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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之本位探讨

徐崇利

厦 门大学法学院
,

福建 厦 门

〔摘 要 〕 从冲突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

法律冲突的解决可 归纳为以
“

私人
” 、 “

政府
”

和
“

社会
”

为本位三 种情

形
。

无疑
,

仅从法律逻辑上将无法对冲突法之本位的取舍做 出完整的评估
,

就此
,

需要广泛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理

论
。

其中
,

依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三 种本位制进行分析
,

得出的结论是
, “

私人本位制
”

应成为各国冲突法立 法的普遍

选择 然而
,

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冲突法体系也应在有 限的范围内或有限的程度 上
,

以各种途径和方式有机地整合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的因素
。

同时
,

这也是健全和完善我国冲突法立 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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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法律部门
。

年美

国冲突法学者普罗瑟写到
“

冲突法王国是一片迷茫

的沼泽地
,

充满毗毗作声的泥潭
,

并居住着一批博学

但古怪的教授
,

他们以不可思议和不可理喻的行话对

神秘的事物进行理论探讨
。

普通的法院或律师一旦

陷入或卷人其中
,

将完全不能 自拔
。 ”

年
,

美国联

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指出
“

冲突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密林
,

身在其中
,

如能找到法律
,

也非引领至一项
‘

活

用的规则
’ ,

而是一个嘈杂的领地
。 ”

直至 年
,

美

国学者戴恩称
“

冲突法有时已像法律的精神病院
。

它是一个产生古怪的固恋癖和精神分裂症似幻觉的

地方
。 ” ①无疑

,

迄止
,

各种解决法律冲突的学说和方

法异彩纷呈
,

无不与人们对冲突法之本位认识的差异

直接相关
。

厘清冲突法之本位
,

不但构成有关冲突法

基本原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而且对我国确立适当

的冲突法立法模式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冲突法本位之辨析

从冲突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

法律冲突的解决可

归纳为以
“

私人
” 、 “

政府
”

或
“

社会
”

为本位三种基本情

形
。

凡主张解决法律冲突为
“

私人权利
”

的取得过程

者
,

为采
“

私人本位制
” “

政府本位制
”

则视法律选择

为对各国
“

政府利益
”

的分配过程 而在
“

社会本位制
”

下
,

法律适用表现为实现
“

国际社会利益
”

的过程
。

如

所周知
,

社会利益系私人利益承受公共利益渗透或限

制而形成 ②。

正因社会利益的这种混合性质
,

故尤其

有必要厘清冲突法中
“

社会本位制
”

与
“

私人本位制
” 、

“

政府本位制
”

之间的关系
。

一方面
,

从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来

看
,

私人利益可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皆可享有的私法上

的一般利益或平均利益 而社会利益往往系对社会关

系中弱者的利益实行特殊保护所致
,

也可理解为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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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中强者的权利加以限制而生
。

据此
,

在冲突

法中
,

如果在法律选择过程中只考虑私人一般的私法

利益
,

中性地对待相互冲突的各国实体法
,

即可视之

为以
“

私人
”

为本位 如为了维护国际社会正义
,

以保

护特定和非特定的人的特殊利益考虑来选择法律的
,

则可归之为以
“

社会
”

为本位 ①。

萨维尼的
“

法律关系本座说
”

是对近现代欧洲传

统冲突法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

该说主要是从

分析私人之间的跨国民商事关系人手
,

来决定所应适

用的法律
,

其采取的就是典型的
“

私人本位制
” 。

依传

统冲突规则中空间连结点的指引选择法律
,

考虑的实

际上是一国法律的整体
,

而不再深究该国的实体法规

则在个案中适用对当事人是否公正 以及是否体现该

国的政府利益
。

由此
,

德国冲突法学者克格尔认为
,

按传统冲突规则选择法律反映的是准据法所属国同

一类人均可享有的
“

群体利益
”

而对这些同一类人而

言
,

此又乃一种
“

平均利益
” 。 〔‘〕邢 一 “ 显然

,

从本质

上看
,

这种群体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种私人利益
。

美国

传统冲突法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 比尔的
“

既得权

说
” ,

主张选择法律应体现对私人既得权的保护
。

可

见
,

在对冲突法
“

私人本位制
”

的认同上
,

比氏和萨氏

两大近代欧美冲突法巨匠的学说可谓同出一辙
。

另一方面
,

从社会利益和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来

看
,

在冲突法中
, “

政府利益
”

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

包括

一国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种源流
,

中国冲突法通

常合称其为
“

社会公共利益
” 。

无论是一国的社会利

益
,

还是国家利益
,

只要能转化为该国冲突法意义上

的
“

政府利益
” ,

便构成冲突法
“

政府本位制
”

的基础
。

以
“

政府利益分析
”

的方法解决法律冲突
,

包括两

大基本的逻辑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

通过对发生冲突

的各国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进行解释
,

以确定这些国家法律所隐含的适用范围
,

并结合具体

案情来判断各国对纠纷有无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

益
” 。

第二个步骤是
,

前述分析结果如表明仅有一个

国家为对该纠纷具有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

而

其他国家均没有
,

则这是一种“ 虚假冲突
” 。

在此情形

下
,

具有冲突法意义上
“

政府利益
”

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应予适用 如发现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对该纠

纷具有冲突法意义上
“

政府利益
” ,

则属
“

真实冲突
”

反之
,

如发现无任何一个国家对纠纷具有冲突法意义

上
“

政府利益
” ,

则为
“

无着落案件
” 。

真实冲突及无着

落案件如何解决
,

是
“

政府利益分析
”

理论中最有争议

之处
,

可谓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美国现代冲突法 中
“

政府利益分析
”

学派的鼻祖 —柯里主张
,

在 出现
“

真实冲突
”

和
“

无着落案件
”

的情形下
,

应优先考虑法

院地国的政府利益
,

即单边适用法院地国法
。

上述第一个逻辑步骤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一个

判断过程 如纠纷与一国有特定的地域联系
,

表明其

在该国法律体现的
“

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
”

所及的范围

之内
,

则该国对纠纷就有冲突法意义上 的
“

政府利

益 ,’反之则无
。

简言之
,

一国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

利益
” 二 该国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 十

纠纷与该国有特定的空间联系 触媒
。

在该公式中
,

“

纠纷与一国有特定的空间联系
”

是该国法律体现的

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得以转化为该国冲突法意义上
“

政府利益
”

的
“

触媒
”

如下图所示
。

按照柯里的
“

政

府利益分析说
” ,

当有关的人
、

物和行为位于一国境内

时
,

其往往就在该国法律所含政策的保护范围之内
,

即该国法律体现的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涉及该跨国民

商事关系
。

正如柯氏自己所言
“

的确
,

在确定一个州

的利益范围以适用其法律和政策时
,

人们将发现冲突

法规则中常见的许多
‘

连结点
’

