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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理论、法和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德国国际私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书研究德国国际私法从15世纪的“法则区别说”到21世纪初的发展历程，着重探讨其理论学说
及立法的发展演变。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德国国际私法历史的介绍和分析，为中国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
增长点”，同时为将来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提供比较和借鉴的“参照系”。
　　本书将德国国际私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法则区别说”时期、“近代国际私法”时期和“
当代国际私法”时期。
“近代国际私法”和“当代国际私法”均属于现代国际私法。
当然，这种划分也仅是出于研究的方便。
本书因此而分为三编，共十二章。
第一编为“法则区别说”时代，包括第一、二、三章。
第二编为“近代国际私法”，包括第四、五、六、七、八章。
第三编为“当代国际私法”，包括第九至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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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涛，男，1971年6月生，湖北省襄樊市人。
1999年和2002年分别获武汉大学法学际国际法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主要学术成果有《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专著）、《国际私法》（第一作者）、《内地
香港的法律冲突与协调》（合著）等，《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合译），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二十
多篇。
主持和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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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研究德国国际私法从15世纪的“法则区别说”到21世纪初的发展历程，着重探讨其理论学说
及立法的发展演变。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德国国际私法历史的介绍和分析，为中国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
增长点”，同时为将来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提供比较和借鉴的“参照系”。
　　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受到德国法的巨大影响。
中国法律，尤其是私法，包括国际私法，从整体上来看应当属于大陆法系，并偏向于大陆法系中的德
国分支。
如果将我国的国际私法著作与德国国际私法著作进行比较的话，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不仅
是在体系结构上，而且反映在具体概念和法律术语上，甚至包括“国际私法”这一名称上。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很可能也会采用或大量借 鉴德国法模式。
民法如此，作为民法典的施行法的国际私法也应当如此。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国外的民商事交往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国际私法将会拥有更大
的用武之地。
但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尚存在诸多空缺，现有的立法也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国际私法的法典编纂相信也是不久之后的事。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研究，并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私法(示范
法)》，以期对将来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树立典范。
作为法典编纂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对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实属当务之急。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然而，尽管我国国际私法受到德国国际私法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
者对德国国际私法的介绍和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因此，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并希望能对未来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本书将德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法则区别说”时期、“近代国际私法”时期和
“当代国际私法”时期。
“近代国际私法”和“当代国际私法”均属于现代国际私法。
当然，这种划分也仅是出于研究的方便。
本书因此而分为三编，共十二章。
第一编为“法则区别说”时代，包括第一、二、三章。
第二编为“近代国际私法”，包括第四、五、六、七、八章。
第三编为“当代国际私法”，包括第九至十二章。
　　本书首先介绍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德国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
由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立法时代之前，国际私法主要是一种学说法，因此这一部分的介绍也就
依照学者的年代顺序进行（第二章）。
相对于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国而言，德国的国际私法发展比较晚。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德国“法则区别说”，有必要对在此之前的其他国家国际私法的理论发展进行介绍
（第一章）。
直到16世纪，德国才出现了专门研究法律冲突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同属于“法则区别说”。
德国的“法则区别说”并没有多少独创之处，基本上是对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学者理论的继受。
但个别学者如赫尔特等，在国际私法史上也具有独特的地位。
赫尔特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冲突法专著。
　　但是，“法则区别说”是在德国学者手里被终结的，其终结者是薛夫纳、魏希特和萨维尼。
薛夫纳和魏希特是从“法则区别说”到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过渡人物，但他们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
大影响（第三章）。
薛夫纳首创了“国际私法”这一名称；而魏希特的理论则开创了国际私法中的“民族主义”路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国际私法>>

可惜他们都没能建立起新的国际私法理论体系。
　　萨维尼被公认为是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创立人。
因此，萨维尼的国际私法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第四章）。
萨维尼提出了“法律关系本座说”，实现了国际私法方法论上的革命性转折，被誉为国际私法史上的
“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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