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讲 债权



本讲目的

了解涉外之债权与国内之债权的区别

掌握合同之债和非合同之债（侵权、不
当得利、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领会并运用《法律适用法》解决债权的
法律冲突实际案例



  

                     

债的关系在国际民事流转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国际私法中的债权是指含有涉外因素的 
债权。



    债权的特点（与国内相比）

债的构成：涉外因素

处理争议的机构：可能会在外国法
院或外国仲裁机构

适用的法律不同：国际条约、冲突
法、国内法和外国法的适用；

大量适用统一实体法

随着一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的
变化而变化。



债的分类

债

对外贸易领域

非对外贸易领域

合同之债（合意之债）

非合同之债（法定之
债）



9.1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本节目的
了解合同之债与国内之债相比的复杂性

了解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理论争议及实际做法

理解合同法律适用三大板块的法律适用

掌握合同准据法的含义及其确定的理论

理解合同自体法中的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原则 
和特征履行说的具体内容

领会并运用中国《法律适用法》关于合同之债法
律适用的规定



    9.1 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案情：广东省某集团公司为香港一家公司提供了
借款担保，后香港公司未能足额还款，中国某银
行香港公司在处理抵押物后，遂起诉要求被告广
东省某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庭审时，原告被
告对适用法律有争执。因为按我国境内三年的诉
讼时效，该案已超过该时限。但本案担保合同当
事人在担保契约中约定适用香港法律，而香港法
律规定的有效诉讼时限是十年。
问：

    1.本合同的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如何确定？
    2.如果双方没有约定适用香港法，法律适用又如
何 ？



    9.1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9.1.1.法律冲突及合同之债的复杂性

• 缔约能力、合同形式、合同是否成立、
合同成立时间、合同生效、合同内容
的解释、合同履行、违约责任等规定
不同

法律

冲突

• 人为的色彩浓

• 合同种类繁多

• 连接因素复杂

• 成立需要条件

合同的复
杂性

被称为最复杂、最混乱的领域之一



9.1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确定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争议

•合同当事人缔约的能力

•合同成立要件及形式之一部或全部

•合同内容及效力

统一论

分割论

•当事人主观决定：如当事人意思自治

•客观连接因素：如最密切联系

主观论

客观论

•一般合同

•特殊合同

是否区分合同的
种类和性质

目前实践和理论中，各种理论交错存在，互为补充、相互结
合，使合同的法律适用更为丰富。
利用综合的方法解决合同法律适用的趋势越来越得到加强。



9.1.2 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1.分割法：三大版块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则

• 适用当事人属人法，但是有例外

• 适用属人法与合同缔结地法。日本

• 合同准据法（第3板块的准据法）

1当事人缔结
合同 的能力

• 现许多国家采取宽松的态度

• 兼采合同缔结地法或合同准据法2合同的形式

• 客观标志原则

• 意思自治原则

• 最密切联系原则

• 特征性履行方法

• 合同自体法理论

3合同成立及
效力

称为合同准据法



9.1.2 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2.合同准据法的确定

合同准据法？即只指合同成立和效力方面
的法律（包括合同的成立、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解释、合同的消灭等方面）。

其他方面不称为合同准据法。



9.1.2 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理论 主要内容

客观标志原则 以合同缔结地、履行地等客观标志

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共同选择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原则 与案件或事实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特征性履行方法 确定紧密切联系的一种方法

合同自体法理论 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
为辅的合同法律适用规则。

3.合同准据法确定的几种理论



9.1.3 合同自体法
1.合同自体法（Proper law of  contract）
• 英国学者莫里斯提出的，即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为

辅的合同法律适用规则。

意思

自治

最密切
联系

合同自
体法

         合同自体法完成了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协调，是对支配与合同有
关的各种问题的法律的一种概括、简洁和方便的表述。适应了各国经

济发展的要求 ，被多数国家及国际公公约所接受。



9.1.3 合同自体法
合同自体法（Proper law of  contract）

• 空间范围：是否选择与合同有联系？

• 内容范围：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强制性规定、禁止不
确定的、必须选实体法等

• 适用范围：全部合同还是部分合同 ？
• 方式：明示还是默示？

• 时间：订立合同时还是订立合同后？

意思自治

• 从质和量考察综合评估与合同有关
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寻求一个与
合同有关的法律关系的“聚集地”

最密切联

系原则 

如何确定？——特征履行说



9.1.3 合同自体法
特征履行说——如何确定最密切 联系？

特征履行说即指在性质上足以使此种合同区别于其他各
种合同从而使它特定化起来的一方履行。非金钱履行一
方通常为特征履行地。

    例：
合同 特征履行地（最密切联系地）

买卖合同 卖方（非金钱履行地）

建设工程合同 建设工程地

保险合同 保险人住所地

借款合同 贷款人住所地

保证合同 保证人住所地



9.1.3 合同自体法

   特征履行说-各国立法表现形式

• 直接采用“特征履行原则”。即在
未能选择法律时，直接适用。波兰

• 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的依据。奥地利

• 以“特征履行原则”作为“最密切联系原
则”具体化的依据，同时规定例外条款。瑞士



9.1.4中国规定

法律规定：

《合同法》第126条、《海商法》第269条、
《民用航空法》第188条都 作出了：当事人
没有选择（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
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

