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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各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全人类文明的传承，各国文化的延续和各
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我国在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大量的文化珍宝流失海外、非法盗掘、
非法出口和走私问题十分突出。
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框架对我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书以国际法和比较法为视角，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期望能
为传统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拓宽法学研究的领域，为提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的理论研究水平与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发挥积极的作用。

　　该书分为四篇共20章，主要围绕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的国际法保护、武装冲突下文化财产的国际
法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特点：（1）该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内容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
，涵盖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
（2）该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较好互动与结合。
在评析有关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制度和理论问题的同时，对实践中发生的有关文化遗产争议的典型
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例如，分析了圆明园鼠兔首等与我国关系密切的文化遗产国际保护事件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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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军，女，1964年11月出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私法
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艺术法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产业立法。
现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欧洲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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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核心及其他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国际贷款法》，参加撰写专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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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于1991-1993年获日本政府文部省奖学金，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学
习；2000年1月至7月获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所
从事研究工作；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获哈佛燕京奖学金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
曾多次赴日本、葡萄牙、奥地利、荷兰、美国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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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当把被盗文化财产所有权冲突识别为侵权问题的法律冲突时，面临的
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侵权行为地有时可能无法确认；第二，侵权行为地在有些案件中具有偶然性
；第三，在被盗文化财产的跨国流转中，侵权行为地往往有多个。
因此，识别为侵权问题的法律冲突，可能会因为适用的侵权行为地法的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的实质差
异。
因此，笔者不主张将其识别为侵权问题的法律冲突。
（2）识别为财产权问题。
当把原始所有人和善意持有人之间的冲突识别为财产所有权的冲突时，我们关注的重点将集中在原始
所有人的所有权遭掠夺的发生地，并意图依据该发生地法律最终决定原始所有人和善意持有人之间的
权利归属。
笔者认为将原始所有人和善意持有人之间的争议识别为财产权问题的冲突比较合理，其可以最大可能
地保证案件判决的一致性，有利于被盗文化财产成功的追索和文化财产来源国文化财产的保护。
2.所有权争议的准据法将原始所有人与善意持有人之间的所有权争议识别为动产物权的问题后，下一
步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解决该争议的准据法。
对于动产物权的法律冲突，各国普遍采用的一般原则是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但是，对于文化财产这一特殊的动产而言，法律选择规则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被盗文化财产的所有权冲突的法律适用应以有利于返还被盗文化财产为法律选择的价
值取向，而不应该一概适用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必要时也应该适用文化财产来源国法。
（1）物之所在地法。
支持应当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观点认为，根据一国主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动产受其所在地法律管辖是
应当的。
其次，现今文化财产跨国交易的规模和频率都大大加强，流动资本增加，流转文化财产的数目增加，
经非法出境的被盗文物可能遍及数国，并在数国涉及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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