都是相关的
。 ”〔〕

冲突法“
政府本位制

”和
“

社会本位制 ”
及其关系示意图

两两两两 国国

法法法法 拟
、、

律律律律 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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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 的的

国国国国 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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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益益益 益益

冲突法意义上的
政府利益

政府本位制

国际社会利益

社会本位制

为何一国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转化

为该国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需要一个触媒呢

道理很简单
,

一般而言
,

一 国的某一项法律总是有特

定 目的的
,

立法 目的的特定性决定了该项法律所体现

① 现假设
,

甲
、

乙两国的借贷双方订立了一个借款合同
,

借款的

年利率为
。

对该项交易
,

甲国法认定其为有效借贷合同
,

但按乙

国法
,

该借贷合同会因利率过高而无效
。

乙国冲突法规定借贷合同依

贷款人住所地法
,

倘若该案起诉到乙国法院
,

乙 国法院将该借款合同

作为普通的借贷合同看待
,

如贷款人住所地在内国
,

就适用内国法
,

判

定该借款合同无效 如贷款人住所地在甲国
,

就适用甲国法
,

判定该借

款合同有效
。

以这种方法解决法律冲突的
,

实行的就是
“

私人本位

制
” 。

倘若该案起诉到甲国法院
,

甲国法院在比较甲
、

乙两国法律之

后
,

认为不管借贷双方的住所地在哪个国家
,

本案选择法律应从维护

国际社会正义出发
,

采取保护弱者的政策
,

使得借款人不受贷款人高
利贷合同的侵害

。

于是
,

甲国法院便选择了乙 国法
,

判定该借贷合同

无效
。

由此
,

可以说
,

甲国法院是以
“

社会本位制
”

解决法律冲突的
。

就本案而言
,

在以
“

私人
”

为本位选择法律的过程中
,

乙 国法官视双方

当事人只是抽象的
“

贷款人
”

和
“

借款人
” ,

而不是
“

社会本位制
”
下甲国

法官眼中的
“
强者

”
和

“
弱者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第 期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的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只可能指涉与本国有特定空间

联系的人
、

物或行为
。

既然如此
,

在某一涉外民商事

纠纷中
,

如果根本不存在与该国有特定空间联系的

人
、

物或行为
,

那么
,

该国对纠纷就无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可言 ①。

就此
,

可 以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制

度为例进行分析
。

各国的强制性规则通常都强烈地

体现了本国的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
,

但在依
“

政府利益

分析
”

方法考虑其是否适用于涉外民商事纠纷时
,

法

院首先得查明纠纷是否在一 国强制性规则
“

自我定

界
”

的适用范围之内
,

实际上就是判定该强制性规则

的所属国对纠纷有无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如

果有
,

该国的强制性规则才能予以适用
。

在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下
,

选择法律的

路径不同
。

在
“

政府本位制
”

下
,

解决法律冲突仍然是

一个
“

管辖选择
”

的过程
,

其强调的是
“

哪个国家
”

对纠

纷有政府利益 而在
“

社会本位制
”

下
,

选择法律更注

重的是在相冲突的各国法律中
, “

哪个法律
”

所体现的

社会政策更好
。

闭皿
一

美国学者勒弗拉尔的
“

较

好法说
”

就是采用
“

社会本位制
”

的典型的美国现代冲

突法学理论
。

顾名思义
,

依照该说
,

在对发生冲突的

有关国家法律所体现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利益进行评

估之后
,

应选择适用其法律比其他有关国家法律都好

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而这个
“

较好的
”

法律就是能适应

当时国际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

并能在个案中求得对当

事人公正结果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

在冲突法中
, “

社会本位制
”

和
“

政府本位制
”

存在

的主要区别是 首先
,

如上所述
,

一国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既可能来 自社会利益
,

也可能来 自国家利

益
。

如果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系由一国法律

体现的国家利益转化而来
,

而非从社会利益转化而

来
,

那么
,

在这种情形下
, “

政府本位制
”

显然与
“

社会

本位制
”

无关 如上图所示 部分 ②。

其次
,

即使冲

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系由一国法律体现的社会

利益转化而来 如上图所示 部分
,

那么
,

在以下两

种情形下
,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仍存在着区

别
,

并由此可能带来不同的法律选择结果

一种情形是
,

如果一国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

益与国际社会正义标准不符
,

那么
,

在
“

社会本位制
”

下
,

该国法律就不可能得到适用
,

而在
“

政府本位制
”

下
,

仍有被选择的可能性 如上图所示 部分
。

冲

突法中的
“

社会本位制
”

强调的是普适的国际社会正

义
,

而非一国法律 中视界内的正义文本
。

具言之
,

对

于一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
,

各国法律所持的正义观

可能各不相同
,

只有一国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

符合国际社会正义标准
,

才可能成为纠纷的准据法

而当一国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与国际社会正

义标准相悖时
,

该 国的法律就不 可能成为选择的对

象
。

然而
,

在这种情形下
,

依
“

政府本位制
” ,

该国法律

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仍有可能通过触媒 特定的空

间联系 转化为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

从而使

该国法律有可能得到适用 ③。

另一种情形是
,

如果一 国与纠纷缺乏
“

特定的空

间联系
”

触媒
,

那么
,

在
“

政府本位制
”

下
,

该国法律

就不可能得到适用
,

而在
“

社会本位制
”

下
,

仍有被选

① 需要说明的是
,

也有的学者认为
,

尽管法院地国与案件没有

这种
“

特定的空间联系
”

如特定的当事人并非法院地国居民
,

但法院

还是适用了法院地国法
,

以使法院地国法中体现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理

念得以实现
。

在这个意义上
,

也可认定法院地国对该案具有
“
政府本

位制
”
下的

“

政府利益
”

然而
,

这种在缺乏触媒的情况下对
“
政府利

益
”

的扩大解释
,

与柯里提倡的典型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是不相符的
,

具有与
“

社会本位制
”

混同的倾向
。

参见 卯
,

肠 汀

肠
, , 一 , 一

② 这种情形可以我国《合同法 》第 条第 款有关中外合资

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为例
。

该款规定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

的中外合资经营合同
、

中外合作经营合同
、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 自然资
源合同

,

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
。 ”

需要指 出的是
,

这不是一条普通

的单边冲突规范
,

其具有强制性
,

不容当事人通过意思 自治予以排除
。

如以
“

政府本位制
”

分析之
,

一方面
,

我国有关这三类合资合同的立法
,

不仅仅涉及私法
,

而是包括了大量的反映国家利益的外资管理法 另

一方面
,

这三类合资合同的履行地
、

中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均在中国境

内
。

同时
,

依这些合同设立的中外合营企业的登记地和住所地
、

企业

管理活动中心地也在中国境内
。

这些特定的空间连结点显现
,

所涉三

类合资合同毫无疑义在我国外资法的适用范围之内 换言之
,

以这些

特定的空间连结点作为触媒
,

将我国外资法所体现的国家利益转化为

了我国对这三类合资合同在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

且我国的该

项
“

政府利益
”

