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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B3_95_E5_c36_50229.htm 一、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的法律适用 1、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有关法律关

系的准据法、法院地法、属人法）； 2、自然人行为能力的

法律适用（属人法及两个例外不动产、商务活动） 第一百四

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民通意见１７９．定居国外的我国公

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

法律；在定居国所为，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民通意见１

８０．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

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民通意见１８１．无国籍人的民事

行为能力，一般适用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

住所地国法律。 3、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重叠适用其本国法和内国法） 二、时效的法律适用 我国最高

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195条 民通意见１９５．涉外民事法

律关系的诉讼时效，依冲突规范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准据法

确定。 三、物权的法律适用 1.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及其例外 a.

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范围：(1)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2)决定

物权客体的范围；(3)决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4)决定物权的

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的方式及条件；(5)决定物权的保护

方法。 b. 物之所在地法适用范围的例外：（1）运送中的物品

的物权关系一般适用送达地法或发送地法；（2）船舶、飞行

器等运输工具的物权关系一般适用登记注册地法或旗国法；



（3）外国法人终止或解散时有关物权关系一般适用法人属人

法；（4）遗产继承，目前主要有单一制和区别制两种做法。

2.我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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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

》第186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

等民事关系，均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我国《海商法

》就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民用航空法》就民用航空器物

权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 第二百七十条船舶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和消灭，适用船旗国法律。 第二百七十一条船舶抵押权

适用船旗国法律。 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

设立船舶抵押权的，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 第二百七十

二条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

八十五条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民用

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 第一百八十六条民用航空器抵押权

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 第一百八十七条民用航空

器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例题）37．依

我国《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民用航空器的转让、抵押，应

当适用哪国法律？ A．民用航空器转让、抵押地国法律 B．

民用航空器所在地国法律 C．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 D

．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国法律 （例题）71．根据我国《海

商法》关于船舶物权问题的规定，下列表述哪些是正确的？

A．船舶抵押权适用抵押地法律 B．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

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C．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

行为地法律 D．船舶在光船租赁期间设立船舶抵押权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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