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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第二节 冲突规范一、冲突规范

的概念与特征冲突规范的概念很重要，是学习国际私法的基

础。冲突规范是指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实体法

的法律规范。在国际私法上，也把冲突规范称作法律适用规

范或法律选择规范。冲突规范本身并不直接规定涉外民事关

系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而只是指明应该适用哪一

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这种权利和义务。通过这一指引，使有

关国家的实体法最终得到适用，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才是完

整和有效果的。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中的核心规范，也是国

际私法的独特规范，其他法律中没有此类规范。冲突规范作

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具有以下特点：1．冲突规范并不直接

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能直接构成

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准则，因而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仅仅

起到间接调整的作用。2．就冲突规范的性质而言，冲突规范

是一种既不同于实体规范又不同于程序规范的特殊类型的法

律适用规范。3．冲突规范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规范结构。一

般法律规范的结构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而冲突规

范则由“范围”和“系属”两大部分构成。32 下列选项中哪

些法律规定属于冲突规范？A．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

在地法B．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

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C．扶养适

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D．中国已婚的公



民，夫妻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的，应由原告或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答案：AC。B和D都

属于实体法规则。只有A、C是指出“物权关系”“扶养关系

”应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符合冲突规范的定义。二、冲突

规范的结构1．冲突规范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

“范围”是指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或要处理的法律

问题，“系属”则是调整这一民事关系或处理该法律问题所

应适用的法律。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4条规定：“不

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这条冲突规范的“

范围”是不动产所有权法律关系，“系属”是不动产所在地

法律。又如，《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

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这条冲突规范

中，“范围”是涉外合同的争议，“系属”是合同当事人选

择的法律。2．连结点。在冲突规范的“系属”中，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把特定的民事关系或法律问题

和某国法律连结起来的纽带或标志，在国际私法术语中称为

“连结点”或“连结因素”。冲突规范的“系属”就是由“

连结点”加上其导向的法律所组成的。“连结点”存在于系

属当中，它本身并不是冲突规范中一个独立的部分。但是在

指引法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重要的，是适用何国法律的桥梁

和纽带。33 一个19岁的西班牙人A在中国缔结一份供应钢材

的合同，逾期未交货，合同的中方当事人诉至中国法院，要

求A承担违约责任。A以自己19岁未达到西班牙法律25岁为完

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定条件而抗辩。这是一个涉外纠纷，遇到

了法律适用问题。我们假定有这样两个不同的规则。一个冲

突规范是：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当事人的本国法，依该规则



确定法律适用，指引的是西班牙法律，结论是该西班牙人无

行为能力，合同无效。另一个冲突规范是：如果根据当事人

的本国法无行为能力，而根据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则适用

行为地法，结论是适用中国法，因为契约在中国缔结，那么

该人具有行为能力，合同有效，构成违约。这两个规范的不

同之处在于“连结点”，正是不同的连结点，使案件适用了

不同国家的实体法，结论也恰恰相反。国际私法上常见的连

结点有：国籍、住所或居所、营业所、物之所在地、行为地

、法院地、当事人的合意选择、与案件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

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等。像“当事人的选择”和“最密切

联系地”这些后来发展起来的连结点，与一些传统的连结点

相比，前者开放而富于灵活性，后者僵硬而缺少弹性。灵活

性连结点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发展需要而对传统

连结点进行“软化处理”的结果。了解连结点的含义之后，

以下关于连结点的几个结论是应该注意的：（1）“连结点”

不是冲突规范的独立部分，它存在于冲突规范的系属当中。

（2）“连结点”的作用。表面上看，它是将法律关系与法律

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和桥梁，实质上对法律适用起着导向的作

用。（3）“连结点”有多种分类。第一，连结点可分为主观

连结点和客观连结点。主观连结点是指当事人的意思，这个

连结点主要用来确定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客观连结点主要

有住所、国籍、惯常居所、物之所在地、行为地、履行地、

法院地等，这种连结点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标志。第二，连结

点可分为静态的连结点和动态的连结点，静态连结点就是固

定不变的连结点，主要指不动产所在地以及涉及过去的行为

或事件的连结点，如婚姻举行地、合同缔结地、法人登记地



、侵权发生地。动态的连结点就是可变的连结点，主要有国

籍、住所、居所、动产所在地等。（4）动态连结点的灵活性

为当事人规避法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当事人规避法

律时改变的是动态连结点。三、系属公式系属公式，又称冲

突原则，是指公式化和固定化的系属，它适用于解决同类性

质的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常见的系属公式有以下几个：（

一）属人法指以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为连结点的系属

公式，主要用于解决有关人的能力、身份、婚姻家庭和财产

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属人法在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

原则：一是本国法原则，即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

结点。另一种是住所地法原则，即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作为其

属人法的连结点。采用本国法原则的多为大陆法系国家，而

采用住所地法原则的多为英美法系国家属人法需要掌握的主

要内容有：（1）可以作为属人法连接点的有：国籍、住所地

、惯常居所地。（2）属人法用来解决人的能力、身份及动产

的法律适用问题。（3）法人属人法指法人国籍所属国的法律

，通常指法人登记地国的法律。（二）物之所在地法这是指

作为民事关系客体的物在空间上所位于的国家的法律，常用

于解决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关系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现代社

会的普遍做法是：动产、不动产物权都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