非常强烈
,

故必须适用中国法
。

就这三类合资合同的法

律适用而言
,

就不存在以
“

国际社会
”

为本位比较我国有关法律与外国

法律孰优孰劣的问题
。

③ 兹以挪威最高法 院 年判决的 一 案为例
。

在该案中
,

一德国妇女起诉一挪威男子
,

要求法院以生物学的方法鉴

定她的儿子是该挪威男子在德国服兵役期间与其所生的私生子
。

就

此类情形
,

德国和挪威两 国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德国法律不允许做这样的亲子鉴定
,

目的是维护当事人现行婚姻和家

庭的稳定 而挪威法律则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
,

允许进行这种鉴

定行为
。

就该案
,

挪威最高法院判决应适用挪威法律
,

其主要理由是

选择法律应促进法院地国法意在保护的特殊 目的
。

挪威学者海格
·

休

尔认为
,

该案挪威最高法院法官运用的实际上就是以
“

社会
”

为本位的

勒弗拉尔的
“

较好法
”

分析方法 较之德国法律规定
,

该案挪威法律的

规定更符合保护弱者的国际社会正义标准
,

故应取挪威法而舍德国

法
。

参见 仪二 ,

‘ 比
, , 〕 ,

, 一 , 一 ,

然而
,

假如该案按照以
“

政府
”

为本位的柯里
“

政府利益分析
”

方法

选择法律
,

结果将截然不同
。

一 方面
,

从该案挪威法律规定来看
,

其立

法之社会政策和 目的范围是保护作为弱者的本国未成年人之利益 然

而
,

该案的未成年人并非挪威人
,

而是德国人
,

并
一

直在德国长大
。

因

此
,

挪威对该案根本无
“
政府利益

”
可言

。

另一方面
,

从该案德国法律

规定来看
,

其立法之社会政策和 目的范围是保护本国人婚姻和家庭的

稳定
,

作为该案原告之妇女是德国人
,

其婚姻和家庭均在德国
,

故德国

是对该案具有
“

政府利益
”

的国家
。

这是一个典型的
“

虚假冲突
”

案件
,

依
“

政府利益分析
”

方法
,

应适用对该案唯一具有
“

政府利益
”

的德国的

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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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可能性 如上图所示 部分
。

在
“

政府本位制
”

下
,

哪怕一国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符合国际社

会的正义标准
,

倘若该国与纠纷缺乏
“

特定的空间联

系
”

触媒
,

其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将无以转

化为该国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

该国法律也就

失去了适用的机会
。

而在
“

社会本位制
”

下
,

选择法律

就没有一国必须与纠纷存有
“

特定的空 间联系
”

触

媒 的前提条件
,

即只要一纠纷为该国的涉外民商事

纠纷
,

且其法律体现的社会政策和利益符合普适的国

际社会正义标准
,

便有得到适用的可能
。

闭 用 这一

区别暗示着
,

在
“

社会本位制
”

和
“

政府本位制
”

两种不

同的冲突本位制下
,

一国与纠纷是否存在
“

特定的空

间联系
”

触媒
,

往往会带来法律选择结果的不同①。

当然
,

在特定情形下
,

依
“

社会本位
”

和
“

政

府本位
”

两种不同的冲突法本位制选择法律
,

可能

产生殊途同归的结果 当一国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

府利益
”

源于该国的社会政策和利益
,

而该国的社

会政策和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正义标准时
,

无论是

采取
“

政府利益分析
”

的方法
,

还是因循
“

较好法
”

的选择途径
,

该国的法律都有可能得到适用 如上

图所示 部分 ②
。

念再度兴盛
,

冲突法中的
“

私人本位制
”

重新从当

代政治
、

经济和社会现实中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

对于国内民商法的本位
,

我国学界曾有
“

私人

本位论
”

和
“

社会本位论
”

之争
。

与国内民商法相

比
,

冲突法受
“

社会本位
”

和
“

政府本位
”

的影响

要小于国内民商法
,

亦即冲突法的
“

私人本位
”

的

色彩要比国内民商法浓厚
。

支持这一结论的一个有

力的论据是
,

国内公共秩序和国内民商法 中的强行

法规则未必构成冲突法上的国际公共秩序和 国际强

二
、

冲突法本位之选择

总的来看
,

在
“

政府本位制
” 、 “

社会本位制
”

和
“

私人本位制
”

三个选项 中
,

各国冲突法的普遍

选择应当是
“

私人本位制
” 。

在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

古典 自由主义盛行
,

国

家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采取 自由放任的政策
,

反

映在法律领域
,

民商法被定性为纯
“

私法
” ,

国际民

商事法律冲突的解决完全可 以
“

私人
”

为本位制
。

然而
,

自资本主义进人垄断阶段以来
,

尤其是二战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古典自由主义趋于衰亡
,

西方国家进入了
“

凯恩斯时代
” ,

政府不断扩大对私

人领域的干预
, “

私法公法化
”

和
“

法律社会化
”

的

现象有增无减
。

在这一背景下
,

从 世纪 年代

开始
,

美国出现了冲突法革命
,

并在 一 年代达

到高潮
。

期间先后登场的各种美国现代冲突法理论
,

主张通过对民商实体法进行
“

政策定向
”

的途径来

选择法律
,

这些理论带有明显的
“

政府本位
” “

社

会本位
”

色彩
。

然而
,

到了 世纪 年代
,

曾经

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因无法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

展中的滞胀等问题
,

渐显败迹
,

从而引发了新 自由

主义的回潮
。

进人 世纪 年代之后
,

在全球化

趋势的推动下
,

新 自由主义思潮开始主导当代西方

国家的意识形态
, “

市场至 厂
,

和
“

私法 自治
”

的理

① 现以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判决的 黝

案予 以说明
。

该案 访 和 巍 都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居 民
。

年 月 日
, 、

乳 和另一名共同被告 一起驱车

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图鲁斯城购物并观看表演
。

车主为 黝面
,

车
子的保险地在安大略省

。

在明尼苏达州境内
,

由 开车发生车祸
,

造成 受伤
。

后 在明尼苏达州法院起诉 肠 和

记
。

本案加拿大安大略省制定有
“

乘客法规
” ,

明尼苏达州则采用普

通法的侵权规则
。

假如该案明尼苏达州法院采取以
“

政府
”

为本位的柯里
“

政府

利益分析
”
方法选择法律

,

那么
,

首先要确定本州和加拿大安大略

省对该案有无
“
政府利益

” 。

该案明尼苏达州采用普通法的侵权规

则
,

规定搭车者可以诉求车主赔偿
。

此类规则的立法 目的是 旨在保
护受害人 搭车者 的利益

,

并促使车主谨慎行车以减少交通事故
。

从这项法律规定的目的分析
,

只要受害人住所地在明尼苏达州
,

则

该案就在其适用范围之内
。

然而
,

该案受害人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居

民
,

在明尼苏达州并无住所
,

故明尼苏达州对该案无
“

政府利益
”

