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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7_A7_81_E6_c36_50250.htm (一)冲突规范1、范围与

系属冲突规范在其结构形式上主要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

。冲突范围的“范围”是指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民事法律关

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冲突规范的“系属”是指冲突规

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例如：“不动产依不动

产所在地法”这个法律规范中“不动产”是“范围”，“不

动产所在地法”为“系属”。 2、常见的系属公式(1)属人法

；(2)物之所在地法；(3)行为地法；(4)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5)法院地法；(6)最密切联系地法。3、冲突规范的类型(1)

单边冲突规范该规范只有一个连结点，直接规定某种涉外民

事关系，只适用，国内法或只适用外国法的冲突规范。(2)双

边冲突规范双边冲突规范是指其系属含有抽象连结点，并以

其为依据去推定适用某国法的冲突规范。双边冲突规范的“

系属”中也只有一个“连结点”，该连结点往往以一个抽象

的地点为标志。由于该连结点是抽象的，所以其所指向的法

律存在着是内国法或外国法的两种可能，因而被称为“双边

冲突规范”。(3)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其系属中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家的法律须同时适用于某种涉外民事关系的冲突规

范。(4)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其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适

用的法规，由法院或当事人择其一以适用的冲突规范。(二)

准据法l、特点 (1)准据法必须是通过冲突规范所援引的法律

；(2)准据法是能够具体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

与义务的实体法；(3)准据法必须能够直接确定某一涉外民事



法律关系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与义务。2、准据法的确定准据法

指被冲突规范所援引的，据以确定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

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某个特定国家的实体法。．一般根据

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确定准据法。当冲突规范指向的是多法

域的国家法律时，我国的做法是：依法应当适用外国法律的

，依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冲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

的法律。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

密切联系的地区的法律。(三)反致、转致、间接反致l、反致

所谓“反致”，又称“一级反致”或“直接反致”，指法院

审理某一涉外民事案件时按照本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某一外

国法，而该外国法中的冲突规范却指定此案件应适用法院地

国的实体法，法院据此适用了本国的实体法。 2、转致所谓

转致，又称“二级反致”，是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案件，依

法院地国冲突规范的规定，应当适用某外国法，而依该外国

冲突规范的规定，须适用第三国法，如果法院地国最终适用

了该第三国的实体法，这种适用法律的过程就叫做转致；3、

间接反致所谓间接反致，又称为“大反致”，它是指对于某

一涉外民事案件，依法院地冲突规范的规定，应当适用某外

国法，而依该外国冲突规范的规定，应适用第三国法律，但

是，依第三国冲突规范规定，却又应当适用法院地法，最后

，法院地国适用了其内国实体法，这种法律适用过程就叫做

间接反致。4、我国关于反致、转致的规定如果我国冲突规范

指定某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外国法时，仅指该外国的实体法

而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不发生依该外国的冲突规范进行

反致或者转致的问题．5、公共秩序保留(1) 公共秩序保留是

指法院地国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应当适用外国法时，如果外



国法的适用或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会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

时，限制或排除该外国法适用的制度。(2)我国的公共秩序保

留：我国的民法通则150条作为一条通则性的公共秩序条款，

也没有使用“公共秩序” 这样的措辞，而是这样规定的：依

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能违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6、法律规避构成要件(1)当事人

主观上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故意；(2)被当事人规避的法律必须

是内国冲突规范所援引应当适用的某国实体法，而且是有关

强行性禁止法规，而非任意性法规；(3)法律规避必须是通过

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4)法律规避

必须是既遂的，即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当

事人所希望的那个实体法得到适用，当事人的目的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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