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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中国国际私法

一
一
中国国际私 法研究会 1 9 9 3年年会综述

刘 卫翔 车 英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 1 9 9 3年年会于 1 9 9 3年 12 月 7 日— 12 日在深圳召开
.

本届年会由中国国际私法

研究会
、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深圳大学法律系联合主办
.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
、

外文部
、

司法

部
、

武汉大学
、

外交学院
、

中国人 民大学
、

中国政法大学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中山大学
、

宁波大学
、

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
、

各地海事法院及涉外律师事务所等法律院系
、

科研机构和实际部门
,

共 80 多人
,

收

到论文 钧 余篇
.

这届年会的中心议题是
:

适应市场经济
、

完善中国国际私法
.

围绕这一中心议题
,

与会代表们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
。

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

一
、

关于市场经济与国际私法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

也给国际私法学研

究与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

对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和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

场逐步接轨
,

国际私法的作用日渐突出
.

代表们普遍认为
:

市场经济其本身就是法制经济
,

而法制则是包括各

种法律及其有关设施的系统工程
。

市场经济本身的扩张性
、

关贸总协定地位的恢复以及对外开放政策
,

将使中

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

使中国市场成为整个世界大市场的一部分
,

从而使得国际私法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具有

更重要的作用
。

所以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
,

有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私法制度
.

有的代表指

出
:

市场经济下的许多热点问题如公司
、

票据
、

破产
、

知识产权等在国际私法中都没有反映
,

因而现有的我国国

际私法制度难以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

有的代表认为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国际私法界应该加强国际

私法基础理论
、

物权
、

债权制度和 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

有的代表指出
:

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平等基

础上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
,

它必然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享有高度的意思自治权
、

独 立 的 产 权 和 签 约 权

、

自

愿 的 交 易 权

。

企 业 的 这 些 权 利 必 然 也 要 求 国 际 私 法 作 出 规 定

。

还 有 的 代 表 指 出

:

在 市 场 经 济 建 设 中

,

国 际 私 法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

具 体 表 现 在

:
1

.

促 进 国 内
市 场 与

国 际
市

场 全 面 衔
接

. 2
.

引 导 我 国 企
业

进 入 国 际 市 场

,

并 且 维

护 它 们 在 海 外 的 合 法 权 益

, 3
.

维 持 国 内
市

场 要
家 与

国 际 市
场

要 素 的
合

理 流 动

。

这 种 合 理 流 动 是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保 持 动 态 平 衡 的 一 种 保 证

,

而 国 际 私 法 正 是 促 使 这 些 生 产 要 素 在 国 际 间 正 常 流 动 的 准 则

。

只 有 在 它 的 作

用 下

,

才 能 作 到 动 而 不 乱

,

才 能 维 待 国 际 贸 易 的 持 续 稳 定 发 展

.

总 之

,

关 于 市 场 经 济 与 国 际 私 法 的 关 系 问 题

,

代

表 们 比 较 一 致 的 意 见 是

:

在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 同 时

,

对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为 保 证 市 场 经

济 的 建 立 和 健 康 发 展
,

完 善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法 制
已 刻 不 容 缓

。

二

、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存 在 的 问 题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存 在 的 问 题

,

代 表 们 普 遍 认 为

;

原 有 的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是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的 产 物

,

现 已 不 能

适 应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的 要 求

,

其 主 要 缺 陷 表 现 在

:
1

.

以
法 律 适 用 规 范 为 中 心 的 国 际 私 法

体 系
还 没

有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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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多 重 要 的 领 城 存 在 着 立 法 上 的

“

真 空
”
和

“

盲 点

” , 2
.

在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中 尚 存 在 着 立 法

比
较 模

糊
的

间
题

,

在

实 践 中 缺 乏 可 操 作 性

,

也 不 利 于 人 民 群 众 了 解

, 3
.

在
立 法 模

式 上

,

由 于 我 国 采 取 分 散 式 立 法

,

《 民 法 通 则 》第 八

章 的 规 定 与 分 布 于 其 他 法 律
、

法 规 中 的 国 际 私 法 规 范 不 一 致

、

不 协 调

, 4
.

有 关
国 际 私

法 的
司

法 实 践 还 有 很 大
差

距

,

法 官 在 处 理 涉 外 民 事 案 件 时 要 么 不 考 虑 外 国 法 的 适 用

.

要 么 在 适 用 外 国 法 间 题 上 犹 豫 不 决

。

这 就 给 本 来 就

不 健 全 的 国 际 私 法 带 来 了 更 大 的 间 题

.

此 外

,

有 的 代 表 认 为

: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中 大 t 的是单边冲突规范
,

最 终 都

指 向 适 用 中 国 法 律

,

而 较 少 考 虑 到 国 际 私 法 这 一 法 律 部 门 的 国 际 性

,

这 势 必 报 害 国 际 正 义

,

对 我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也 不 利

。

有 的 代 表 认 为

: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忽 视 了 市 场 经 济 内 在 要 求 的 国 际 私 法 的 价 值 取 向

,

即 效 益

、

公 平 和

自 由

,

因 而 不 能 很 好 地 完 成 司 法 任 务

,

即 依 据 不 同 的 主 体 地 位 分 别 制 定 不 同 的 法 律

,

不 能 体 现 国 际 私 法 的 整 体

性 和 完 整 性

,

并 且 淇 视 企 业 的 意 思 自 治

,

不 能 自 由 进 入 国 际 市 场

,

自 由 订 立 国 际 经 济 贸 易 合 同

。

还 有 的 代 表 指

出

: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缺 乏 立 法 规 划

,

势 必 影 响 其 立 法 的 进 程

.