该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

乘客法规
”

则规定
,

除非车主故意加害或

有重大过失
,

否则受害人不得诉求车主损害赔偿
。

这项立法的社会

目的在于 一则阻止搭车者忘恩负义之举
,

保护车主的利益 二则

是为了防止车主和搭车者合谋
,

蓄意制造事故
,

骗取保险人的赔偿
。

据此
,

只要车主或保险人为该省居 民
,

这项法律就将给予保护
。

该

案车主和保险人恰恰均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居民
。

因此
,

加拿大安大

略省对该案具有
“

政府利益
” 。

总之
,

该案只有加拿大安大略省有
“

政府利益
” ,

属于
“

虚假冲突
” ,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应适用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
“

乘客法规
” 。

这就是说
,

尽管明尼苏达州普通法体现的

保护侵权行为受害人的社会政策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社会利益更符合
美国社会的正义标准

,

但在该案中
,

明尼苏达州因与案件缺乏作为

角蝶的
“

特定的空间联系
”

受害人非本州居民
,

该州法律体现的

社会政策和利益无法转化为其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益
” ,

在
“

政

府本位制
”
下

,

作为对案件没有
“

政府利益
”

的州
,

明尼苏达州的

法律就不可能得到适用
。

但在该案中
,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真正运用的是以 “
社会

”

为

本位的勒弗拉尔
“

较好法说
”。

法院认为
,

显然
,

该案只有加拿大安

大略省有
“

政府利益
”

虽然如此
,

但从适用较好的法律规则这一中
心因素来看

,

美国明尼苏达州普通法中有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

则比加拿大安大略省
“

乘客法规
”

的规定要好
。

对此法院进一步解

释道
,

因害怕车主和搭车人合谋制造故事骗取保险以及为防止搭车

人忘恩负义的行为而制定
“

乘客法规
” ,

以严格限制车主的赔偿责

任
,

该理由难以立足
。

况且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
,

没有这样的过分

规则照样可以揭露此类欺诈诉讼 而适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普通法

规则
,

要求有一般过失的车主须对受损害的搭车人提供赔偿
,

法院
并未感到有何为难和不妥之处

。

虽然明尼苏达州州与案件并无
“

政

府本位制
”

下的
“
特定的空间联系

” ,

最后法院仍决定选择较好的本

州普通法
,

而不是依
“

政府利益分析
”

应适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

乘客法规
” 。

② 例如
,

一国法律如体现了保护弱者的社会政策
,

且受该法

保护的对象为本国人
,

则该国对纠纷具有冲突法意义上的
“

政府利

益
”

同时
,

保护弱者的立法政策得到了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社会正

义的支持
,

故该国法律也属
“

较好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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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规则
。

囚 咒 一 “ 因为一个国家不能将 自己 国内

民商法上的社会公共政策全盘照搬到国际社会
,

应

该做到
“

内外有别
” ,

否则就会过分限制外国法的适

用
,

从而破坏涉外民商事关系应有的稳定性
。

与其他部门法相比
,

冲突法的一大鲜明特色是
,

既有极强的技术性
,

同时 自其产生的那天起在基本

理论上又充满着无尽的争议
。

人们对冲突法机理认

识的巨大差异
,

源于法律选择是一种深嵌于广泛的

国内和国际政治
、

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中的复杂过程
。

由此
,

对于冲突法本位这样一个法律适用上的
“

元

问题
” ,

需要采取法学理论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的研

究方法
,

才能完整地加以评估
。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
,

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欧

洲传统冲突法理论
,

其法理学基础是古典 自然法学

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而以
“

政府 社会
”

为本

位的美国现代冲突法理论则得到了社会法学派的支

持
。

在美国
,

传统冲突法以
“

私人
”

为本位向现代

冲突法以
“

政府序上会
”

为本位的移转
,

只不过是美

国法理学从古典分析实证主义以及古典 自然法理论

向现实主义流变的一股顺势径流而 已
。 ” ‘一 ’ 然

而
,

随着晚近社会法学在美国
“

一派独大
”

局面的

销解
,

美国的法理学进人了多元化的时代
。

在美国

现代法理学中
, “

政府泞土会本位制
”

下的美国现代

冲突法理论虽然继续得到了体现
“

美国精神
”

的现

实主义法学思想的撑持
,

但已有独木难支之势 相

反
,

以
“

私人本位制
”

为特色的冲突法理论却得到

了新 自由主义
、

新 自然主义 以及新分析实证主义等

各种法学流派的广泛支持
。

〕“ ‘一 ‘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
,

当代冲突法
“

私人本

位制
”

优选地位的获得
,

除了应探明其法理学上的

缘由之外
,

还应运用 国际关系理论
、

社会学理论
、

政治学理论
、

经济学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加以论

证
,

才能作出完整的评估
。

其中
,

国际关系理论为

分析冲突法的本位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和非常有

价值的视角
,

此乃因为 其一
,

各国之间的法律冲

突本身构成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

以国际关系理论分

析冲突法的本位问题
,

可突显其
“

国际
”

的性质
,

而这正是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研究所不逮之处 其二
,

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来看
,

系整合政治学
、

社

会学
、

经济学以及哲学等各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而

形成的
“

工具箱
” 。

相应地
,

经由国际关系理论这一
“

传输带
” ,

可以更广的学科维度探讨冲突法的本位

问题
。

冲突法中
“

政府本位制
”

的现实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分析

冲突法中的
“

政府本位论
”

认为
,

选择法律实

际上是一种
“

政府利益分析
”

的过程
。

冲突法 中的

这种
“

政府本位论
”

与二战后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

二者均尊

奉国家利益 而且构成冲突法
“

政府本位论
”

法理

学基础的现实主义法学派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的哲学立场都强调实用主义
,

而非理想主义

强调功能主义
,

而非概念主义 ①。

根据现实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
,

自国家出现以来
,

国际社会一直处于
“

无政府状态
”

特指缺乏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
“

世界政府 ,’
。

在
“

无政府状态
”

的国际体系中
,

只

有国家
,

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体 每个国家都是理

性和 自利的主体
,

均以追求各 自权力和利益为永恒

的目标
。

而典型的冲突法中的
“

政府本位论
”

如柯

里的
“

政府利益分析说 ,’ 具有强烈的扩大法院地国

法适用和保护法院地国居民利益的倾向
,

这与现实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要义可谓不谋而合 一方面
,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各国以实现本国国家利

益最大化为归依
。

与之相对应
,

冲突法中的
“

政府

本位论
”

认为
,

一 国的实体法体现的是本国的政策

和利益
,

为了维护本国利益
,

法院应优先适用本国

的法律 另一方面
,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
,

在外交决策中
,

一国国家的利益和偏好与本国私人

的利益和偏好可 以通约
,

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反映
。

而冲突法中的
“

政府本位论
”

