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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冲突1 
 

A. 一般规则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法律冲突规则何时适用。一种做法是，情况
是否涉及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选择，均适用法院地法律冲突规则。采取这种做
法的原因也许是，要求确定情况是否涉及法律选择会带来不确定性，因为一家
法院可能认为问题涉及法律选择，而另一家法院可能对该问题有不同看法。此
外，法律冲突规则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适用，因为这些规则也是就适用法律是法
院地的国内法还是一部外国法律作出规定的规则。另一种做法是，在涉及不同
国家法律之间选择的所有情况下适用法律冲突规则。按照这种做法，法律冲突
规则将予适用，除非案件事实绝对没有一项要素，要求就适用两部或多部法律
中的哪一部法律作出决定；任何外国要素将触发法律冲突规则的可适用性。这
种做法可确保法律冲突规则得到相对广泛的适用，但也在其适用方面带来不确
定性。还有一种做法是总是要求或仅在特殊情况下要求，满足额外的具体规定
的标准，法律冲突规则才可适用。按照这种做法，法律冲突规则的适用可能是
有限和不确定的。] 
 

第 78 条. 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之间相互权利和义务的适用法律 
 
 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之间担保协议产生的相互权利和义务，适用的法律

是其选定的法律，没有选定法律的，是该担保协议的管辖法律。 
 

第 79 条. 有形资产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1. 除第 2 款至第 5 款和第 93 条规定的情形外，有形资产担保权的设定、对抗

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适用法律是该资产所在国的法律。 

2. 可转让单证涵盖的有形资产，所设担保权以占有该单证取得对抗第三方效

力的，相对于以另一种方法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相竞合的担保权，优先权适

用法律是该单证所在国的法律。 

3. [在不违反第 4 款的前提下，]在一个以上国家通常使用的某类有形资产，担

保权的设定、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适用法律是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 

4. [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或颁布国指明的类似有形资产]所有权在专门登记

处办理登记或在产权证书上加注，并且该资产担保权通知可在该登记处办理登

记或在该证书上加注的]，有形资产担保权的设定、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适用法

律是负责管理该登记处或签发该证书的国家的法律。 

5. 在不违反第 3 款的前提下，有形资产（可转让票据、可转让单证和非中介

代管类有票张的证劵除外）担保权在推定其设定时该有形资产正在途中的，或

__________________ 

 1 颁布国可将法律冲突条文纳入其担保交易法（放在开头或结尾处）或纳入一项单独的法律

（民法典或其他法律），视其法律传统或起草习惯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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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转移至在推定其设定时其所在地国家以外一个不同国家的，可根据在推定其

设定时该资产所在国的法律设定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或者在推定设定担

保权后[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该资产运抵最终目的地国的情况下，可根

据最终目的地国的法律设定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第 1 款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03 为基
础，第 1 款反映了得到普遍接受的物所在地法办法。工作组还似宜注意，第 2
款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06 为基础，第 2 款处理通过占有单证取得对抗第
三方效力的可转让单证所涵盖有形资产上担保权的优先权的适用法律是否应为
资产或单证的物所在地法这一问题。这一规则是第 44 条符合逻辑的结果，根据
该条，通过占有单证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可转让单证所涵盖有形资产上担保
权优先于通过另一种办法（例如，通过占有资产或在设保人所在国的登记处登
记一则通知）取得效力的相竞担保权。 

 此外，工作组似宜审议第 3 款中方括号内的案文，其目的是确保如果移动
货物须服从第 4 款提及的专门登记制度，则第 4 款将予适用。而且，工作组似
宜注意，对第 4 款作了修订，使之与作为其基础的建议 205 更加一致，并述及
《担保交易指南》中提到的问题（见第十章，第 37 和 38 段。尤其是，工作组
似宜注意似乎仅产权登记处和产权证书需要专门的规则。如果一国有专门的登
记处登记担保权和其他抵押权通知，但该登记处并不发挥产权登记处的作用
（例如，可以记录初始所有权和彻底出售），则一般的法律冲突规则可以处理此
事，如果这些规则指向设有此类登记处的国家的法律，则该国的实体法将告诉
有担保债权人在该登记处登记而非在该国的普通担保权登记处登记。不过，工
作组似宜考虑应当删除第 4 款，原因是：(a)很少有专门的产权登记制度允许为
第三方效力目的登记担保权通知；(b)如果有这样的专门产权登记制度，并且可
以在不止一个国家的专门产权登记处登记担保权通知，第 4 款不会很好地发挥
作用；以及(c)如果此类专门登记以颁布国加入的一项国际公约为基础，则第 3
条（颁布国的国际义务）足以维护公约的适用。 

