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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的冲突，是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的法律，由于各

自内容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法律冲突包括空

际冲突、时际冲突、人际冲突等不同类型，属于传统国际私

法中的冲突法范畴。但对空际法律冲突的研究与洋浦开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谈谈此类冲突。 一、洋浦大开

放必然带来大量的涉外因素，必将产生大量的法律适用上的

冲突。对此，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冲突法所调整的民事法

律关系与国民法律关系不同，它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

涉外因素，法律上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例如，中国A

公司与日本B公司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签订了一份从日本进口食

品的合同。在这份进口合同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日本B

公司与法律关系客体即在日本生产的食品都是涉外因素，因

为他（它）们都来自国外。由于冲突法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与国外有某种连结因素，构成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有

可能需要对它适用外国法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但这种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也与国内发生连结，因而国内

法也要对它发生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外国法律的

有关规定是完全一致的，适用其中任何一国的法律结果都一

样，便不会发生法律适用上的矛盾或冲突，也无选择适用法

律的必要。但实际上，一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往往涉及多个

国家，而各国法律千并差万别，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会产生

截然不同的后果，各国都要求本国法律，法律冲突由此产生



。 对外开发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1989年政治风波之

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大开放思想。中央决定海南岛办全

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就是要使海南在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使海南更加开放。海南有包括政策优势、自然优势等在内

的许多优势，但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

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生产力。所以，海南的优势是开放，要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海南的主要任务也是开放，各项改

革措施必须围绕开放主题进行。目前，海南大规模开发建设

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海南也不失时机的提出了“大开放”

的方针，努力使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伐

再大一些，洋浦开发就是重要行动之一。 1991年9月，海南与

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成片承包开发洋浦经济开发

区30平方公里土地的意向书，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项目建

议书。洋浦开发模式是海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标志，也

是我国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标志之一。洋浦经济开发区具有与

国内现有经济开发区、经济区、保税区不同的特点：（一）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特区中的特区，由外商成片承包开发，实

行封闭式的隔离管理，在区内实施保税区的各项政策措施，

对外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二）面积大。外商成片承包开

发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使用期限长。一次性出

让给外商组成的开发企业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四）经

营范围广。开发企业在受让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成片开发，

投资兴建公用设施（包括土地平整、给排水、污水处理、供

电、道路、交通、邮电、景观、绿化和封闭线等），形成工

业用地和其它建设用地条件后，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和经营

公用事业，投资或招商从事工业和其他项目的建设。洋浦大



开放带来洋浦大开发和大建设，这必将带来大量的涉外因素

，产生大量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首先，洋浦经济开发区经

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将主要是外商。中方除金融、保险等企业

可以无条件进入洋浦经济开发区外，其它中方企业将以与外

商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换言之，洋浦经济开发区将以“三

资企业”为主体。因为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大量吸

引外资，如果大量内资进入，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洋浦经

济开发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将大量涉及国外。 （一）资金

来自境外。洋浦经济开发区将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一

个公用设施完善，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同时发展

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港口、仓储、金融及必要的居民服务

等行业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全部投资预计将达

到1361亿港元，其中第一期（前五年）规划投资293亿港元。

以上资金及工业项目投资全部由外方承担，中方即不投入资

金，也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担保。（二）工业建设项目的

投资及招商投资。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已提出第一期工

业项目意向，包括橡胶制品厂、渔船厂、制鞋厂、建材厂、

金属制品厂等。（三）原材料、能源和市场不依赖国内解决

，主要领依靠国际市场。开发区内所需建材和工业生产原料

等，在海南省内资源许可的条件下，可提供便利。开发区内

生产的产品，如为省内所急需，方可经批准，有选择有控制

地输入省内市场。 最后，洋浦经济开发区法律关系的内容将

大量与国外发生联系。所谓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产生、变更

或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开发区内除设立工业区外

，还设立生活区，将发展到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也就是说

，法律关系的内容不仅限于经济、贸易领域，将扩大到婚姻



、家庭、继承及知识产权领域。例如，一个投资洋浦经济开

发区的外商回国时死亡，关于这一事实就是导致涉外继承这

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位于国外的法律事实。 大量的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涉外法律纠纷。

因此，发生大量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避

免。 二、解决洋浦经济开发区将大量产生的法律冲突的方法

是制定国际私法规范。 （一）冲突法解决方法。即通过制定

国内或国际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各种不同性质的涉外民事法律

关系适用何国法律，从而解决法律冲突。因为法律冲突实际

上是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冲突法恰恰是指某种涉外民事法

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冲突法

只指出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某种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144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