也恰恰主张
,

法律选

择应注重对本国居 民利益的保护
,

实际上这与维护

本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

然而
,

一般认为
,

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

适合于分析 国家与 国家之间安全事务等
“

高级政

治
” ,

而跨国私人之间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等关系属

于
“

低级政治
”

的范畴
,

历来难登该派理论的
“

大

雅之堂
” 。

因之
,,

作为
“

低级政治
”

的一种
,

国际民

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实难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中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
。

从本质上看
,

国际民商事

法律冲突毕竟属于
“

私法
”

的范畴
,

在其解决过程

中
,

应牢牢抓住指涉
“

私人权利
”

的本质
,

而不是

动辄将之抬升至
“

政府利益
”

的高度去认识
。

正如

英国著名冲突法学者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
“

冲突法

主要涉及私法
,

关注的是私人的利益
,

而不是政府

利益
。

各国政府对在法律冲突场合适用其法律是否

感兴趣
,

这是值得怀疑的
,

除非一个国家的政府确

① 有关冲突法中
“

政府利益分析说
”

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

主义学派之间关系的论述
,

详见 扭 〕 肠
,

, 〕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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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之本位探讨

实是诉讼一方当事人
,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

该政府

也可能根据 自己的利益主张应适用外国法而不是 自

己的法律
。 ” “

假设隐藏在实体法规则背后的 目的是

如此的清晰
,

没有含糊不清以及如此的单一
,

以期

在不会出错和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司法过程中找到它

们
,

是不现实的
。

就法院地国实体规则而言
,

是这

样 对于外国法的实体规则来说
,

更是如此
。

一个

法律规则经常是相冲突的社会
、

经济
、

政治就法律

压力作用的结果
。

它是各种相冲突的利益的混合体
,

它不可能排除掉其他所有的利益而 以一种单一 的
‘

政府利益
’

的形式表现出来
。 ” ①

冲突法中
“

社会本位制
”

的理想主义 国际关

系理论分析

冲突法中的
“

社会本位论
”

主张
,

法律选择应

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正义为导向
。

例如
,

勒弗

拉尔就坚称
,

应以社会正义为标准选择
“

较好
”

的

法律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
,

这种冲突法学说实际

上是 建 立 在
“

善
”

和
“

道 德
”

的理 论基 础 之 上

的
。

如果从 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法律冲突 的解决
,

冲突法中的
“

社会本位论
”

显然与理想主义 国际关

系理论相匹配
。

传统的理想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鼎盛

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该派学者主张可对人性进行

由恶到善的改造
,

国家也是如此
,

其政治行为同样

可以改变
,

以致在国际关系中放弃强权政治
,

追求

正义
,

崇尚道德
。

因此
,

该学派又被称为
“

法制主

义一道德主义
”

国际关系理论
。

随着以个人主义为

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勃兴
,

当代西方理想主义 国

际关系理论不再像传统理想主义学说那样
,

将重心

放在正义和道德对
“

国家与国家
”

之间关系的作用

上
,

而是强调
“

全球个人正义
”

的实现
。

在

冲突法的价值取向中
,

同样有
“

国家之间的正义
”

和
“

个人之间的正义
”

之分
,

而以勒弗拉尔
“

较好

法说
”

为代表的
“

社会本位论
”

所持的正是当代理

想主义 国际关 系理论所 主 张 的
“

全球个人 正 义

观
” 。 〕

以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支撑冲突法中的
“

社

会本位论
”

同样缺乏应有的力度
。

在国际关系理论

的发展史上
,

理想主义学派虽曾盛极一时
,

但随着

国际联盟的破产和二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冷战铁幕的

拉开
,

理想主义被视为
“

乌托邦
”

的代名词
,

本身

退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
。

毋庸讳言
,

在处于
“

无政府状态
”

的现行国际关系中
,

正义这

一基础角色不应被无限制地张扬和夸大
。

在当今国

际社会
,

各国间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仍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异
,

对正义的理解也充满着争议
,

国际正

义就像一张普鲁透斯的脸
,

变幻无常
。

在缺乏应有

的
“

正义环境
”

的国际社会 ② , 〕恐难生成普适于

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各种具体的正义准则
。

像勒弗拉尔
“

较好法说
”

这样的以
“

社会
”

为本位

的冲突法学说
,

本来主要用 以解决美国国内的州际

法律冲突
。

既便如此
,

该等学说的
“

软肋
”

也是有

目共赌
,

其所主张的作为判断
“

较好法
”

标准的所

谓
“

主导性正义理论
” ,

恰如美国冲突法学者克雷默

所指出的那样
,

其基石只是
“

一些漫无边际的
、

有

关客观之善的理论 ,’ 而
“

对于相互冲突的不同州法

律中体现的正义
,

迄无一种可用 以衡量的普遍理论

的出现
” 。 〔“ 〕” 正因如此

,

在美国州际法律冲突实

践中
,

法官在运用勒弗拉尔学说时
,

往往只能以本

州法律中的正义标准裁决何为
“

较好法
” ,

从而表现

出了偏好法院地国法适用的
“

恋家情结
” 。

即便像勒

弗拉尔自己主张的那样
,

判断
“

较好法
”

的正义标

准应建立在符合
“

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
”

的基础之

上
,

但
“

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性质又足 以引发争

议
,

由此
,

在一定情形下
,

潜在的相关条件典型地

表现出非常宽泛的范围
,

表明用 以判定较好法的该

要素通常是极不清晰的
” 。 〔‘“〕凡 , ” 倘若像在美国

这样的一 国国内都难 以找到用 以确定州际冲突法
“

社会本位
”

之普适的正义标准
,

更何谈超越一 国
,

在诸国林立的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律冲突而为之
,

就每个案件四处寻找为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国际正义

准则
。

冲突法中
“

私人本位制
”

的新 自由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分析

在现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
,

新 自由主义是

世纪 年代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大学派
。

该

学派在批判新现实主义学派
“

国家中心论
”

的基础

上
,

提倡
“

全球中心
”

主义
,

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对

国际关系的影响
。

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反
,

在安全事务等
“

高级政治
”

领域
,

新 自由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谈不上是一种具有高强解释力的学说 但

对于跨国私人交往等
“

低级政治
” ,

该派理论则显具

优势
。

因而
,

我们认为
,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可成为跨国民商事领域法律冲突
“

私人本位论
”

一

个颇有说服力的理论源流
。

在新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

① 以上两段引言分别见
‘

, 加 川
, , , 一 ,

② 参见
,

,

司 印 场 飞
。

回
,

拟二
, ,

罗尔斯认为
,

只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
,

且资源相 当稀缺
,

才需要有一些公平分配

物质的原则 反之
,

在一个资源十分充裕或每个人彼此间完全处于

分离的状态下
,

就不存在
“
正义环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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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流派中
, “

全球治理
”

