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区际私法理论与实践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420210731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文）中国区际私法理论与实践

（英文）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Theory and Practice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私法

（一）课程定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区际私法业领域的国家

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司法实践问题，
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培养优秀的涉外涉港澳台法治人才。

（二）课程目标
1.了解国内外区际私法学的发展；
2.掌握中国区际私法的基本特征及基础理论知识；
3.熟悉我国区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
4.能运用区际私法知识分析与解决现实中的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三）主要教学内容
本课程从比较法的视角探讨中国区际私法的产生、发展、特征，中国

区际私法的渊源、性质和基本原则，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现状、困境及其未
来发展，中国区际私法中的疑难问题等内容。

（三）重点难点
1.区际私法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
2.中国区际私法立法及其司法现状；
3.从海牙国际私法条约、布鲁塞尔条例等比较法视角分析问题；
4.运用区际私法知识分析并解决现实中复杂案件。
（四）主要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五）基本要求
1.课前做好案例阅读；
2.课堂上认真学习，并积极参与讨论与分析；
3.课后认真学习与研究，做好知识点的总结。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ll about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1.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m, the course will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RC’s national strategies,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in the sphere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guide the students to go deep into the
social practic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ties，to be qualified excellent experts
in foreign-related (including HK, Macao and Taiwan) rule of law sphere.

2. Objects of the Course



（1）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2）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3）help th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rules to practical and complex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3. Contents of the Course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legal sources and its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theory and legislati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etc.

4.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 points
(1)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2)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hinese legislation and legal practice of Chinese
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3)analyze the problems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HCCH
Conventions or EU Brussels Regulation.
(4)analyze and solve the complex foreign-related (including HK, Macao and
Taiwan)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5. Main Teaching Methods
This course would mainly adopt case analysis method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6. Basic Requirements
(1)Read the cases carefully before the course;
(2)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including case analysis;
(3) Study the cases carefully after the courts, summarize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urse.

*教材

（Textbooks）
张美榕，《中国区际私法之发展与完善》，元照出版社，2019 年 12 月版。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1.中文参考文献
（1）黄进著：《区际冲突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 年版。
（2）韩德培主编：《中国冲突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3）沈涓著：《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
版。
（4）陈力著：《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区际司法协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董立坤主编：《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法律的冲突与协调》，法律出



版社，2004 年版。
（6）冯霞著：《中国区际私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年版。
（7）谢石松主编：《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法律冲突与协调》，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8）袁发强著：《宪法与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
（9）黄进主编《我国区际法律问题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10）冯霞著：《涉港澳台区际冲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版。
2. 外文参考文献
(1)Dicey, Morris and Collins, The Conflict of Laws, Thomson: Sweet &
Maxwell, 15th ed., 2018.
(2)Eugene F. Scoles，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 Distinctions in Conflict of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54 Calif. L. Rev. 1599 (1966).
(3)Jin Huang, Andrew Xuefeng Qia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Law
Families and Four Legal Regions: The Emerging Inter-regional Conflicts of
Law in China,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1995,Vol.5.
(4)Xian Chu Zhang，ANew Stage of 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land Judgments Ordinance
and Certain Issues Beyond ，Hong Kong Law Journal (2009).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张美榕
张美榕为法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与区际

私法，主讲本科课程《国际私法》、《中国区际私法理论与实践》
等，主讲研究生课程《国际私法》与《法学英语》等。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认识中外区际际私法学的发展概况与历史脉络。
2.通过案例掌握中国区际私法的相关知识，夯实中国区际私法理论基础。
3.通过现实中的区际私法案例的学习与分析，训练运用中国区际私法知识
与方法研究现实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的能力，开拓视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
决复杂区际私法案件的实务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闭卷考试，平时成绩一般占总评成绩的 3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一、中国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及其独特性
（一）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
（二）区际私法/区际法律冲突法
（三）比较法视角下的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及其协调模式

1.普通法系复合法域国家
2.大陆法系复合法域国家

（四）我国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第二周 2
2

二、中国区际私法总论
（一）中国大陆地区的区际私法及其发展
（二）中国香港的区际私法及其发展
（三）中国澳门的区际私法及其发展
（四）中国台湾地区的区际私法及其发展

第三周 2 2

三、海牙国际私法条约与我国区际私法的发展
（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及其条约
（二）我国两岸四地与HCCH 及其条约的关系
（三）海牙国际私法条约对我国区际私法的影响
（四）我国区际私法成果对海牙国际私法条约的丰富

第四周

2

2

四、区际私法中的外域法查明问题
（一）我国内地在外域法查明方面的新司法解释
（二）区际私法中的外域法查明制度的新发展
（三）相关司法实践
（四）进一步完善的思考
五、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一）司法实践
（二）独特之处

第五周 2 2

六、中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一）现状与不足之处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修改对区际私法的影响
（三）从 2023 海牙平行诉讼草案看中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之协
调途径

第六周 2
2

七、区际民商事管辖协议
（一）两岸四地的区际民商事的协议管辖制度
（二）布鲁塞尔条例与海牙 200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及其启发
（三）内地与香港与协议管辖有关的安排
（四）区际间非对称管辖协议问题



第七周 2 2

八、中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一）先受理法院原则之理论基础
（二）我国民诉最新立法中的先受理法院规则
（三）先受理法院原则在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具体适用
（四）布鲁塞尔条例与海牙管辖权项目草案对我国的启发

第八周 2
2

九、区际民商事案件中的更适当法院
（一）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两岸四地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二）更适当联系与更适当法院理论探索
（三）我国区际民商事纠纷解决中的更适当法院之司法实践
（四）海牙管辖权项目草案对我国的启发

第九周 2 2

十、中国区际私法中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制度
（一） 比较法视角下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
（二） 两岸四地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立场与立法
（三） 两岸四地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方案的司法实践
（四）中国区际国家及其财产管辖权冲突之避免与协调

第十周
2

2

十一、中国区际合同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一）区际合同法律冲突
（二）区际合同法律冲突的协调
（三）CISG 公约的适用问题
（四）典型案例
（五）区际合同法律冲突之协调途径探索

第十一周 2 2

十二、中国区际婚姻家庭法律冲突
（一）中国区际婚姻家庭法律冲突
（二）中国区际婚姻家庭法律冲突之协调
（三）典型案例
（四）进一步完善之探索

第十二周 2
2

十三、中国区际民商事争端解决途径
（一）区际间调解平台构建
（二）区际民商事仲裁机制之发展
（三）区际民商事诉讼制度
（四）其他途径

第十三周 2 2

十四、中国区际司法协助 概论
（一）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二）区际文书送达
（三）区际取证
（四）区际破产协助

第十四周
2

2

十五、中国区际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与执行
（一）内地与香港（重点 有最新发展）
（二）内地与澳门
（三）香港与澳门
（四）香港与台湾地区
（五）澳门与台湾地区

第十五周 2 2

十六、两岸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
（一）大陆地区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民商事判决
（二）台湾地区认可与执行大陆地区民商事判决
（三）典型案例分析



（四）困境及其对策

第十六周
2

2

十七、中国区际间仲裁领域中的相互协助
（一）区际间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
（二）区际间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
十八、中国区际私法发展对中国和世界的正向影响
（一）对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潜在影响
（二）对世界的其他启发

总计

备注（Notes） 16 周课程均有张美榕副教授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