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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代理和时效、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以及继承的法
律适用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国际民事诉讼问题以及国际商事仲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研
究和制度剖析，并在广泛比较、借鉴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最新立法成果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针
对我国国际私法现行立法的不足、涉外民商事司法和仲裁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建构、立法完
善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
    本书可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作为国际私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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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杰（1972- ），女，湖北省松滋市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法学博士，现任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北京仲裁》顾问，上海、武汉、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自1997年以来，先后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武汉大学学报》、《法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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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当事人既可以在一国国内法中选择，也可以在有关的国际法中选择，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
惯例。
对此，当今各国立法和实践大都未作限制。
、　　允许当事人选择有关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包括实体法条约和实体性国际惯例），可以大大拓展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使当事人能有更多比较和选择的机会，从而更易于就法律的选择达成一致。
另外，由于这些实体法条约或惯例，要么是经有关国家反复磋商达成，要么是长期的国际实践中发展
形成且为各国公认和共同遵守的，相比于国内法明显更具国际可接受性和国际影响力，通常也更成熟
和更完备。
同时，对于当事人而言，它们也比国内法更具中立性。
因此，当事人往往更愿意在上述有关国际法中进行选择，从而也更容易就这些法律的选择达成一致。
�　　对于第二个问题，长期以来，各国一直多有争议。
一些国家的学者或立法从维护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以及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角度出发，要
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而另一些国家则通常没有这种限制或要求。
晚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内立法和有关的国际条约规定，只要不违反法院地国家的公共秩序
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必与合同有实际联系。
　　各国作出这种选择或转变，无疑有利于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和运用。
因为，允许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实际联系的法律，一方面可以扩大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有利于当
事人就法律的选择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则可以打破合同与特定法律（即所谓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地方
的法律）之间某种僵硬和机械的联系，有利于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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