理论晚近大有渐成显学之

势
。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
,

仅仅依赖以国家

强制力为后盾的单一
“

统治
”

方式
,

已难以有效地

应对 日益复杂的各种跨国问题 更何况在处理这些

跨国问题时
,

还可能出现
“

政府失灵
”

的现象
。

由

此
,

就需要承认
“

全球市民社会
”

的地位和作用
,

打破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垄断地位
,

实行权力

在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多元分配
,

并以多维

的调节方式对各种跨国问题实行
“

软性
”

的治理
。

于是
,

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基础
。

在西方国家国内
,

随着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

的到来
,

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 自由主义为
“

市民社

会
”

与
“

政治国家
”

的分离构设了明确的思想框架
。

强调市民社会中私人 自由
、

自主和 自治
,

无疑是对
“

国家主义
”

的否定和反动
,

旨在抵制国家对私人事

务的不当介人
。

反映在法律上
,

自此便有了公私法

之分野
,

其中作为社民社会的法律
,

民商法 个人

权利 制约着政治国家的权力
。

自 世纪 年代

以来
,

沉寂多时的社民社会理论再度复兴
,

而全球

市民社会理论又成为该理论一个引人注 目的新枝 ①。

正是新 自由主义思潮和全球化趋势分别从
“

市民社

会
”

和
“

跨国
”

两个角度催生 了全球市民社会
。

按

照哈贝马斯的观点
,

市 民社会可分为私人领域和公

共领域
。

在全球市民社会中
,

其主要活动主体是跨

国非政府组织
,

它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 目的和

公益色彩 ②。

虽然新 自由主义 国际关系学派中的全

球市民社会理论侧重点是全球市民社会的组织化和

公益性特点
,

但从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面

临的能力危机和国家主权所受的限制
。

基于对这一

本质的认识
,

我们可 以从全球市 民社会的另一面

—其私人性和 自主性的角度观察法律冲突问题
,

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

用属于全球市民社会内部的私人事务
,

不应受到以

各国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的过分干预
。 〔‘ 砚“ 也

就是说
,

在与国家分离的性质上
,

全球市民社会的

公益活动和对私权的保护具有相合性 跨国非政府

组织代表全球市民社会开展公益活动
,

是从
“

积极
”

的角度弥补各国政府能力的缺失 而主张全球市民

社会内部私人事务的自治
,

则是从
“

消极
”

的角度

划定跨国市民阶层的应有领地
,

防止各国国家权力

的肆意染指
。

这就从全球市民社会理论上强有力地

支持了法律选择的
“

私人本位制
” 。

以上论证足以表明
, “

私人本位制
”

是当代冲突

法的适当选择
,

但建立在
“

私人本位制
”

基础上的

当代冲突法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
,

而对其

他本位制采取绝对的
“
临床隔离

”

政策
“

政府本位

制
” “

社会本位制
”

必将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

程度上对当代冲突法产生影响
。

当代冲突法
“

私人

本位制
”

的非纯粹性同样可从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

础难以周全的特性中得到论证
。

在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中
,

作为冲突法
“

私人

本位制
”

元理论基础的新 自由主义虽取得了主导性

地位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历史的终结
” 。

且不论新 自

由主义仍然受到以
“

社会
”

为本位的社群主义的强

力挑战
,

其本身也不再像古典 自由主义那样主张个

人的绝对 自由
,

即并不排斥适度的政府干预
,

突出

了政府作为
“

守夜人
”

制定规则
、

维护社会公正和

秩序的重要性
。

这些都为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

位制
”

影响当代冲突法留下了空间
。

在当代
,

主流法律学诸派之间本身也 出现 了
“

高度综合
”

的趋势
,

彼此吸收
、

渗透的现象非常明

显
。 〔‘ 〕咫 〔‘ 〕 作为冲突法

“

政府肚会本位制
”

法理学基础的社会法学派之地位虽 已不再像以往那

样显赫
,

但其影响力仍不可低估 而新 自由主义法

学派
、

新 自然法学派以及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虽

为冲突法的
“

私人本位制
”

提供了宽泛的法理学基

础
,

但这些法学流派从社会法学派那里吸收的思想

也培育了
“

政府序上会本位制
”

对当代冲突法影响力

的滋养成分
。

如前所述
,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

新 自由主义学

说可作为冲突法
“

私人本位制论
”

的基本理论背景
,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现实主义学派以及理想主义学派

对于冲突法本位
‘

的理论阐释因之而全然黯淡无光
。

在特定情形下
,

将法律冲突这样的
“

低级政治
”

因

素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去考虑也不为过
,

当代冲

突法不可能完全斩断
“

政府本位制
”

的情结
。

此外
,

对于法律冲突的解决
,

固然不能过于
“

理想化
”

地

普遍以国际社会正义为基准
,

但也不能以国际社会

正义的
“

虚无主义
”

处之
。

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
,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
,

在国际社会应当

能够形成一个足以确保
“

最低限度社会正义
”

实现

的初级共同体 在各国对一些
“

最低限度社会正义
”

① 有关晚近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和市民社会跨国化的论述
,

详见 阴
, ‘ 一 , ,

汤 犯 。、 , “

飞 犯

冗 〔〕

玫
, , ,

, , 一

② 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式是从事特定问题的研究

教育和知识
、

信息的传播 宣传 自己的政策主张 游说
、

影响及监

督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决策 参与拟定议事 日程 以及参加国

际人道主义救助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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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共识之处
,

冲突法中的
“

社会本位制
”

仍可影

响法律选择
。

从支持
“

私人本位制
”

的全球治理及

全球市民社会理论来看
,

全球治理虽 以全球市民社

会为基础
,

但并未排除各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作

用
。

进一步来看
,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
,

并

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阻隔以及

相互补充
、

相互制约关系的丧失
。

由于社民社会本

身存在着
“

不 自足性
” ,

任由私欲 个人的特殊利

益 膨胀
,

将带来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加剧
,

从而褪

变为遵循
“

丛林法则
”

的 自然状态
,

最终导致 自身

的溃跨
。

为化解社民社会 自我衰弱之困境
,

需要国

家基于公共的普遍利益予以调解和干预
。 〔‘“〕邢”一 ”

就全球市民社会而言
,

即使不能说其只是初现端倪
,

但也可谓之始处于新生状态
,

远未达到国内市民社

会的成熟度
。

因此
,

较之国内市民社会
,

全球社民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可能更加密切
。

全球市民社

会存在的
“

失灵
”

现象以及引人公共权力之必需
,

为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渗人当代冲

突法打开了一条理论通道
。

三
、

冲突法本位之整合

冲突法之本位是整个冲突法制度赖以建立的基

础
,

然而
,

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冲突问题
,

任何一

种本位制都不可能在冲突法中取得绝对
“

垄断
”

之

地位
,

具有
“

一统江湖
”

