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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制定或者修改本国国际私法，兴起了一股国际私法的
立法改革浪潮。
自从瑞士于1987年颁布《国际私法典》之后，一批国家或地区纷纷颁布了自己的国际私法法规。
其中，既有英美法系的英格兰、加拿大（魁北克省）、澳大利亚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波多黎各联
邦和俄勒冈州等），也有大陆法系的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列支敦士登、日本、韩国以及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越南、蒙古、朝鲜、委内瑞拉和突尼斯等国。
这充分说明国际私法在当今世界各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国际民事和商业交往日趋频繁，客观上
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各种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
　　近20年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得到深入发展，为国际私法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经贸发展更为迅猛，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
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万4千亿美元，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
易国，也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涉外民商事纠纷也随之急速增长。
新情况、新类型的案件不断地出现，由此带来的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更加复杂。
但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部专门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完整国际私法法典，现行国际私法分散
于《民法通则》第八章以及其他单行民商事法律中，且存在诸多空白。
立法的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因此要求进行国际私法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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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十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私法立法改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别从历史和实践的
角度分析了改革背景、实际意义和总体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对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改革建议。
所选择的十个国家或地区中，加拿大魁北克省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是兼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特征的
法律区域，其国际私法立法改革充分体现了两大法系国际私法的融合趋势；澳大利亚的国际私法改革
体现了英美法国家国际私法的成文化努力；罗马尼亚在东欧地区最早进行了国际私法改革，内容非常
完备；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和德国的国际私法改革反映了德语国家国际私法的深厚根基；俄罗斯的国
际私法立法体现了独联体国家法律改革的一般特征，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比利时国际私法典代表了
当今世界国际私法立法的最新和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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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135条是最引人关注的条款，它第一次将“不方便法院原则”引入魁北克法律当中。
由于该原则具有的缺陷，魁北克法院过去一直拒绝在《民事诉讼法典》的框架下采用“不方便法院原
则”。
新法典引入该原则是考虑到国际案件的复杂性。
针对该原则的缺陷，第3135条在用语上进行了限制，即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并且只有经过当事人的
“请求”，魁北克法院才能根据该原则放弃自己的管辖权。
①而第3136条也引进了瑞士法律中的“必要法院”原则（forum of necessity），其目的是在特定情况下
给当事人提供在魁北克法院提起诉讼的机会，比如无法返回本国起诉的难民。
第3137条还第一次将“未决诉讼”理论用于国际性案件中。
在此之前，魁北克法院一直拒绝在国际诉讼中承认外国法院的“未决诉讼”，而只是在加拿大的省际
案件中才给予承认。
不过第3137条给予魁北克法院任意裁量权，魁北克法院仍然可以根据某些理由继续自己对案件的审理
，比如外国法院是“不方便法院”、外国法院没有管辖权或本法院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等。
魁北克法院过去还曾颁发过禁令以阻止外国法院对平行诉讼案件的审理。
第3138条和第3140条为魁北克当局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提供了依据。
特别是第3140条，赋予了魁北克法院在行使国际管辖权时的一种自由裁量权，以便在紧急或严重不便
的情况下为保护个人或其财产而采取必要措施。
　　（二）特别规定　　第二章是关于管辖权的特别规定。
魁北克也像其他普通法地区一样将诉讼分为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两大类，另外还有混合诉讼。
对于不具有财产l生质以及具有家庭性质的对人诉讼，第3141条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任一当事人的
住所或居所只要在魁北克境内，魁北克法院都可以行使管辖权。
第3142—3147条是对该原则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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