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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过渡问题 
 

A. 总论 
 

1. 关于生效日期前交易的一般规则 
 
1. 在许多情况下，新的担保交易法规所体现的规则将不同于从前的法规。因此，此
种法规应当具体说明其生效的日期（“生效日期”）。 

2. 由于以债务人财产上的权利作担保的债务通常要过很长时间才偿付，所以在任何
新的担保交易法规生效日期之前有可能已设立了许多权利，这些权利将会继续存在下

去，对截至新法规生效之日尚未偿付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此，另一个关于任何新的担

保交易法规的重要决定，必须涉及新法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管辖生效日期之前达成的

交易。 

3. 一种可能性是，新的法规只能对将来的交易适用，因此不能管辖在生效日期之前
达成的任何交易。虽然这种办法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对解决债务人与有

担保债权人之间产生的问题，但同时也会造成明显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现有担

保交易的当事人将无法利用新法规的好处，而对于难以确定是否存在原先制度下设立

的权利，这种法规可能特别重要。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新的法规不适用于生效日期之

前的交易，那么在生效日期之前设立的权利与生效日期之后设立的权利之间发生的优

先权冲突将难以解决，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由旧的法律管辖。这样一来，新法规的巨

大经济益处就会长期搁置。 

4. 另一种可能性是，新的担保交易法规可管辖自某一指定生效日期起的所有担保交
易，包括那些业已存在的交易，只有那些为确保向新制度有效过渡所必需的情形除外

（见第 5-10段）。这种办法将避免上文提到的各种问题。 
 

2. 一般规则的除外情形 
 

a. 已提交法院或仲裁庭的纠纷 
 
5. 如果一项纠纷在新法规生效之日已诉诸法律（或相应的纠纷解决制度），则当事
各方的权利已十分明确，不应因新的法律制度的生效而改变该纠纷的结果。因此，不

应通过适用新的法律制度来解决这种纠纷。 
 

b. 生效日期之前的权利对于各方当事人的效力 
 
6. 如果一项担保权利是在新法规生效日期之前设立的，那么关于这种权利对于债务
人和债权人的效力，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项权利根据旧的法律在当事

人之间无效，但如果适用新的法律则在当事人之间有效，那么，这项权利是否应在新

法律的生效日期生效。第二个问题是，一项权利根据旧的法律在当事人之间有效，但

如果适用新的法律则在当事人之间无效，那么，这项权利是否应在新法律的生效日期

在当事人之间失效。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考虑使这种权利在新法律的生效日期生效。

关于第二个问题，可能应当规定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这项权利仍在当事人之间有效，

以便使债权人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使这项权利根据新的法律发生效力。过渡期届满，

这项权利即在当事人之间失效，除非这项权利已根据新的法律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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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效日期之前的权利对于第三方当事人的效力 
 
7. 关于生效日期之前设立的权利对第三方当事人的效力，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
由于新的法规将体现采取必要的适当步骤以使某项权利对第三方当事人具有效力的公

共政策，可取的做法是允许新规则的适用范围尽量大一些。但是，如果债权人根据原

来的法律制度对第三方当事人拥有有效的权利，那么要求这种债权人立即遵守新法律

的任何附加要求，可能不近情理。因此，一项权利根据原来的法律制度对第三方当事

人有效，但根据新的规则无效，仍应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根据新的法律确定）保持

有效，以便使债权人有时间根据新的法律采取必要的步骤。 

8. 如果一项权利根据原来的法律制度对第三方当事人无效，但根据新的规则却对其
有效，则此种权利应当在新规则的生效日期立即对第三方当事人生效。归根结蒂，不

妨假定当事人希望生效日期之前的权利仍对其有效，同时第三方当事人受到新规则最

大限度的保护。 
 

d. 优先权纠纷 
 
9. 优先权纠纷涉及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作保资产的两项竞合权利，如果其
各自的相对优先权是在新规则生效日期之前确定的，而且除了达到生效日期之外未发

生任何改变这一优先权的事由，那么这种关系的稳定性表明不应改变在生效日期之前

已确定的优先权。但是，如果发生了甚至根据原来的法律制度也会影响优先权的事由，

那么就不大有理由沿用旧的规则来管辖一项已经因新规则生效日期之后采取的行动而

发生变化的纠纷。因此，对此种情形更有理由适用新的规则。 

10. 如果优先权纠纷的一方是在生效日期之前确立的权利，而另一方是在生效日期之
后确立的权利，那么每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都在于适用在确立其权益当时行之有效的规

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理想的办法是最终由新的规则来管辖，但稳妥的做法是提供

一条过渡规则，保护那些根据旧的制度取得权利的债权人的地位，同时使债权人有时

间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在新的制度下继续得到保护。相当于假如达成原交易时新规

则已生效而且当时已采取这些步骤的过渡规则也可为该债权人提供同样优先权。 
 

B. 小结和建议 
 
11. 新的担保交易法规应具体规定法规生效的日期。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应审议新的法规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所有交易，包括业
已存在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