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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立法背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出现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涉外民

事关系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内容，与公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由于各国法律规定千差万别，发生涉外民事争议后，需要确定具体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因此，

以确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为内容的法律就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 

1、我国在《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出台前的立法概况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步和发展，我国涉外民事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制

定的许多法律法规中都对相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着很多不足。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

定不系统，它们散布在不同的民事法律规范之中，不仅分散，而且很不统一。《民法通则》、《民通意

见》、《海商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等众多法律中都有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但

它们一方面对于一些共同性的问题缺乏协调，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对同一问题的重复规定或矛盾规

定。而且，这些散布于各个法律法规中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条款仅是针对特殊的事项，缺乏一般

性、原则性的规定，也并不能涵盖所有民事关系的内容。许多重要的事项比如侵权、知识产权等，都

找不到相关的规定。另外，与国际私法法制发展相对比较完善的外国相比，我国的立法还明显缺乏科

学性，不能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的要求。 

2、《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的立法过程 

正是存在上述问题，我国的立法工作者和学者们都一直在为完善国际私法立法不懈努力。2000

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示范法”，这是学术界根据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问题做出的建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为民法草案的一编，已经由 2002 年 12 月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当时提出的是一部包含 94 个条文的建议稿，并先后多次召开过

不同规模的讨论会进行讨论和修改。直到 2010 年 6 月，提出了立法过程中的第四份、仅含 56 个条文

的草案，并就这个草案接连召开了两次研讨会；法律委员会于 8 月 17 日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

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旨在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为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提供依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10月 28 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将自 2011年 4月 1 日起施行该法。 

二、立法的重大意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2008 年 3 月，吴邦国委员

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为了实现到 2010 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2009 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要在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上迈出决定性步伐。为此，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一要抓紧制定和修改在

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二要完成法律清理工作。”而作为民法草案的重要一编，涉外民

事关系适用法即是典型的“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 

纵观整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如下一些亮点： 

首先，从体系方面，单独提出了原则性的“一般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方面，识别、

反致、外国法的查明、公共利益保留等问题是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基础性制度，新法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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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组成第一章，放在后面“分论”前面作为该法的“总论”，具有科学的体系性。另外，在“总论”

中还明确提出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确定法律适用的最密

切联系原则得到广泛采用，适应了国际上解决涉外民事争议法律适用的实际需要，逐步成为国际上确

定跨国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重要规则。当事人对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国际上当事人自行选择适用法

律的范围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新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同时也对当事人选择适

用法律的范围作出了限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

直接适用。” 

其次，在价值取向方面，新法注重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利益。第 25 条、第 29 条和第 30 条分别在

父母子女关系、扶养、监护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

“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这样的说法；在第 28 条的“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第 42 条的“消

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第 43 条的“劳动者工作地法律”、第 45 条和第 46 条的“被侵权人经常居所

地法律”之类的规定也是有利于保护较弱方当事人的权益的表现。 

再次，在连结点的选择上，新法趋向简单化、统一化，符合国际趋势并富有创新性。以自然人的

国籍冲突、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确定的冲突规则为例，新法独创性地提出了“经常居所地”。综观

国际上的立法例，二战后的国际私法已出现了以经常居所为连结点的趋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自 1956

年以来也舍弃了早期的海牙公约所采取的国籍国法主义，转而采用经常居所连结点。新法独树一帜地

以经常居所为主要连结点，这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自然人、法人民事往来日益频繁的新形势

和新情况。 

三、新旧法条对比性说明 

知识点 旧法规定 新法规定 差异性说明 真题链接 

一
般
规
定 

最 密 切

联 系 原

则 

仅在合同等领域明确规定 第二条第二款 本法和

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

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

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

的法律。 

将 “最密切

联系原则”

作为一项总

的原则提出

来。 

 

意 思 自

治原则 

仅在合同等领域明确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依照

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

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

的法律。 

将 “当事人

意思自治原

则”作为一

项总的原则

提出来。 

 

公 共 秩

序保留 

《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

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

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

公共利益。 

第五条 外国法律的

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

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文字表述更

加科学，明

确提出了排

除外国法后

适用中国法

律。 

06-卷 1-39 

外 国 法

的查明 

《民通意见》193.对于应当

适用的外国法律，可通过下

列途径查明：①由当事人提

供；②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

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

机关提供；③由我国驻该国 

第十条 涉外民事关

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

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

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

的，应当提 

确立了“以

有管辖权的

机关依职权

查明外国法

律为主,以

当事人提供 

08-卷 1-35 

06-卷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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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领馆提供；④由该国驻我