《法律适用法》第6章第41、42、43条



9.1.4中国规定
1.合同法律适用方法的规定

   分割法

•《法律适用法》第12条。

•原则上适用属人法兼行为地法。适用属人法，但行为地法认

为有行为能力的也应认为有行为能力。12条

1当事人缔结
合同 的能力

• 《合同法》：口头、书面、其他形式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无须书面或书面订立。

• 可以选择缔结地或法院地
2合同的形式

• 《法律适用法》

• 第41条一般合同规定

• 第42条消费者合同

• 第43条劳动合同

3合同成立及
效力



9.1.4中国规定
2.合同准据法规定

• 41条第1款
•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

• 第42条第2款
•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
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

原则 

• 第42条 消费者合同

• 第43条劳动合同特殊合同



9.1.4中国规定
  2.合同准据法规定

（1）意思自治

•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
律第41条

• 空间范围：可以与合同没有实际联系

• 内容范围：1不得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
规定，不得违反公共秩序；2.实体法

• 适用范围：除缔约能力和合同形式外

• 方式：明示。共同援引也可（包括末生效国际条约）

• 时间：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意思自
治的具
体规定



9.1.4中国规定
2.合同准据法规定
（2）最密切联系与特征履行说
第41条：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
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
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
律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
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5条17种合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确定
（注：该规定虽然已效，但可供确定最密切
联系时参考）



9.1.4中国规定
2.合同准据法规定
（3）只适用中国法的合同。《合同法》第126
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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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国法的查明
   意识自治：当事人
   法院按最密切联系：当事人、法院
（5）国际条约。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6）国际惯例。



  3.特殊合同
（1）消费者合同。第42条

中国公民马宝到甲国旅游，在某名牌专卖店购买了一个标
记为当地制造的千足金黄金首饰。回国后发现黄金含量仅
为千分之九百。马宝针对该专卖店提起诉讼，要求保护其
消费者权益，法院受理后，下列哪些说法正确（        ）。

    A马宝选择甲国法，法院则适用甲国法

    B马宝没有选择法律，如名牌店在中国有经常居所地，应适
用中国法

    C名牌店在中国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应适用甲国法

    D名牌店在中国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应适用中国法



  3.特殊合同
（2）劳动合同。第43条

中铁某劳务派遣公司与沙特某建设项目的负责人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从中国派遣100名中国籍和越南籍劳务人员到
沙特从事某建设项目，后双方因劳务派遣合同发生纠纷诉

诸中国某法院，法院处理本案纠纷，可以适用（        ）
     A中国法

     B沙特法

     C中国法或越南法

     D沙特法或越南法



小结及预告
小结
因合同的复杂性，合同的法律适用采统一论
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等多种理论相结
合的综合方法。国际上普遍将合同分为三大
版块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则以及合同的自
体法都是综合方法的体现。我国也采分割法
及合同自体法。《法律适用法》第41条是对
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第42、43条分别
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作出了特殊规定。

预告
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



  

 9.2 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



    9.2 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

本节目的

了解侵权之债及其发展

掌握侵权之债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了解几种特殊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

领会并运用《法律适用法》侵权之债的法律适
用规定



9.2.1 侵权之债的法律冲突及发展

1 .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冲突

   
构成条件不同                 

受害人的范围不同

加害人承担责任不同

各国经济水平差异，赔偿
范围差额巨大



9.2.1 侵权之债的法律冲突及发展
2.侵权之债的发展

• 产品责任，环境损害 ，公路、航海、航空，高
度危险物质，商事领域侵权(侵犯商业秘密），
互联网技术下的侵权，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和
惩罚性赔偿

侵权种类范围
扩大

• 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
赔偿责任基础

变化

• 由于损害的不确定性及赔偿巨额，通过保险进
行风险的规避是常见的方法

损害赔偿与社
会责任保险结

合



9.2.2 侵权之债法律适用

传统上
侵权行
为地法

法院地
法

双重可
诉

共同属
人法



9.2.2 侵权之债法律适用
新近发展

有条件选择适用侵权行为法和共同
的属人法。

侵权行为自体法

主要是指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区别一般与特殊侵权行为

意思自治原则

适用对受害人最有利的法律

适用原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如合同、婚姻、雇佣合同关系的准据法）



     经典案例：贝科克诉杰克逊案

     (Babcock v．Jacksoll，1963)
案情简介：家住纽约州的杰克逊夫妇邀请他们的同为纽约
州住所者的女友巴贝科克于周末乘坐他们自己驾驶的汽车
去加拿大旅行，不幸在安大略省出了事故，巴贝科克受伤。
巴贝科克在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他在驾驶汽车时的
过失行为要求赔偿。

