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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私法学（第4版）》属于小国际私法法理论体系，也是世界上多
数国家所接受的理论体系。
本书根据我国的涉外民商事立法，特别是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冲突法则、外国人民事地位规则和涉外
民事程序规则，并且充分注意了各国法律和公约有关国际私法的有效规定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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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仲伯，1929年出生，江西余干县人，194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该县瑞洪区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任
职。
1951—1955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政法学院)从事国际
私法教学工作至今，先后被聘任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国际法教学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组组长，研究生导师。
目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教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我国一些著名大学校长、副校长、
法学院院长、国际法系系主任以及在国外从事教学研究和律师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他当年授课的本科
生和指导的硕士生。
1987年以来，曾被推选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
法与比较法年刊》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起草小组成员。
多次被评为系、校、全国优秀教师。
主编和合著的主要出版物是：《国际私法》、《国际私法学》、《国际私法教程》、《国际经济法通
论》、《国际经济法大辞典》、《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海峡两岸法律冲突及海事法律问题研
究》等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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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中国国际私法学术史(二)——新中国国际私法学术史
  ■第四章  冲突规范(一)——法律冲突、冲突规范与准据法
    第一节  法律冲突
    第二节  冲突规范的概念、结构与类型
    第三节  识  别
    第四节  准据法及其确定
  ■第五章  冲突规范(二)——限制适用外国法的制度
    第一节  反  致
    第二节  公共秩序保留
    第三节  法律规避
    第四节  外国法内容的查明
  ■第六章  区际私法
    第一节  法域与区际私法概述
    第二节  区际私法的体制和形式
    第三节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与区际私法
第二编  国际私法主体
  ■第七章  外国人的民事地位
    第一节  外国人民事地位概述
    第二节  外国人民事地位的历史演进
    第三节  外国人民事地位的几项制度
    第四节  外国人在中国的民事地位
  ■第八章  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
    第一节  自然人
    第二节  法  人
    第三节  国  家
    第四节  国际组织
  ■第九章  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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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  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第十章  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节  代理(一)——主要国家的代理法律适用法
    第三节  代理(二)——关于代理的法律适用公约
第三编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十一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结  婚
    第二节  夫妻关系
    第三节  父母子女关系
    第四节  离  婚
    第五节  收  养
    第六节  扶养与监护
  ■第十二章  继承与遗嘱
    第一节  法定继承
    第二节  遗嘱继承
    第三节  无人继承财产
    第四节  遗产继承和遗嘱的海牙公约
第四编  物权、知识产权与债权
  ■第十三章  物权(一)——物权法则
    第一节  物权及其法律冲突
    第二节  物权法则的历史发展和场所确定
    第三节  物权法则的适用范围和例外
    第四节  中国物权的法律适用
    第五节  海牙动产所有权转让公约
  ■第十四章  物权(二)——物权转移的其他法律问题
    第一节  国有化
    第二节  信托(一)——信托一般法律适用
    第三节  信托(二)——海牙信托法律适用公约
    第四节  国际破产
  ■第十五章  知识产权
    第一节  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冲突
    第二节  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
    第三节  知识产权立法的冲突原则
    第四节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法律适用
  ■第十六章  债权(一)——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综述
    第一节  涉外合同及其法律冲突
    第二节  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原则
    第三节  电子合同国际私法问题
    第四节  中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
  ■第十七章  债权(二)——国际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
    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一)——国际买卖合同和买卖合同公约
    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二)——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和国际贸易惯例
    第三节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
    第四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第五节  国际贸易支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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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债权(三)——国际投资等合同的法律适用
    第一节  国际投资合同
    第二节  国际借贷合同
    第三节  国际许可合同
    第四节  国际劳务合同
    第五节  国际消费合同
  ■第十九章  债权(四)——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第一节  侵权行为及其法律冲突
    第二节  一般涉外民事侵权行为
    第三节  特殊涉外民事侵权行为
    第四节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第五编  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
  ■第二十章  国际民事诉讼(一)——国际民事诉讼综述
    第一节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第二节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
    第三节  期间、证据、诉讼保全和诉讼时效
  ■第二十一章  国际民事诉讼(二)——国际民事司法管辖权
    第一节  国际民事管辖权概述
    第二节  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平行诉讼
    第三节  关于民事管辖权的国际公约
    第四节  我国关于民事管辖权的立法
  ■第二十二章  国际民事诉讼(三)——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第一节  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概述
    第二节  域外送达文书
    第三节  域外调查取证
    第四节  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一)——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五节  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二)——中国区际间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二十三章  国际商事仲裁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第三节  仲裁协议
    第四节  仲裁程序
    第五节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六节  网上仲裁的基本问题
    第七节  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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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第2条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
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
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由此可见，由于各国对“推定存活”制度的规定不同，也可能使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产生法律冲突。
 （2）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包括宣告失踪，又称推定死亡。
发生宣告死亡或推定死亡的情况，主要是基于一个人下落不明而引起的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导致
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或终止。
所谓宣告失踪，具体是指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住所或居所达到法定期限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状态，经
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法院宣布其为失踪人的制度。
所谓宣告死亡，则是指失踪人离开其住所或居所下落不明超过法定时间，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申请，
法院宣告其死亡的制度。
除了只有死亡宣告而无失踪宣告，以及只有失踪宣告而无死亡宣告制度的国家外；对于既实行宣告失
踪又实行宣告死亡制度的国家来说，宣告失踪并不等于宣告死亡，两者的法律效力各不相同：宣告死
亡可以引起与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而被宣告为失踪者得要满一定期限，才可宣告死亡，从而终
止失踪人的权利能力。
 关于宣告死亡和宣告失踪之法律制度，以及具体的必备条件、法定程序与方式等方面，各国法律规定
大相径庭。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各国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采取的体制不同。
有的国家（如中国、前苏联）既规定有宣告失踪制度又有宣告死亡制度，但按中国的司法实践，宣告
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要程序；有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只规定有宣告失踪制度而无宣告死亡制度
；有的国家（如德国）只规定有宣告死亡制度而无宣告失踪制度。
 （2）各国关于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的时间规定不同。
《日本民法典》第30条规定：“⋯⋯人于7年时间生死不明时，⋯⋯可以实行失踪宣告。
⋯⋯战争停止、船舶沉没或危难消失后，于一年间生死不明时，亦同。
”法国也只实行失踪宣告，但具体内容同日本有所差别。
《法国民法典》第112、122条分别规定：“某人停止在其住所地出现，且他人无其音讯时，监护法官
得应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或检察院的请求，确定为推定失踪。
⋯⋯确认推定失踪的判决作出后经过10年，应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或检察院的请求，得由大审法
院宣告失踪。
”只采用宣告死亡制度的《德国民法典》，在其被纳入《失踪法》中的第13～20条则规定：“自得知
去向不明者最后消息的年底起，满l0年就可以宣告死亡，满70岁的人只需5年，不满31岁的人不得宣告
死亡。
”前苏联规定满1年可宣告失踪，满3年可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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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私法学(第4版)》属于小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接
受的理论体系。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私法学(第4版)》根据我国的涉外民商事立法，特别是这些法律、法规
中的冲突规则、外国人民事地位规则和涉外民事程序规则，并且充分注意各国法律和公约有关国际私
法的有效规定进行撰写的。
运用比较分析和联系实际的方法，基本做到了概念明确，论据充分，以案说法，重点突出，语句通俗
，旨在能够为涉外工作单位或司法实践部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参考，为法学本科生在学术上继
续深造，拓宽国际私法知识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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