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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6BFX058）。
从法律的工具意义和人文主义的维度研究国际私法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是本课题研究的手段创新；
提出将直接适用的法、统一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规范相结合从而使国际私法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具有系统性是本课题研究的思维创新；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作为国际私法的首要基本原则和首要
系属公式是本课题研究的观点创新；指出国际私法应拓宽弱势群体的范围和保护弱势群体的领域是本
课题的内容创新；制定出全面体现“保护弱势群体”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建议稿（草案）作为立法部
门的参考是本课题研究的立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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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屈广清，男，1963年出生，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国际商法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在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多次被ISTP等检索或转载。
出版的教材著作先后获得教育郭精品教材奖、司法部全国优秀教材奖，以及中国法学会和辽宁省，福
建省政府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兼任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
会长、辽宁省国际法学顾问、福建省国际法学会会长、福建省政府顾问组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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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弱势群体的共性与系属公式的特点方面的考量　　尽管学者们对系属公式的界定不同，但有一
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系属公式是国际私法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冲突对应性地采取不同的解决方
法的总结和提炼，是特定的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法一一对应的写照。
比如解决法律行为的问题可以适用行为地法，解决物权的问题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解决涉外民事诉讼
程序方面的法律冲突适用法院地法，之所以要存在系属公式，原因在于有一些法律冲突可以归到同一
范畴，有其共性，因此可适用同样的公式。
如前所述，虽然国际私法中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不同，存在的领域也不同，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
即他们的弱势或劣势地位，这种共性是他们适用同样的系属公式的前提。
　　2.历史发展的需要　　每一个系属公式的形成都不是任意的，都与经济、政治等时代背景有关。
以物之所在地法为例，一般认为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时代。
当时巴托鲁斯提出了不动产物权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动产物权应依照当事人本国法，而后随着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涉外民商事交往的频繁，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得到广泛支持，而动产
物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9世纪之前，由于当时的涉外民商事交往比较少，动产的种类也不多，而且他们一般存放在所有者的
住所地，因此，当时欧洲各国曾经采用“动产随人”或“动产附骨”的做法，也就是动产物权适用所
有人或者占有人的住所地法来解决。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涉外民商事交往的逐渐增多和复杂，动产数目的增大，动产所有者的
住所与动产所在地经常不一致，采用原有的规则就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国
家开始采用物权关系一概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做法。
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对这一领域的法律适用的整合。
同样，在国际交往不频繁的时代，涉外的法律关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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