 1 9 8 6

年 10 月 )
、

刘慧珊和卢松主编的《外 国国际私法法规选编》 ( 1 9 8 8年 5 月 )
、

余先予主编的《冲突法

资料选编》 ( 1 9 9 0年 5 月 )
、

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译的《国际司法协助条约集 》 ( 19 90 年 7 月 )
、

韩

德培和李双元主编的《 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上
、

下册 ) ( 1 9 9 1年 )等间世
。

后者是目前

国内收集资料最全的国际私法参考资料集
。

尤其可喜的是
,

在此期间
,

有几本重要的国际私

法译著间世
,

这就是吴云琪等和袁振民等分别翻译 出版的前苏联著名国际私法学者隆茨等著

的《国际私法》
、

王明毅等翻译的前苏联著名国际私法学者波古斯拉夫斯基著的《国际私法》
、

侯军翻译的挪威学者布雷柯斯所著 的《国际海事法律选择》
、

李浩培教授等翻译的德国著名国

际私法学者马丁
·

沃尔夫所著的《 国际私法》
、

陈洪武等翻译的德国当代著名国际私法学者亨

利
·

巴蒂福尔和保罗
·

拉加德合著 的《国际私法总论》
、

姚梅镇教授翻译的日本著名国际私法

学者北胁敏一所著的《 国际私法》以及李东来等翻译的英 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里 斯 所 著 的

《法律冲突法 》
。

以上著作
、

译著的出版
,

极大丰富了我国国际私法文库
,

标志着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国际私法著作
、

译著的出版进入了一个 空前的繁荣时期
。

在众多国际私法著作
、

译著问世 的同时
,

近几年来
,

我国各种法学报刊还发表了大量的

国际私法论文和译文
。

这些论文和译文大多涉及国际私法中的重大理论 问题或新的领域
,

或

者与我国对外开放中以及香港
、

澳门回归祖国后和海峡两岸人民交往中皿需解决的问题密切

相关
,

如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
,

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
,

海事国际私法
,

中国冲突法

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

公司
、

票据
、

知识产权
、

法律行为和代理的法律适用
, “

一国两制
”

与区

际法律冲突
,

国际私法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

涉外 民事
、

经济
、

海事案件的管辖权
,

国际和

区际司法协助
,

外国判决和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等
。

这表明我国国际私法研究水平在不断提



高
,

理论研究更加务实
。

在国际私法教学方面
,

近几年来
,

国际私法课程不仅在正规高等学校法律院系开设
,

而

且在一些学校
,

如在武汉大学
,

己被确定为主干课程
。

同时
,

国际私法课程还进入了电大
、

职大
、

业大
、

函大
、

自学考试以及各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的政法管理干部院校的教学领域
。

在国际私法教材方面
,

现在不仅有高等学校统编教材
,

而且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或院校特

色的教材
,

以及中央电大统编教材和全国自学考试统编教材
。

在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方

面
,

我国许多高等学校法律院系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

而且 自1 9 8 4年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开始招收国际私法博士专业研究生以来
,

己先后招收 20 名国际私法专

业博士研究生
,

并且
,

自1 9 8 8年以来己先后有 6 人获得国际私法专业博士学位
,

他们是我国

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国际私法博士
。

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是 目前国内唯一有国际私

法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

韩德培教授和李双元教授则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两位国际私法

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

1 9 9 1年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还正式确定国际私法为法学学

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
。

三
、

全国性的国际私法学术活动与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

新中国建国后的全国性的国际私法学术活动的开展始于 1 9 8 5年
。

这年 8月
,

武汉大学国

标法研究所发起并和贵州大学法律系联合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国际私法学术讨论会
。

这次会

议基本上聚集了我国从事国际私法教学
、

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骨干力量
,

是我国国际私法界的

一次空前盛会
。

原司法部部长和贵州省省长曾到会祝贺
。

在这次会议上
,

与会代表 即开始酝

酿成立全国性的国际私法学术团体
,

并成立了
“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筹备组
” 。

1 9 8 7年 10 月
,

在国家教委和司法部的大力支持下
,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发起并在武汉

大学主持召开了全国国际私法教学研讨会
,

它是我国国际私法界继贵阳会议后的又一次盛会
。

在这次会议上
,

经与会代表民主协商
,

成立了全国性的国际私法民间学术团体—
“

中 国 国

际私法研究会
” ,

并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理事会
。

理事会选举韩德培教授为会长
,

刘振江教授
、

任继圣律师
、

李双元教授
、

钱葬教授
、

姚壮教授
、

余先予副教授
、

董立坤副研究员等为副会

长
,

黄进为秘书长
,

并组成常务理事会
,

还决定聘请卢峻教授
、

任建新院长
、

李浩培教授和

倪征教授为研究会顾间
。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章程》
。

《章程》确定
,

中

国国际私法研究会是民间学术团体
, “

本会的宗 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贯彻
`

百花齐放
、

百

家争鸣
’