国使馆提供；⑤由中外法律

专家提供。 

供该国法律。 外国法律为

辅”的外国

法查明新原

则。 

 

反 致 的

排除 

《民通意见》178 条第 2 款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

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

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

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第九条 涉外民事关

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

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

法。 

新法的表述

更加明确。 

 

民
事
主
体 

自 然 人

的 权 利

能力、行

为 能 力

的 法 律

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

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民通意见》 

179．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

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

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

国法律；在定居国所为，可

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180．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

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

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

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

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

为能力。  

第十一条 自然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

常居所地法律。 

第十二条 自然人的

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

常居所地法律。 

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

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

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

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

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

家庭、继承的除外。 

新法提出了

民事权利能

力的法律适

用规则，并

统一以经常

居所地作为

判断自然人

民事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

力 的 连 结

点。 

09-卷 1-36 

05-卷 1-37 

181．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

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住

所地国法律。 

   

宣 告 失

踪、宣告

死 亡 法

律适用 

 第十三条 宣告失踪

或者宣告死亡，适用自

然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新法新增规

定，依然以

经常居所地

为连结点。 

 

法 人 的

能力、资

格 等 法

律适用 

《民通意见》 

184．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

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

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

其本国法确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领域内进

行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

国的法律规定。 

185．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

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

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

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

业所的，以其住所或者经常

居住地为准。 

第十四条 法人及其

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

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

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

法律。 

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

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

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

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

营业地。 

新法统一以

登记地作为

确定法人及

其分支机构

的当事人能

力等事项的

连结点，并

以主营业地

为补充。 

06-卷 1-35 

05-卷 1-37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10/29/content_2122595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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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格 权

内容、代

理、信托

的 法 律

适用 

 第十五条 人格权的

内容，适用权利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 

第十六条 代理适用

代理行为地法律，但被

代理人与代理人的民

事关系，适用代理关系

发生地法律。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

委托代理适用的法律。 

第十七条 当事人可

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

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

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

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

系发生地法律。 

新增规定。  

自 然 人

国 籍 冲

突 的 法

律适用 

《民通意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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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依照本法

适用国籍国法律，自然

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

的，适用有经常居所的

国籍国法律；在所有国

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

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

系的国籍国法律。自然

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

明的，适用其经常居所

地法律。 

新法统一以

“经常居所

地”为国籍

积极冲突法

的连结点，

并以最密切

联系原则为

补充。 

消极冲突，

以经常居所

地 为 连 结

点。 

 

婚
姻
家
庭 

涉 外 结

婚 的 法

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

结地法律。 

第二十一条 结婚条

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

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

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

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

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

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

婚姻缔结地法律。 

第二十二条 结婚手

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

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

法律的，均为有效。 

新法区分了

结婚条件和

结婚手续所

适用的不同

冲突规则。 

扩大了结婚

手续适用的

准 据 法 范

围。 

08 延 - 卷

1-81 

涉 外 家

庭 成 员

间 人 身

关系、财

产 关 系

 第二十三条 夫妻人

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

同国籍国法律。 

新增关于家

庭成员间人

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的法

律 适 用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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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适

用 

第二十四条 夫妻财

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

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

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

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

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

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

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

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第二十五条 父母子

女人身、财产关系，适

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

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

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

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

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 

则。 

确立了保护

弱者权益的

原则。 

涉 外 离

婚 的 法

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

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民通意见》188． 我国

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

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

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

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

婚姻缔结地法律。 

第二十六条 协议离

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

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

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

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

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

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

律。 

第二十七条 诉讼离

婚，适用法院地法律。 

新法区分了

协议离婚与

诉讼离婚的

不同冲突规

则，明确了

协议离婚的

意思自治原

则，统一了

诉讼离婚中

适用法院地

法的规则。 

05-卷 1-38 

07-卷 1-81 

05-卷 1-81 

涉 外 收

养 的 法

律适用 

 第二十八条 收养的

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

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收养的效

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

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

关系的解除，适用收养

时被收养人经常居所

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

律。 

新法明确了

收养条件和

手续、效力、

解除的法律

适用。 

07-卷 1-35 

08-卷 1-46 

涉

外 扶 养

的 法 律

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八

条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

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

律。 

《民通意见》189． 父母

第二十九条 扶养，适

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

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

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

统一了抚养

关系法律适

用中的有利

于保护被抚

养人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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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相互之间的扶养、夫妻

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

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扶

养，应当适用与被扶养人有

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扶

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

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

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

养人有最密切的关系。 

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法律适用原

则。 

涉 外 监

护 的 法

律适用 

《民通意见》190． 监护

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

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但

是，被监护人在我国境内有

住所的，适用我国的法律。 

第三十条 监护，适用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

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

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

护人权益的法律。 

 