的普适功力
。

换言之
,

作

为冲突法的
“

基本理念
” ,

而非
“

绝对理念
” ,

任何

一种冲突法之本位必有其不逮之处
。

而这些不逮之

处恰恰就是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应当予 以优先考虑的
“

例外
”

情形
。

如前所证
, “

私人本位制
”

可成为当

代冲突法的优选对象
,

但对其
“

排异反应
”

应有所

控制
,

使之能适度地吸纳并融人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的修正和补充因素
。

鉴此
,

在
“

私人

本位制
”

得到确立之后
,

当代冲突法立法的关键已

不是要不要承认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

素影响的问题
,

而是要厘清应在多大范围内和 以何

种方式接受其影响的问题
。

迄止
,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渗人以
“

私人
”

为本位之当代冲

突法的主要途径有二

第一
,

在有限的范围内
, “

政府本位制
” “

社

会本位制
”

因素在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冲突法中发

挥作用
。

其作用的具体领域又可分为冲突法和实体

法两大层面

一方面
,

在特定 的冲突法领域
,

晚近兴起 了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和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

首

先
,

对于某些类别的法律冲突
,

如果情形复杂多样
,

无法以一种本位制定于一尊
,

就可能采取复合本位

制
。

例如
,

对于合同
、

国籍
、

住所和营业所以及发

生区际法律冲突时准据法的确定等方面的法律选择
,

我国冲突法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应适用最密切联系

原则
,

而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一种以复合本位制

兼采
“

私人
” 、 “

政府
”

和
“

社会
”

本位 为特征的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

其次
,

对于某些类别的法律

冲突
,

如果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非常凸

显
,

并以
“

政策定向
”

为选择法律基础的
,

则会将

之固化为相应的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 “

现代法律

选择规则
”

虽采用
“

规则
”

的形式
,

但与传统冲突

规则
“

形似而神不似
” ,

后者以
“

私人
”

为本位
,

且

以
“

管辖分配
”

为特点
。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可大

致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政策定型规则
,

即对某一类法律关系

中的特定情形进行专门处理
,

制定反映
“

政府本位

制
” “

社会本位制
”

的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诸如

其卜
一 , “

从属性法律选择规则
” ,

通常是指
,

就某一

类法律冲突
,

在确立普适的传统冲突规则之后
,

又

根据该类法律关系项下的特殊构成
,

制定相应的现

代法律选择规则予以补充
。

例如
,

对于侵权行为的

损害赔偿
,

我国 《民法通则 》第 条第 款首先

原则上规定
,

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 紧接其后
,

该款又引人了一项从属性法律选择规则
,

即
“

当事

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 国家有住所的
,

也可以

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住所地法律
” 。

此等从属性法

律选择规则与美国司法实践中依
“

政府利益分析
”

等方法选择法律得出的普遍结论相 同
,

具有明显的
“

政府
”

本位性质
。 〔‘ 〕其二

, “

种属性法律选择规

则
” ,

通常也是先就某一类法律关系规定普适的传统

冲突规则
,

再针对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法律

关系制定相应的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例如
,

在合同

领域
,

德国
、

奥地利
、

瑞士
、

意大利
、

列支敦士登

及罗马尼亚等诸多国家的冲突法立法
,

都将
“

特征

履行
”

作为一般的冲突规则
,

但对于消费合同
、

雇

佣合同等
,

则从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出发
,

以
“

社会
”

为本位
,

规定应适用消费者
、

雇员习惯居所地国法

律
。

又如
,

我 国 《合同法 》第 条第 款规定
,

当事人可 以选择合同准据法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国家的法律
。

但针对三类中外

合资合同
,

该条第 款又特别规定应适用我国法律
,

如前所述
,

这是一项 以
“

政府
”

为本位的现代法律

选择规则
。

其三
, “

分割化法律选择规则
” ,

是指将

一法律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环节分割出来
,

就该

部分规定特殊 的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例如
,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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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 》第 条第 款规定
,

侵权行为的损害

赔偿一般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同时
,

该条第 款

又补充规定
,

我国法律不认为在域外发生的行为是

侵权行为的
,

不作侵权行为处理
。

一般认为
,

此类

要求对侵权行为的认定重叠适用法院地国法的规定
,

反映了
“

特别用来促进当代国家利益
” “

政府本位

制
”

的需要
。
〔‘ 〕氏

,

第二类是结果选择规则
,

即以
“

政府
” “

社

会
”

为本位
,

将事先设定的实体结果作为法律选择

的标准
。

此类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 旨在保证某些法律关系成立或解除的冲突

规则
。

这种结果选择规则被各国广泛用于促进遗嘱
、

准正
、

认领
、

收养
、

婚姻
、

合同等法律行为的有效

或身份关系的成立
,

从而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

期望
,

维护社会公平 或被西方国家用以选择有利

于婚姻关系解除的国家的法律
,

以体现其
“

解放婚

姻
”

的社会政策 等等
。

第二种是 旨在保证选择有

利于一方当事人法律的冲突规则
,

其立法 目的主要

是保护社会弱者 如消费者
、

雇员
、

被扶养人
、

承

租人
、

托运人等
,

这样的结果选择规则往往建立在
“

社会本位制
”

之上
。

例如
,

我 国 《民法通则 》第

条规定
“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

家的法律
。 ”

该条规定中
“

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

国家的法律
”

实际上就是指对被扶养人最有利的法

律
。

另一方面
,

在特定 的实体法领域
,

出现 了 以
“

政策导向
”

为适用方法的强制性规则
。

晚近
,

作为

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
,

在国际私法中
,

强

制性规则应运而生
,

此类规则可细分为两类 一类

是直接体现国家利益的
、

具有明显
“

公法
”

性质的

专门立法
,

如外汇管理法
、

进出口管制法
、

反托拉

斯法等 另一类是一些体现社会政策的
、 “

半公法半

私法
”

性质的立法
。

这类立法是
“

私法公法化
”

的

产物
,

如规定产品质量的绝对责任原则
、

最低工资

标准
、

租金的最高界限以及承运人不能免责的条件

等方面的法律条款
,

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关系中的弱

者
。

就法院地国强制性规则而言
,

虽不经普通冲突

规则的指引即可直接适用
,

但其本身明示或默示地

含有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

如前所述
,

这种
“

自我

定界规则
”

表明
,

只有当涉外民商事关系与法院地

国存有
“

特定的空间联系
”

触媒 时
,

法院地国强

制性规则才能得到适用
。

由此可见
,

无论法院地国

强制性规则体现的是国家利益
,

还是社会利益
,

其

适用均反映了对法院地国冲突法意义上
“

政府利益
”

的考虑
,

即采
“

政府本位制
” 。

此外
,

晚近一些国家

的冲突法立法和有关统一冲突法国际条约规定
,

对

于外国的强制性规则
,

在特定条件下
,

经
“

政府利

益分析
” ,

内国法院也可考虑予以适用
。

值得注意的

是
,

我国现行冲突法立法均未对强制性规则的适用

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
,

显属有待弥补的立法缺漏
。

第二
,

在有限的程度上
, “

政府本位制
” “

社

会本位制
”

