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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发展正呈现出强劲的趋同化走势，不仅各国的国内法相互借鉴，逐渐趋同，
而且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国际条约也越来越多，但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趋同化走势并不意味着各国法
律的完全一致，各国法律之间仍会存在一些冲突。
买卖合同中的货物所有权转移即是各国法律中长期存在冲突的领域之一。
基于货物所有权转移对当事人利益的重要性，国际社会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统一，但因各国的分歧
太大，至今仍未有重要进展。
那么，国际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到底存在哪些冲突呢？
这些冲突又应当如何解决呢？
　　周后春博士的《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
是我国第一本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专著。
该书分别就货物所有权转移在实体法上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提单的交付与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
冲突与法律适用、货物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等问题逐一进行了探讨。
该书的特色在于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问题同时从实体法和冲突法的
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观点，如作者提出货物所有权转移法律适用规
则之构建应与该国实体法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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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的选题布局及内容的写作都得到了我的导师屈广清教
授的指导，在《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出版之际，感谢屈广清教授多年来对我
学业上的深刻指导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
我的硕士导师李双元教授多年来一直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我在长沙学习与工作期间，李双元教授经
常亲自仔细批改我的论文，逐字逐句地校对我的翻译稿，经常是连续数小时地指导我学习和生活上的
各种问题，每每想起这些，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李双元教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人格高尚，平等、宽容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耐心地讲解学生提出的
每一个问题，他的为学与为人的风范令人尊敬，值得我不断地学习。
在《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出版之际，我要对李双元教授对我的培育之恩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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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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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继从不同方面指出这一原则的缺陷。
如有的认为，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物的所有人的住所经常发生变化，购买人或者受让人很难知道所
有人的住所到底在什么地方，即使知道，也很难了解其住所地法的具体内容，不如亦适用物之所在地
法更易于为当事人所掌握。
且就一项权利归属有争议的动产来说，如双方当事人住所不在同一国家，究竟适用其中哪一人的住所
地法，也不好确定。
而在适用当事人的国籍国法做属人法时，在跨国贸易大量发生的情况下，动产所有人可能久与其国籍
国没什么联系，仍得在有关交易中受其本国法的制约，此于所有人亦并不一定有利。
加之物应受其所在国家的法律支配，也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要求。
拉沛尔还曾指出：物之所在地法不仅应为所有国家所尊重，而且应适用于所有财产，只有这个法律，
才是最适合于解决所有财产的物权方面的问题的。
①萨维尼认为：不分动产与不动产，统一适用所在地法，早与法则区别说的“物法”观念相联系了。
他认为：“该惯用语意在表明主要用于支配物权的法律将适用于位于立法者领域内所有的物，然而长
期以来，这个正确原则的承认却受阻于一个武断的区分，而这种区分破坏了该原则固有的效力和一贯
性。
”他还指出：“对动产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适用住所地法这种区分最不足之处总是被其维护者所规
避和隐瞒。
他们只说人的住所决定支配（动产）的本地法，但这里的‘人’指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人是指与该物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
但这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因此整个原则即使被承认，也是十分不确定、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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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物所有权转移是各田立法中存在较大冲突的领域之一，国困际社会有关货物所有权转移之法律
冲突主要应通过冲突法的方式解决。
国际货物所有权转移法律适用规则之构建应以该国有关货物所有权转移实体法的规定为基础，根据该
田有关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是属于强行法规则还是任意法规则而确定货物所有权转移法律适用规则
之立法模式，同时还应考虑当代图际社会物权立法之新发展，与国际社会民事法律政策之变迁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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