 此外，工作组还似宜审议，本条文（以及本章提及设保资产或设保人所在
地的其他条文）是否应当明确提及第 85 条，该条指明了确定设保资产或设保人
所在地的相关时间。或者，可在《颁布指南》中作此种提及，《颁布指南》也可
以解释，示范法草案的条文特别是同一章所载的条文应当一并理解。 

 工作组还似宜考虑：(a)第 5 款是否属于法律冲突规则而非像第 21 条一样属
于接收国的实体规则；(b)括号内的措词是否有必要，因为可转让票据、可转让
单证和非中介代管类有票张的证券通常不为“在途或拟出口有形资产”一语所
涵盖。] 
 

第 80 条. 无形资产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除第 81 条和第 90 条至第 93 条规定的情形以外，无形资产担保权的设定、

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适用法律是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 
 



 

V.15-05352 5 
 

 A/CN.9/WG.VI/WP.65/Add.4

第 81 条. 在不动产出售或租赁或不动产担保交易产生的 
应收款上设定的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1. 不动产出售或租赁或不动产担保交易产生的应收款，其担保权的设定、对

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适用法律是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 

2. 虽有第 1 款的规定，不动产出售或租赁或不动产担保交易产生的应收款，

其担保权相对于在负责登记相关不动产权利的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记的相竞合

求偿人的权利，优先权顺序的适用法律是负责管理该登记处的国家的法律，但

前提是根据该法律，是否办理登记关系到应收款担保权的优先权顺序。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本条反映了《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09
（另见第十章，第 54 段），第 1 款所载规则与第 80 条所载一般规则相同。因
此，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删除第 1 款，并将第 2 款修订为：“虽有第 80 条的
规定，就不动产出售或租赁或不动产担保交易产生的应收款上设定的担保权而
言，应收款担保权相对于在负责登记相关不动产权利的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记
的相竞合求偿人的权利，优先权顺序的适用法律是负责管理该不动产登记处的
国家的法律”。工作组似宜注意，本规则仅在下述情况下适用：(a)负责组建不动
产登记处的国家要求相竞求偿人必须办理登记才能触发有关此类应收款担保权
的不同优先权规则的适用；以及(b)相竞求偿人事实上已在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
记。工作组似宜重新审议这些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增加了本条所述规则的复杂
性。] 
 

第 82 条. 强制执行担保权时的适用法律 
 
 强制执行担保权时，相关问题的适用法律： 

 (a) 就有形资产担保权而言，是强制执行[的相关行为]发生地所在国的法

律，但第 93 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b) 就无形资产担保权而言，是担保权优先权顺序的适用法律，但第 90
条、第 92 条和第 93 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审议(a)项中置于方括号内的案文，该案文意在澄
清，强制执行可能涉及若干不同的行为（例如违约通知、有担保债权人打算不
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就取得设保资产占有权的意向通知、对设保资
产的处分以及对处分所得收益的分配），这些行为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见
A/CN.9/802，第 105 段）。例如，有担保债权人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对设保资产
的占有权，在第二个国家处分设保资产，在第三个国家分配处分所得收益。或
者，可在《颁布指南》中讨论或解释此事。] 
 

第 83 条. 在设保资产收益上设定的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1. 收益上设定的担保权，适用的法律是在产生收益的原始设保资产上如若设

定担保权时所适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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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上设定的担保权，其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顺序的适用法律是与收益同

类的资产上如若设定担保权时其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顺序的适用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如果原始设保资产是库存品，该库存品被
出售，货款存入银行账户：(a)根据第 1 款，有担保债权人是否自动取得作为原
始设保库存品收益的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上的担保权，这一问题的适用法律
将是库存品所在地法律；(b)根据第 2 款，任何收益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和优先
权的适用法律为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的适用法律。工作组似宜审议在下述情
形下此类分成两部分的规则是否带来困难，即管辖设定的法律承认范围较广的
自动收益规则，而管辖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规则不承认自动收益权或只承认
非常有限的自动收益权。此外，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修订本条的案文，以明
确说明本条仅处理由于设保人处分或其他违约前事件由原始设保资产产生的收
益的适用法律，而第 82 条(a)项处理根据违约后强制执行程序处分设保资产所产
生收益的分配的适用法律。] 
 