有 的 代 表 还 提 出

:

随 着 香 港 及 澳 门 地 区 的 主 权 回 归

日 期 的 接 近

,

区 际 法 律 冲 突 对 于 我 国 来 说 是 一 个 迫 在 眉 睫 的 间 题

,

觅 需 作 出 规 定

。

三

、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的 完 善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的 完 菩 问 题

,

代 表 们 主 要 讨 论 了 完 善 的 途 径

.

对 此

,

许 多 代 表 都 认 为

:

首 要 的 是 要 解 放

思 想

、

转 变 观 念

,

围 绕 市 场 经 济 的 要 求

,

冲 破 过 去 的 条 条 框 框 的 束 缚

,

真 正 使 立 法 反 映 市 场 经 济 的 自 由

、

竞 争 的

特 征

,

并 且 要 肯 定 科 学 的 预 见

,

肯 定

“

超 前 立 法
” ,

发 挥 其 在 改 革 时 期 的 形 成 力 和 导 向 功 能 作 用

.

其 次

,

还 要 大 胆

借 鉴 与 引 进 外 国 法 的 成 功 经 验

,

实 现 立 法 内 容 的 国 际 化

.

由 于 商 品

、

货 币

、

资 金 生 产 的 国 际 化 在 更 大 规 模 和 范

围 内 得 到 迅 速 发 展

,

各 国 经 济 与 国 际 市 场 的 联 系 越 来 越 密 切

,

这 在 客 观 上 则 要 求 我 国 须 制 订 统 一 的 国 际 私 法

规 则

,

以 适 应 国 际 民 事

、

商 事 关 系 的 发 展

.

所 以

,

中 国 国 际 法 必 须 重 视 这 一 现 象

,

敢 于 借 鉴 其 他 国 家 的 法 律

.

法

律 主 要 通 过 借 鉴 而 发 展

,

就 利 用 最 好 的 资 源 获 得 最 好 的 法 律 而 论

,

一 项 具 体 制 度 发 展 的 捷 径 就 是 仿 效

.

再 次

,

要 增 加 投 入

,

实 现 立 法 手 段 的 现 代 化

.

除 了 优 化 立 法 机 关 的 组 成 以 外

,

还 要 加 强 立 法 的 计 划 性 和 主 动 性

,

组 织

各 方 面 的 人 力

、

物 力

、

财 力 参 加 法 律 的 起 草 工 作

,

特 别 要 吸 收 专 家 学 者

,

集 中 力 量 对 我 国 的 国 际 私 法 立 法 作 出

预 测 和 规 范

.

有 的 代 表 还 指 出

:

要 改 善 领 导

,

使 立 法 程 度 更 趋 民 主

,

便 于 比 较

、

充 实

、

提 高

.

还 有 的 代 表 指 出

:

由

于 国 际 民 事 关 系 的 迅 猛 发 展 等 原 因

,

国 际 私 法 的 法 典 化 已 成 为 世 界 上 的 一 种 普 遍 趋 势

.

随 着 我 国 对 外 开 放 的

深 入

、

市 场 经 济 的 建 立

,

有 必 要 制 定 单 行 的 国 际 私 法 法 规

.

此 外

,

与 会 代 表 们 还 对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对 外 国 法 的 借 鉴

、

我 国 国 际 私 法 立 法 的 步 骤 及 若 干 具 体 设 计 进 行 T

深入的探讨
.

在 讨 论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的 立 法 问 题 时

,

本 届 年 会 重 新 提 起 了 一 个 争 论 已 久 的 国 际 私 法 的 基 本 间 题 即 范 围 间

题

.

对 于 这 一 问 题

,

代 表 们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出 发 进 行 探 讨

,

但 仍 然 存 在 着

“

大 国 际 私 法

” 、 “

中 国 际 私 法

”
和

“

小 国 际

私 法

”
之 争

.

经 过 讨 论

,

大 家 都 一 致 同 意 本 研 究 会 会 长 韩 德 培 教 授 提 出 的 主 张

,

即 作 为 一 门 学 科

,

国 际 私 法 学 可

以 把 视 野 放 高 远 一 点

.
随 着 当 代 经 济 关 系 的 迅 速 发 展

,

研 究 与 讨 论 的 范 围 可 以 有 所 扩 大

,

但 是 作 为 一 个 法 律 部

门

,

其 范 围 以 只 包 括 管 辖 权

、

法 律 适 用 及 广 义 的 司 法 协 助 三 个 部 分 为 宜

.

这 是 对 作 为 一 个 法 律 部 门 的 国 际 私 法

的 范 围 的 科 学 界 定

.

在 这 次 会 议 上

,

经 理 事 会 研 究 和 大 会 讨 论

,

决 定 成 立 由 本 会 会 长 韩 德 培 教 授 任 组 长 的 工 作

小 组

,

负 贵 起 草 中 国 国 际 私 法 的 民 间 范 本

,

在 适 当 的 时 候 提 交 给 立 法 机 关 参 考

.

工 作 小 组 还 确 定 了 各 自 分 工 及

工 作 程 序

。

此 外

,

与 会 代 表 还 讨 论 了 国 际 民 事 诉 讼 管 辖 权 间 题

、

国 际 私 法 的 国 际 化 间 题

、

关 贸 总 协 定 与 中 国 市 场 接 轨

间 题 及 证 券 市 场 法 律 间 题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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