有关法律：

    1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侵权案件适用侵权地法律

    2安大略省法律：除盈利外，汽车所有者或驾驶者不负责
任

    3纽约州法律规定：上述情形下，汽车的所有者或驾驶员
要负一定的责任。



    审理结果
1初审法院。适用安大略省法律的驳回原告的
赔偿请求。

2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法官富德适用 “关系聚
集地”的理论，适用了纽约州的法律，令被告
赔偿原告的损失。

3意义：该案件是美国冲突法发展史中极为重
要的案例,对美国法律选择原则和理念产生了重
大影响。



9.2.3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空中侵权

•航空器登记国法律航空器内部

• 被碰或受害方的航空器登记国

• 法院地法

• 国籍相同 的适用共同登记国法

航空器碰撞或与
其他物体碰撞

• 主要适用国际公约：1929年《华沙公约》、1955
年《海牙议定书》、1961年《瓜达拉哈拉公约》、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

• 适用航空器登记地或法院地法法律

航空器事故死伤
或物品受到毁损



9.2.3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海上侵权

情形 法律适用

船舶碰撞损害赔偿 1.侵权行为地法（《海商法》273条1款）
2.公海上碰撞适用法院地法（《海商法》273条2款）
3.同一国籍船舶碰撞适用旗国法（《海商法》273款）

船舶内部侵权 旗国法

海上运送事故至人
身或行李毁损

1.运送合同准据法
2.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的雅典公约》（中国
1994年加入）

国际油污损害 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它于2000年1月
5日对我国生效。《海商法》诉讼时效3年，最长6年。



9.2.3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情形 法律适用

海难救助 国际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中国1995年加入）
1.合同救助适用意思自治和最密切 联系原则合同救助的情
况。（中国）　

2.适用船旗国法。
3. 适用行为地法。　阿根庭

共同海损 1.国际惯例是《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2.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海商法》203条）
3.适用船旗国法。　
4. 适用理算地法。（无约定时《海商法》274条）

海事责任限制 1.198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适用于香港。
2.法院地法（《海商法》275条）

海上侵权



9.2.3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产品责任
情形 法律适用

视为一般侵
权

侵权的法律适用

特殊侵权 受害人有限制的意思自治或接受产品地

公约 1977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遵循有利于消费者、排除责任人不可预

见的法律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9.2.3几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

侵犯人格权

情形 法律适用（瑞士）

不正当竞争 损害结果发生地法律

限制竞争 造成影响的市场所在地法律

情形

侵犯名誉或信用、
（日本）

被害人经常居所地；如法人，为

主要营业所所 在地

通过媒体或其他侵权
（土耳其）

受害人有条件地选择适用受害人
经常居所地、施害人营业地、损
害发生地等



9.2.4《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中国规定（第44、45、46条）

          情形 法律适用

     一般侵权（44条） 意思自治→共同经常居所地→侵权行为地

     产品责任（45条 被侵权人意思自治（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

者损害发生地法律）→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
法律

    网络侵权（46条） 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小结及预告
小结
在传统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等的基础上，
又发展了侵权行为自体法、意思自治、有利于
受害人等的法律适用。根据空中、海上、产品
责任等特殊情况，会适用不同于一般规定的法
律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44条是侵权行为的
一般规定、第45、46条分别对产品责任和网络
侵权作出了规定。商事法律适用规定在《海商
法》、《民用航空法》等之中。



9.3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本讲目的 
了解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掌握并应用《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处理案件



9.3.1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
不当得利发生地法

当事人本国法

原法律关系的法律

物之所在地法

法院地法

有限的意思自治



9.3.2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事务管理地法

本人的住所地法

原合同的准据法

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



9.3.3 中国规定
《法律适用法》第47条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相同规定

意思自治 共同经常居所地
不当得利、无因管

理发生地



司法考试真题
36英国公民苏珊来华短期旅游，因疏忽多付房费1000元，苏

珊要求旅店返还遭拒后，将其诉至中国某法院。关于该纠

纷的法律适用，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16年单选）

  A．因与苏珊发生争议的旅店位于中国，因此只能适用中国

    法
  B．当事人可协议选择适用瑞士法

  C．应适用中国法和英国法

  D．应在英国法与中国法中选择适用对苏珊有利的法律



小结及预告

小结

不当得利及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因与管理事
务有关，多数国家适用管理事务地法，但也有

适用属人法。 新近规定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
中国即采意思自治→共同经常居所地→事务发
生地法。

预告

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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