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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合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国际法》主要解决跨国民间交往中形成的民事商事关系的法律适
用问题和国际（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其解决前一问题的方法主要通过冲突规则规定特定民商事关系
适用何国（地区）法律，解决后一问题的方法则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法中的特殊程序规则来规定
如何进行域外取证、域外送达和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方面的司法协助。
国际私法主要不是通过实体法的方法来解决跨国民商交往中的法律问题。
这是这一部门法区别于国内民商法的重大区别。
国际私法的渊源也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内法中的冲突规则和国内诉讼、仲裁
的特殊程序规则，这些法律条文以往主要分布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继承法》、《海商法
》、《民用航空法》、《票据法》等法律文件中，而自2011年4月1日，随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的生效，旧的法律规则有的被替代，有的被废除，有的被改变，并且还新增了若干条文，新的法
律的很多规定体现了最新的国际私法理念，读者阅读《众合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国际法》都应加
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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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目前一般认为，在民商事范围内，中国缔结的条约与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部分，在国内可
以直接适用。
其法律根据除了上述《民事诉讼法》第236条的规定外，最基本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
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其他一些民商事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民商事条约的这种直接适用也得到了大多数司法实践的支持。
 4.民商事以外的条约，能否在中国国内直接适用，需要根据与该条约相关的法律规定，结合条约本身
的情况进行具体考察才能作出恰当的结论。
另外，注意到条约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情况，乃至台湾地区的相关情况，则条约在中国适
用的情况就更加复杂。
 5.关于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解决，上述《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很典型，其他有些法
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因此，在民商事范围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条约可以优先适用。
与条约的适用问题相似，在整个法律范围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的优先适用问题，也还没有统一全
面的明确规定。
所以，在实际问题上也要根据有关条约和我国相关法律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6.关于国际习惯在国内法中的地位，我国宪法也没有规定。
典型的规定是《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
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
从该款规定看，民事范围的国际习惯和惯例在国内适用时没有作区分，它们的适用次序排在国内法和
条约之后，作为对国内法和条约的一种补充，并且对适用惯例作出了公共利益的限制和保留。
 7.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我国的实践正在发展中。
如2002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是针对有关协议在
国内的适用所涉问题作出的。
一般认为，该文件的规定，是从WTO协议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的司法实际出发，排除了WTO协议文
件在中国法院的直接适用性。
在此之后，2002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遵循了这种思路。
这表明，在WTO协议在国内的实施方面，我国将倾向于主要采取“转化”的方式。
 转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制定与缔结的条约内容一致的国内法，在国内实施新制定的法律；另
一种就是修改国内原有的法律，使之与缔结的条约的内容一致，在国内实行修改后的法律。
比如，为履行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我们按照该协议的内容修改了
《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这就是通过转化的方式来实施我国缔结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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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段庆喜、李曰龙所著的《国际法》体例编排好，较好的实现了学科基本理论、我国现行法解释与生活
实例的完美结合；内容选择精当，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语言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楷体字段落部分
起到了延伸阅读与及时的答疑解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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