确定了监护

关系法律适

用中的有利

于保护被监

护人权益的

法律适用原

则。 

09-卷 1-33 

继
承 

涉 外 法

定 继 承

的 法 律

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九

条 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

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

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 

第三十一条 法定继

承，适用被继承人死

亡时经常居所地法

律，但不动产法定继

承，适用不动产所在

地法律。 

新法与旧法

规定的法律

适用规则相

同，仅表述

上有差别。 

06-卷 1-37 

涉 外 遗

嘱 继 承

的 法 律

适用 

 第三十二条 遗嘱方

式，符合遗嘱人立遗

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

居所地法律、国籍国

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

法律的，遗嘱均为成

立。 

第三十三条 遗嘱效

力，适用遗嘱人立遗

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

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

国法律。 

新法新增内

容。涉及遗

嘱判定成立

和有效的法

律适用。 

 

涉 外 遗

产管理、

无 人 继

承 遗 产

归 属 的

法 律 适

用 

《民通意见》191． 在我

国境内死亡的外国人，遗留

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如果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依

照我国法律处理，两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

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遗产管

理等事项，适用遗产

所在地法律。 

第三十五条 无人继

承遗产的归属，适用

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

所在地法律。 

确立“遗产

所在地”法

律 适 用 规

则。 

 

物
权 

涉 外 动

产 物 权

的 法 律

适用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

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

权适用的法律。当事

人没有选择的，适用

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

所在地法律。 

确立了动产

物权法律适

用的意思自

治原则，并

以动产所在

地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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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外 运

输 中 的

动 产 物

权 法 律

适用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

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

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

用的法律。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适用运输

目的地法律。 

意思自治原

则加运输目

的地。 

 

涉 外 有

价 证 券

的 法 律

适用 

 第三十九条 有价证

券，适用有价证券权

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

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

密切联系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

原则。 

 

涉 外 权

利 质 权

的 法 律

适用 

 第四十条  权利质

权，适用质权设立地

法律。 

对于质权的

法律适用作

出 明 确 规

定。 

 

债
权 

涉 外 合

同 的 法

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

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

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

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

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

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

用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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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在没

有协议选择

适用法律时

的“特征履

行方”当事

人经常居所

地这一连结

点。 

单独规定了

消费者合同

和劳动合同

这两种存在

弱者方的合

同的具体法

律 适 用 规

则。 

经

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

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

联系的法律。 

第四十二条 消费者

合同，适用消费者经

常居所地法律；消费

者选择适用商品、服

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

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

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

营活动的，适用商品、

服务提供地法律。 

第四十三条 劳动合

同，适用劳动者工作

地法律；难以确定劳

动者工作地的，适用

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

律。劳务派遣，可以

适用劳务派出地法

律。 

09-卷 1-33 

09-卷 1-34 

08-卷 1-37 

06-卷 1-94 

涉 外 侵

权 的 法

律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

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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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住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

任，适用侵权行为地

法律，但当事人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

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侵权行为发生后，

确立了涉外

侵权责任中

的侵权行为

地和共同经

常居所地的

法律适用规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5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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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

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

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民通意见》187． 侵权

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

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

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

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

用。 

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

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第四十五条 产品责

任，适用被侵权人经

常居所地法律；被侵

权人选择适用侵权人

主营业地法律、损害

发生地法律的，或者

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

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

关经营活动的，适用

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

或者损害发生地法

律。 

第四十六条 通过网

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

侵害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隐私权等人

格权的，适用被侵权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则，并明确

了侵权中的

意思自治原

则。 

细化产品责

任的法律适

用规则。 

新增侵犯人

格权的法律

适用规则。 

其 他 涉

外 债 权

的 法 律

适用 

 第四十七条 不当得

利、无因管理，适用

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

的法律。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当事人

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没有共同经常居

所地的，适用不当得

利、无因管理发生地

法律。 

新增涉外不

当得利、无

因管理的法

律 适 用 规

则。确立了

意思自治原

则，并以共

同经常居所

地和行为发

生 地 为 补

充。 

 

知
识
产
权 

涉 外 知

识 产 权

的 法 律

适用 

 第四十八条 知识产

权的归属和内容，适

用被请求保护地法

律。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

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

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

用的法律。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适用本法

对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知识产权

的侵权责任，适用被

请求保护地法律，当

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

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

用法院地法律。 

新增关于涉

外知识产权

的归属和内

容、转让和

许可使用、

侵权责任的

法律适用规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