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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及产生背景 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指与涉外民事法律

关系有最密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它是国际私法中一个较新的

系属公式，许多国家都在颁布的冲突法中将这一系属公式用

于解决合同关系的法律冲突，一些国家还将这一系属公式用

于解决抚养、侵权行为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对涉外民事

法律关系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国际私法中法律

选择的一个重大变革，在传统国际私法上，冲突规范通常都

是规定一个或几个机械的空间连结因素，并要求依这些机械

的连接因素采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这种法律选择方法很难保

证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得到适用，特别是

当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偶然与某一地点发生联系时，若依

该地点所适用的法律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便显得很

不合理，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的法律选择方式的弊端，最密切

联系原则才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选择原则应运而生。 最密切联

系原则最早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美国富德等人倡导

的，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与

案件当事人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最为真实、密切联系的国

家和地区的法律加以适用。它来源于萨维尼法律关系说。一

方面，它是对萨维尼方法的发展，因为依这种方法，应适用

的虽不是所谓法律关系“本座”所在地法律，却仍然是根据

多方面的因素去选择那个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一方面，它是对萨维尼理论的彻底否定，因为，依这种



方法，每一法律关系必然有一个“本座”，因此可以而且必

须建立起一整套机械的法律选择规范的体系，而依最密切联

系法律，则恰恰反对在建立这种机械的法律选择规范，一切

应该由法院依据具体情况去作出判断。最密切联系原则，实

际上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法律适用原则，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

系究竟与哪个国家的法律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常常要结合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具体情况来认定，有时在实践中甚至

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断定，从这一点来讲，最密切联系原则也

可能带来法官主观臆断的不良后果。二、世界各国广泛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冲突法选择方法。 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指

导法律适用的这种选择方法，在新近的理论与实践中越来越

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肯定。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规第l

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与外国有连结的事实，在私法上，

应依与该事实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波兰国际私法第2

条(2)规定也指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的外国人，以同他关系

最密切的国家法律为本国法。”1971年美国第2部《冲突法重

述》也认为，美国法院应该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决定法律

的适用。瑞士联邦1978年的《冲突法草案》第14条也作了规

定，还有希腊的有关法律也作了类似规定。同时，最密切联

系原则在一些国际条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如1979年经欧共体

国际私法专家委员会通过的法律适用公约就规定：契约适用

当事人选择法律，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则应适用“与之有

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1969年的比、荷、卢三国国际

私法统一条约草案也试图规定契约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

，而在无此种选择的法律时，适用与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法

律。在当代不少国际审判实践也极力推行最密切联系原则，



如1912年海牙常设法院的卡内伐罗案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

例。法院认为，虽然卡内伐罗是意大利人，但由于其在秘鲁

竞选过参议员，当过该国的驻外使节，鉴于其与秘鲁联系密

切的种种实际情况，判决卡内伐罗为秘鲁人。 我国也不例外

，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在很多方面都采用最密切联系

原则作为解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选择方法。首先，在对自

然人国籍、住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2条规定：有双重或多重

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

法律为其本国法。第183条规定：“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

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

以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其二，

在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对适用法律的选择，也作为规定，我国

《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

海商法》第269条以及《航空法》第188条都作了类似的规定

：“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的法律。”依据这些法律的规定，我国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在处理涉外经济合同纠纷时就适用了该原则选择法律的

适用。 例如，1998年3月，德国司克公司与广州中山公司合作

，在广州中山路开发一座娱乐城。同年5月，司克公司在德国

与德国诺米琪公司签订了一份提供成套设备并加以安装的合

同。合同规定：由诺米琪公司提供并安装所需的各种娱乐设

备。9月28日，诺米琪公司将设备安装完毕，司克公司经验收

后，声称安装工作不符合合同要求，拒绝支付工程款。诺米

琪公司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司克公司支付所欠工程款及利息损失，两公司在

订立合同时未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法院开庭前双方对所

应适用的法律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法庭按照最密切原则来确

定应适用的法律，本案为提供成套设备并安装的合同法律关

系，设备安装地在中国，根据案情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本

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其三，关于多法域国家准

据法的确定问题，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这个问题，但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最高法《关于

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2条规定：依法应当适用的外

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法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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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适用与该国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

地区的法律。其四，在涉外抚养行为也适用被抚养人有最密

切联系的法律。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涉外收养问

题的准据法，但选择了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取代传统的硬性

的固定的连接点，使选择法律的灵活性大大加强，因此《民

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抚养适用与被抚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

国家的法律。”其五，关于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我国立法中虽无明文规定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其选择法律

适用，但在《民法通则》第146条中有所体现。三、最密切联

系原则不是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综前所述，笔者认为，最

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国际冲突法中运用较多，但它不是我国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而是一种选择方法。其理由如下：l、冲

突法是指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时指定应适用哪一国法律

来判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冲突规范及有关制度。冲突法

一向是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甚至在英美国家很多学者把国



际私法就称为冲突法，虽然国际私法不仅仅是冲突法，但它

确实是国际私法的主要部份或基本部份，因此，国际私法的

基本原则也就是冲突法的基本原则。2、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

是指在制订、运用和解释私法时，应当自始至终加以贯彻执

行的根本原则，也是在国际民事活动中，在解决国际民事争

议时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它来源于国际公法和国内民法。

所有的国际私法的具体规范都必须受这些基本原则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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