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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新司法解释简析 

 

2011 年 4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开始施行。针对该法颁布后在实践

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于 2013 年 1 月 7 日颁布施行了《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涉外民事解释（一）》”），针对《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总则部分以及分则部分属于一般性问题的内容做出了解释。主要涵盖以下

内容： 

1. 界定了“涉外民事关系”的内涵 

对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内涵，以往的司法解释都是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

三要素考查，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但在司法实践

中存在仅仅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考察案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的倾向，针对这些情况，《涉外民事解

释（一）》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重要连结点，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

结点。并且表述上更为合理贴切，如将“外国”这一表述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等。最

后还增加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 

2. 规定了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范围、时间点、方式等细节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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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条并没有对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范围做出特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误解

认为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必须“有实际联系”，否则其选择适用法律的行

为无效。针对这种误解，《涉外民事解释（一）》第七条作出了澄清，“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

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没有规定当事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律的时间

点，对当事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的方式也仅规定为“明示”。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涉外

民事解释（一）》第八条将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时间点明确规定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对当

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方式也进行了扩展，如果当事人并没有以书面或者口头等明确的方式对适用法

律做出选择，但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

法院也将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上述规定与 2007 年颁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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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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的相关规定都是一致的。 

3. 明确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直接适用，但是

却没有明确“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和外延。针对司法实践中对“强制性规定”的存在不同理解的情

况，《涉外民事解释（一）》第十五条明文列举了哪些属于“强制性规定”，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

护的、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涉及环境安全的、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涉及反垄断、

反倾销的以及其他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但需要注意的是，《涉外民事解释（一）》

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是能够达到排除外国法适用目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外延应该小于《合

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经常居所地”是一个重要连结点，但《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并没有给出“经常居所地”的明确定义。在《涉外民事解释（一）》第十五条中，最高院

综合了以往司法解释中关于“经常居住地”的定义，并借鉴了国外立法经验，将“经常居所地”定

义为“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

方”，但排除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 

4. 进一步理清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我国法律体系中其他冲突规范的适用关系 

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我国法律体系中其他冲突规范的适用关系问题，《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和第五十一条仅做了原则性规定。《涉外民事解释（一）》的第三条对此问题

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综合来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我国法律体系中其他冲突规范

的适用关系如下： 

1) 如果《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其他法律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一

致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当优先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2) 如果《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其他法律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定不一致

的，是否优先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取决于其他法律的规定是否属于“特别规

定”：如果是《票据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商事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及知识产

权领域法律的特别规定，则不优先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除此之外，则优先适

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3)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规定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的规定。 

4)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有规定的，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5. 明确了涉港、澳、台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涉港、澳、台案件的审理，一直比照涉外案件处理，但我国法律

没有对涉港、澳、台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过规定。《涉外民事解释（一）》在第十九条则规

定，对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适用《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涉及台湾案件的，不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而是适用

2011 年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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