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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活动的法律规制 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中国
碳市场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 海事法院对跨省水污染纠纷的管辖权问题研究 协同效益视角下应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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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中的行为人罪责——对其不确定性的规范性检验 论德国法律对艺术伪造行为的规制——兼与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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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选择 论海洋环境保护适用“对一切义务” 立法解释制度的历史渊源探析 对丢失枪支不报罪的
合理性审视——兼论《刑法》第129条的修改 《法律适用法》第21条与《民法通则》第147条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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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下级法院发展的“特别事由”标准 在“马来西亚航空案件”判决后，下级法院对最高法
院所采取的立场进行若干修正，肯定在决定国际裁判管辖权时，准用国内属地管辖的规定。
同时，如果有违背当事者间的公平、裁判的正确和迅速理念的“特别事由”时，则应修正调整并采取
折中的途径。
即，对于涉外案件，首先符合日本国内属地管辖原因时，承认日本法院的管辖权，但如果承认管辖权
有违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即有害于当事者之间的公平等情形时，则否定日本法院的国际裁判管
辖权。
“特别事由”标准既确保了规范的明确性，也可以针对案件的国际性采取柔软的对应，受到学说的好
评。
在1997年7月11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中，也采用了下级法院确立的“特别事由”标准。
 二、日本最新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的具体内容 经过长期的学说争论和判例探讨，日本正式启动对国
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制度的立法。
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曾经讨论过有关国际裁判管辖权的规则，但当时仅仅停留在制定了抽
象的基准，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条文。
此外，自1992年起，由美国提案制定总括性的国际条约，并于1994年开始讨论。
日本国内也等待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结果，因此延迟了关于国际裁判管辖制度的立法进程。
自2008年10月起，法制审议会“国际裁判管辖法制部会”进行审议，并于2009年7月公布了《中间试案
》。
日本国会最终于2011年4月28日正式通过法律修改案，增加了国际裁判管辖权的具体规则。
 （一）一般管辖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3条之二规定以被告住所等为依据的管辖权。
这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原告就被告”原则的体现。
具体而言，对于自然人提起的诉讼，如果被告住所在日本国内时；被告在日本国内没有住所或者住所
不明，但有居所时；被告在日本国内没有居所或者居所不明时，只要在提起诉讼前被告在日本国内曾
经有过住所（不包括最后在日本有住所之后在其他外国又有别的住所的情形）等情况下，日本的法院
具有管辖权。
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社团、财团提起的诉讼，只要其主要事务所或者营业所在日本国内时；在没有主要
事务所或营业所或其所在地不明时，其代表人或者其他主要业务担当者的住所在日本国内时，日本法
院具有裁判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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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师法律评论(第7卷)》依旧秉承《京师法律评论》的一贯宗旨，注重对国内现实法治问题的研究，
同时关注域外法律变动及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积极推动中国法学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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