因素在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冲突法中发

挥作用
。

其具体情形又可分为消极抵御型和积极矫

正型两种
“

逃避功能
”

及
“

补缺功能
”

首先是传统公共秩序保 留制度 的消极抵御型
“

逃避功能
” 。

在传统冲突法中
,

如果依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硬性冲突规则选择适用外国法的结果
,

将

严重损害法 院地 国的国家利益或社会政策
,

那么
,

法院就会启用公共秩序保留这一
“

安全阀
” ,

拒绝适

用该外国法
。

就此
,

对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

位制
”

因素的考虑
,

使得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发挥了

对
“

私人本位制
”

下法律选择的
“

逃避功能
” 。

然

而
,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所起的只是消极防御的作用
,

即只能被动地用于对外国法在特定纠纷中适用的结

果进行审查
,

而非以内外国法中包含的政府利益和

社会政策为基准主动作出法律选择
。 〔‘ 〕

其次是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积极矫正型
“

逃

避功能
”

及
“

补缺功能
” 。

这两种功能是指
,

当依传

统硬性冲突规则选择法律有偏颇或有缺漏时
,

便可

将灵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从
“

预备役
”

中
“

征招
”

出来
,

送上法律选择的
“

前线
” ,

发挥其纠偏和补缺

的作用
。

虽然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都能在特定情形下起到否定硬性冲突规则的作用
,

但是包容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的最密切

联系原则是通过对各国实体法的内容 体现的国家

利益与社会政策 进行分析
,

直接寻找合适的准据

法
,

以取代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硬性冲突规则原应

适用的法律
,

因而该原则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矫正

功能
。

在这种情形下
,

被取代的原应适用的法律既

可能是外国法
,

也可能是法院地国法
,

而为公共秩

序保留所否定的只可能是外国法 同时
,

依最密切

联系原则直接选择法律
,

也可填补法律适用的间隙
,

而这是传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所不具有的功能
。

晚近
,

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冲突法立法中确

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对各种传统硬性冲突规则的逃

避功能及补缺功能
。

诸如
,

年 《奥地利国际私

法 》第 条第 款
、

年 《瑞士联邦国际私法 》

第 巧 条第 款以及 年 《魁北克 民法典 》第

条等 最新的立法动向是 年 《俄罗斯联

邦民法典 》第
,

部分第 条第 款以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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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际私法典 》第 条
。 〔 最密切联系原则 二种途径来看

,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和最密切联系原

之所以能全面地发挥其矫正功能及补缺功能
,

有赖 则虽可普遍作用 于冲突法 的一切领域
,

但 只担 当

于该原则的普适性
,

而该原则的普适性又来源于其
“

备用
”

的角色
,

其得到实际运用的机会有限
。

此其

对冲突法
“

政府本位制
” 、 “

社会本位制
”

以及
“

私 一
。

人本位制
”

兼收并蓄的特点
。

在我国的冲突法司法 其二
,

从中也可看出
,

以上两种途经在相当程

实践中
,

最高人民法院在 年发布的 《关于适用 度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

即在程度上是
“

必用的
” ,

涉外经济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二部分第 在适用范围上却只能是
“

有限的
”

而在适用范围上

条中
,

曾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及补缺功能 是
“

无限的
” ,

在适用程度上则只能是
“

备用的
” 。

运用于合同法律冲突领域
。

我们认为
,

为了确保我 进一步来看
,

这两种途径内部的各具体情形之间也

国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

有 存在着相互联系
、

互为补充的关系
。

在第一种途径

必要沿续并延伸该条司法解释的精神
,

将最密切联 内部
,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推广到我国冲突法立法的全领域
,

是在冲突法层面上发挥作用的 而强制性规则则在

运用该原则矫正依现行所有硬性冲突规则选择法律 实体法层面引人了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可能引起的不合理现象
。

另者
,

我 国的冲突法正处 因素
。

在第二种途径内部
,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

于创制和发展阶段
,

现行的立法并没有详尽规定我 本位制
”

因素通过传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发挥着消

国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所有方面 何况随着 极抵御的作用 而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则具有积极

对外经济
、

民事交往的 日益扩大
,

新的涉外民商事 矫正型的逃避功能及补缺功能
。

此外
,

在以上两种

关系将不断出现
,

我国冲突法不可能处处为其预备 途径中
,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起作

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

从而也就非常需要最密切联 用的方式具有
“

软硬相济
”

的特点
。 “

现代法律选择

系原则发挥其补缺 的功能
。 〔‘“〕” ”一 加 ‘叭巧 一 ” 然 规则

”

和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是刚性的
,

是对
“

政府

而
,

正在起草的 《民法典草案 》第 篇 涉外民事 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影响所致结果的定型

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以及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提出的 化和结晶化 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和最密切联系原

《国际私法示范法 》均未见全面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 则 直接作为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或作为备用的

矫正功能及补缺功能的条款
,

因此必将使我国的冲
“

逃避条款
”

和
“

补缺条款
”

则都是弹性地发挥作

突法立法失去以
“

私人本位制
”

整合
“

政府本位制
”

用
,

在个案中灵活地决定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

和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的一条佳径
,

实乃立法的一 位制
”

因素对复杂的法律冲突情形的影响
。

大缺憾
。

总之
, “

政府本位制
”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融

需要强调的是
,

经由以上两种途径
, “

政府本位 人以
“

私人
”

为本位的当代冲突法体系的各种途径

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因素并非杂乱无章地进人以 及方式不可或缺
,

且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

正因
“

私人
”

为本位的当代冲突法体系
,

而是三种本位制 如此
,

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途径及方式
,

我国的冲突

的一种有机整合
。 “

政府本位制
”

和
“

社会本位制
”

法立法均不应偏废
。

对于各国比较公认的
“

现代法

因素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或在有限的程度上在冲突 律选择规则
” ,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更多地引进 对于

法体系内发挥作用
,

不会损及该体系
“

私人本位制
”

作为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

我

的根基
。

从第一种途径来看
,

以
“

政府本位制
”

国冲突法立法可适当地扩大其适用范围 对于已有
“

社会本位制
”

为本位的
“

现代法律选择方法
”

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
“

推陈出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和强制性规则虽具有
“

必用
”

新
” ,

更多地溶人现代冲突法
“

政府本位制
” “

社

的性质
,

但其在适用范围上是有限的
。

其中
, “

现代 会本位制
”

的理念 对于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制度
,

法律选择方法
” “

现代法律选择规则
”

只是针对一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尽早予 以确立 最为重要的是
,

些特定的涉外民商事关系 而强制性规则本身数量 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现代
“

矫正功能
”

及
“

补缺

有限
,

且只可能通过
“

分割
”

的方式适用于相应的 功能
” ,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当全面予以肯定
。

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一些或某些方面
。

山 〕反之
,

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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