的方针
,

团结广大从事国际私法科研
、

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同志
,

积极开发国际 私 法

的研究和学术活动
,

促进国际私法学科的不断发展
,

为推动我国对外交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
” 。

此后
,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相继召开过三次学术讨论会和一次特别研讨会
。

1 9 8 8年 1 0月
,

在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科研处的赞助和支持下
,

1 9 8 8年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年会在西

北政法学院举行
。

1 9 8 9年 11 月
,

在中山大学法律系和法学研究所
、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
、

广

东省法学会
、

广州市第二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和中山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赞助和

支持下
,

1 9 8 9年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

1 9 9 0年 9 月在中央有关部门的赞

助下
,

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武汉联合主持召开了
“

内地与港澳地区司法协助问题 研 讨

会
” 。

1 9 9 1年 5 月
,

在 山东大学
、

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济南市司法局的赞助和支持下
,

1 9 9 1年中国国际私法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

在这次会议上
,

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

重新



选举了理事
、

常务理事
、

会长
、

副会长和秘书长
。

并且按照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的规定修改了《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章程》的部分条款
。

从 198 5年贵阳会议开始
,

历次会议主要研讨了如下问题
:

( 1) 国际私法的范围 , (2 ) 国

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关系 ; ( 3) 如何建立和健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 ( 4) 国

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 ; (5 ) 国际与区际司法协助 ; (6 ) 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 ( 7) 涉外

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和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

(8 ) 国际私法的教学与改革
; ( 9) 内地与

港澳地区司法协助问题
; ( 1 0) 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

; ( 1 1 ) 海峡两岸的民事法律适用
。

通

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

大大促进了我国国际私法界的学术交流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部 门的沟

通
,

提高了我国国际私法研究水平
,

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私法为我国司法实际部门所掌握和运

用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在司法部司法 协助局的大力赞助下
,

研究会与该局合作将 1 9 8 8年学术

讨论会论文编辑成集
,

定名为《国际司法协助与区际冲突法论文集》
,

己于 1 9 8 9年 由武汉大学

出版社正式出版
。

1 9 9 1年年会论文集《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海事法律问题研究》也己于同年由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

1 9 8 9年年会论文集也正在编辑出版之中
,

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

在上述 6 次全国性的国际私法学术会议上
,

每次出席会议 的代表约 60 人左右
。

派代表参

加会议的单位有
: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

最高人民法院
、

外交部条法司
、

经 贸 部 条 法

司
、

司法部
、

国家教委
、

大连
、

天津
、

青岛
、

上海
、

广州和海 口海事法院
、

众多的涉外律师

事务所
、

大专院校法律院系
、

各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上海社

会科学法学院研究所等
。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还先后接纳了福建东方律师事务所
、

安徽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

广

州市第二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
、

济南市涉外律师事务所
、

深圳市金融

房产律师事务所
、

广东省中山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

广州市律师事务所
、

宁波市对外律师
,

事务所和广州 白云律师事务所等 10 家律师事务所为团体委员
,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际私法理

论界与实际部门的结合和交流
。

1 9 9 0年 3年
,

经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申请
,

司法部己同意为研究会的主管部门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国际法是一个与国内法相对应的体系
,

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分支
。

国际私法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传统的
、

重要的
、

并 日益发展的分支
。

显而易见
,

自改革开放以

来
,

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
、

司法
、

科研和教学等方面 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

开始进入一个

初步发展和繁荣的时期
。

但我们应该看到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民事

交往必将更加频繁和错综复杂
,

这也就要求国际私法在我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我国国际私

法的整体水平应更上一层楼
。

因此
,

我国国际私法界任重而道远
,

应该为进一步繁荣中国国

际私法
,

使 中国国际私法走向世界而不懈努力
,

艰苦奋
一

斗
。

(本文责任编辑 车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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