”。这条冲突规范只规定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关于不动产

所有权按何国法律处置，并没有规定如何具体处置。这种在

国内法中规定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谓之国内冲突法解决方法

。 冲突法还可以采用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的形式，采用这种

方法解决法律冲突的谓之国际统一冲突法解决方法。例如，

《中苏领事条约》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公民死亡后遗留在

缔约另一方领土上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均按财产所

在地国家法律处理”。 在用国内冲突法解决民事法律冲突的

情况下，由于各国的冲突规范本身并不一定相同，也就是说

，有关国家的冲突规范本身也会发生法律冲突。这种冲突规

范本身的冲突存在，大大增加了涉外民事争议的复杂性。导

致当事人挑选法院，即当事人选择于已有利的法院起诉，从



而使对方蒙受不利。而采用国际统一冲突法解决方法，不仅

可以避免各国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而且能在一定范围内使

各国法院对同一争议做出同样的判决，从而防止了“挑选法

院”现象。 （二）统一实体法解决方法。冲突法不直接规定

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根据它无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缺

乏法律应有的明确性和预见性；冲突法在长期适用过程中，

形成了公共秩序保留等一系列限制其效力的制度，缺乏稳定

性；根据冲突法指定适用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某国实体法

可能缺乏针对性。由于冲突法的上述弊端，从本世纪二十年

代开始，首先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始制定国际统一实体法规

范，来直接调整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关系。例如，中国和罗

马尼亚交货共同条件规定：“如果提出帐单的债权一方能够

证明债务一方对应付金额的全部拒付没有根据时，按照拒付

金额，每拖延一日支付0.1%的罚金，但罚金总额不能超过拒

付金额的8%。”这种解决方法的特点是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

义务关系，从国际冲突法方法到国际统一冲突法方法以致于

国际统一实体法方法，是国际私法发展的自然进程，也是国

际私法发展日趋完善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使解决法律冲

突问题多了一种新的手段或方法。但我们也应看到，统一实

体法多出现在国际经济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在涉外民事法

律关系的许多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制定统一实体法。其次，

国际条约不可能由全部国家参加，在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

以及非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仍靠冲突规范来解决。再次

，在缔约国对条约中的统一实体规定声明保留时，声明保留

的缔约国和非声明保留的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仍要适用

冲突法。最后，对于某个国际条约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条



约也不一定能作出全面和明确的规定，对那些没有规定的问

题，适用冲突法仍是可能的。所以，法律冲突的两种解决方

法只能是相辅相成，谁也不能排斥谁，谁也不能代替谁。 三

、关于国际私法立法还很薄弱，还不能适应“大开放”的形

势需要，急待进一步加强。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关于

立法体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采用如下四种形式： 第一

，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不同篇章中分别列入本国所适用的基

本冲突规范。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受其影响，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巴西等国家的民法典均

采用此方式。 第二，以专门法典或单行法规形式制定系统的

冲突规范。以1896年的《德国民法施行法》为代表，1896年

的《日本法例》，1926年的《波兰国际私法》，1939年的《

泰国国际私法》以及1918年的旧中国北洋政府制定的《法律

适用条例》均受其影响。 第三，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中列入

专章专篇，比较系统地规定法律适用问题。例如，原苏

联1961年颁布的《民事立法纲要》和1968年颁布的《婚姻和

家庭立法纲要》以及保加利亚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

。 第四，在各类单行法规中，就某一类涉外民事法律规定法

律适用条款。这是在法制逐步完备的过程中产生的办法。如

原苏联的海商法及英国的汇票法中就包含有冲突规范。 我

国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的《广东省经

济特区条例》、1982年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1983年的《商标法》、1985年的《专利法》等法律已有

了国际私法规范，特别是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和《

继承法》，在新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正式产生了冲突规范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专门设立第八章“涉外民事法



律适用”，比较系统地规定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合同、侵

权行为、结婚、离婚、抚养、继承等基本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我国的立法实践中看，基本上采用的是

