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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制定出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
但总的说来，中国的法制还未达到健全的地步，许多立法还不完善，有的甚至还是空白。
例如中国的冲突法立法至今仍很落后。
调整国际民事法律冲突的冲突法只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有若干条零散的规定，而在调整区际民事
法律冲突方面更是只有几个司法解释。
今年7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1999年澳门也将回归，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必将日益增多。
这种既复杂又特殊的新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就需要有较为完善的区际冲突法加以调整。
因此，从理论上对中国区际冲突法进行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关注着中国区际冲突法问题，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并写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
现在，论文在作者进行修改和补充后，终于出版成书了。
本书从中国历史上调整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获得启示，通过分析现代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状况和调整
法律冲突的障碍，提出了若干调整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论证了中国区际冲突法的一般规则及其发展
和完善，并具体探讨了几种中国区际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最终得出中国区际冲突法的发展方向将是
导向统一的结论。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富有新意，显示了作者敏于思考、勤于探索的特点。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担任她的导师。
此前作者出版《冲突法及其价值导向》时，我曾为之作序。
现在，我高兴地看到作者又有一部新著问世，特再写几句以为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

作者简介

沈涓，生于湖北武汉。
本科学业完成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秒，获法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学业完成于武流大学法学院，获法学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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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成果：《冲突法及其价值导向》（专著，1993年），《论调整大陆、台湾区际法律冲突的现
状与前景》（论文，1991年），《中国区际冲突法历史研究》（论文1996年），《发展中的最密切联
系原则》（论文，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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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宋时期，被稳固纳入中国体制的蕃夷之国还不多，周围许多异族地区还未能被有效置于中国统
治者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那时的化外人条款主要用于调整国际冲突。
由于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并直接涉及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加上各民族地区法律尚存在很大
差异，所以，唐宋统治者不得不适当考虑对外域法的选择适用。
　　至明清时期，四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已被纳入中国，周围的化外人已大多成为中国人。
同时，至明清时，中国地域上已经经过了秦朝统一、汉至南北朝终、隋至元亡、明清四个民族大融合
时期，各族的文化、习俗、法律已在很大程度上同化。
因此，明清时的化外人条款已开始转为调整国内区际冲突，在去除了国家界限、缩小了法律差异、稳
固了多民族的统一等各种条件下，以中央统一法律适用于涉及化外人的案件，是有效有利的做法，可
为最终走向全国法制的统一作前奏。
况且，从上述清律的规定也可看出，清政府并非决定让任何民族都服从清律，由理藩院管辖的地区便
作为例外。
　　3.对于与中央法律差异较大的民族地区法律，清政府仍给予了较大重视，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
分布面积广泛、新近归附的民族，其法律都受到清政府的尊重。
清政府专门制定了各种单行的民族立法，调整民族地区间关系。
与照搬明律的化外人条款相比，这些民族立法应是清朝调整区际冲突的法律中更重要和更主要的部分
。
从下面的内容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如前所述，清入关前即设理藩院，调整满蒙两地冲突。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