第三、第四种方式。从发展的角度看，宜采用第二方式，即

制定专门法典。但国际私法法典或冲突法法典的制定是一项

浩繁的庞大工程，国家还没有列入立法计划，短期内根本无

法完成。所以，对洋浦开发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

专门为洋浦开发区或海南经济特区制定单行国际私法法规或

冲突法规范是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 （二）、专门为洋浦经

济开发区或海南经济特区制定单行国际私法法规或冲突法规

范的工作千头万绪，应分别轻重缓急。 国际私法的主要规范

包括：（1）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2）涉外物

权的法律适用规范；（3）涉外债权的法律适用规范；（4）

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范；（5）国际经济贸易与经济技

术合作的法律适用规范；（6）涉外婚姻、家庭与继承的法律

适用规范；（7）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规范；（8）涉外商事仲

裁程序规范。 我国早在50年代就设立了对外贸易仲裁和商事

促裁机构，并分别制定了仲裁程序规则。1991年4月9日颂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第四编涉外

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并设立了第二十八章仲裁。这样

，使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的立法日益完善起来。 关

于涉外婚姻、家庭与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民法通则》中

已有原则规定，洋浦开发初期，涉外婚姻、家庭与继承的立

法与法律适用问题不会很突出。 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领域，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国内专用实体法，排斥外国法的适用，从

根本上避免了法律冲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



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规定：“在本条例范围内，合作开

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

律、法令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参与实施石油作业的企业和个

人，都应当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的检查、监督。” 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国际私法问题主要包括

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以及国际贸易支付等三

个方面。上述方面的法律冲突主要由国际惯例、国际公约来

调整。例如，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对离岸价格等14种价格条件的内容做了统一解释，经常为各

国商人引用。1978年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就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买卖双方责

任、风险的转移、违约责任等做出了全面规定。该公约较多

地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斗争的成果以及在国际上通行的习惯

做法。我国为该公约的成员国之一。 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

国际商会、联合国贸易法会等机构制定了《1924年海牙规则

》和《1978年汉堡规则》。我国虽不是上述规则的参加国，

但在实践中采用了《1924年海牙规则》中有关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的规定。例如，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及中国对外贸易运

输总公司所制定的格式提单中，都明确规定按《1924年海牙

规则》来确定承、托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目前还没有调整国

际货物运输保险的统一实体法公约，我国也没有制定与国际

货物运输保险有关的法律。在实践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根

据我国的情况，参照国际惯例，制定了货运保险条款。主要

有：1981年的海运保险条款，1976年的空运、陆运保险条款

。 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方式是跟单汇票、跟单信用证、跟单

托收。关于票据和信作证国际上有一整套做法。例如，国际



联盟1930年在日内瓦通过的《本票、汇票统一法公约》、《

解决本票、汇票若干法律冲突公约》、《本票、汇票印花税

公约》。1931年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通过了《支票统一公

约》、《解决支票若干法律冲突公约》、《支票印花税公约

》。我国未参加上述公约，也未制定有关法律，但在国际贸

易实践中，我国参加国际上一般通行做法，其中包括上述日

内瓦关于本票、汇票公约中的规定。关于跟单信用证问题，

国际商会于1930年公布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经过五

次修改后于1975年10月正式公布。我国银行未正式宣布采用

该《惯例》，但在实践中参照《惯例》中的有关做法。 知识

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我国已经制定了专利法

、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都有调整相应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条

款，虽不具体尚可资遵循。关于涉外债权主要包括合同之债

侵权行为之债与不当行得利与无因管理之债。关于涉外经济

合同的法律冲突可适用《民法通则》与《涉外合同法》。关

于侵权行为之债及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还没有单法规规定，特别是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涉外侵权问

题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所以，急待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外国

人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所必须解

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及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我

国的民法通则有及其他法律中只有简单的原则性规定。洋浦

开发，应首先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以解燃眉之急。 （三）注

意研究判例。上级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成为处理以后发

生的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称为判例。在英美等普法国家，

大部分冲突规定只起补充判例的作用。 判例在大陆法系的制

定法国家，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判例仍然是国际私法的



一种渊源。无论是《法国民法典》、《日本法例》与《德国

民法施行法》，对国际私法问题的规定都不可能是很充分的

，法院判例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方面也起重要作用。我

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只适用于本案，对当事人有效，不起

法律规范的作用，不是法的渊源。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极其

广泛和复杂，立法机关不可能对涉外民事法律冲突事先都确

定对策。因此，给予司法机关一定的机动权力，在成文不完

备、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判例确定合理的解决办法已

成为必要。为了加强冲突法的制定工作，应尽快着手整理和

分析我国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特别是与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案

件材料，总结经验教训，以供立法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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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