第 84 条. 设保人“所在地”的含义 
 
 就本章条文而言，设保人所在地：  

 (a) 在有营业地的情况下，是其设有营业地的国家； 

 (b) 当设保人在一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地时，是设保人行使中央管理职能

所在的国家；以及 

 (c) 在设保人没有营业地的情况下，是设保人惯常住所所在的国家。 
 

第 85 条. 确定所在地的相关时间 
 
1. 除第 2 款规定的情形外，本章条文中提及的设保资产所在地或设保人所在

地： 

 (a) 就设定问题而言，是指推定担保权设定时设保资产或设保人的所在

地； 

 (b) 就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问题而言，是指这一问题产生时设保资产或设

保人的所在地。 

2. 设保资产上所有相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在该资产或设保人的所在地发生变更

之前即已设定并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本章条文中提及的所在地，就第三方

效力和优先权问题而言，是指所在地发生变更之前的所在地。 

 [工作组注意：第 2 款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20 为基础，工作组似宜考
虑该款关于“所有相竞求偿人的权利均在资产或设保人的所在地发生变更之前
即已设定并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的提法是否正确。似乎这样的措词仅适用
于作为相竞有担保债权人的相竞求偿人，而不适用于作为彻底转让受让人、胜
诉债权人或设保人的破产管理人的相竞求偿人。此外，工作组似宜注意，一并
适用第 82 条和第 85 条时：(a)有形资产担保权的强制执行似乎须适用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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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制执行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多数情况下即资产所在地的法律）；(b)无形资
产担保权的强制执行似乎须适用优先权问题发生时管辖优先权的法律（就应收
款而言，即设保人所在地的法律），以及(c)强制执行开始之后所在地发生变更
的，相关所在地为强制执行开始时的所在地。此外，工作组似宜审议本条对于
下述情形是否产生适当的结果，即担保权设定之后或强制执行程序开始之后设
保资产或设保人所在地发生了变更。例如，在有形资产担保权设定之后，有形
资产所在地发生了变更，因而强制执行适用法律发生了变更，在这种情形下，
有担保债权人不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申请即重新占有资产的权利可能受到限
制或者服从不同的规定。在这方面，工作组似宜考虑到：(a)规定为强制执行目
的确定有形资产所在地的相关时间应为担保权推定设定时间的规则可能与第 82
条(a)项不相符；(b)示范法草案第 21条明确设想适用法律可能会发生变化；以及
(c)第 85 条第 2 款是针对其权利产生于变更之前的所有求偿人处理这一问题的。] 
 

第 86 条. 排除反致 
 
 本章条文中提及一国“法律”作为某一问题的适用法律时，系指该国现行

有效的法律，而非其国际私法规则。 
 

第 87 条. 高于一切的强制性规则和公共政策（公共秩序） 
 
1. 本章条文并不妨碍法院适用诉讼地法律中不论根据本章条文规定的适用法

律而一概适用的高于一切的强制性规定。 

2. 按诉讼地法律确定法院何时可以或者必须适用或考虑到另一法律中高于一

切的强制性规定。 

3. 只有在适用本章条文规定的适用法律的条文结果将与诉讼地公共政策（公

共秩序）的基本概念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和限度内，法院才可排除适用该项条

文。 

4. 按诉讼地法律确定法院何时可以或者必须适用或考虑到有别于本章条文规

定将予适用的一国法律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秩序）。 

5. 本条不允许对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适用诉讼地[或另一国]法律的条

文。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根据工作组的一项决定（见 A/CN.9/802，
第 106 段），已对示范法草案第 86 和第 87 条作了修订，以便与《海牙国际商事
合同法律选择原则》（《海牙原则》）第 8 和第 11 条保持一致。此外，工作组似
宜考虑本条是否应加上《海牙原则》第 11 条第 5 款，其中处理仲裁程序中的公
共政策和强制性法律例外情形。而且，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修订基于《担保
交易指南》建议 222(c)项的本条第 5款，以便澄清诉讼地国不得取代适用于第三
方效力和优先权的法律条文而适用本国的条文或另一国的条文（除非诉讼地法
律或另一国的法律是根据本章条文应予适用的法律）。“采取这种办法的理由
是，有必要实现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适用法律方面的确定性。《转让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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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第 2款、第 30条第 2款和第 31条都遵循了这种办法。《海牙证券公约》第
11 条第 3 款也遵循了这种办法”（见《担保交易指南》，第十章，第 79 段）。在
这方面，工作组似宜审议第 5 款大意如下的替代措词：“本条不允许法院取代本
章中处理担保权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适用法律的条文”，或者“本条不允许优
先适用其法律根据本章条文可以适用的诉讼地或另一国与担保权第三方效力和
优先权有关的法律条文。”] 
 

第 88 条. 启动破产程序后对担保权的适用法律的影响 
 
1. 在不违反第 2 款的前提下，本章条文规定的对担保权的适用法律在启动设

保人破产程序后依然适用。 

2. 根据本章条文规定对担保权适用的法律，其适用与否以设保人破产情况下

启动破产程序后当地国对如何处理担保权所适用的破产法为准。 

 [工作组注意：鉴于示范法草案并不处理破产法问题（或设保人破产情况下
的适用法律），工作组似宜审议基于《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23 的本条是否应保
留。如果工作组决定应当删除本条，可在《颁布指南》中讨论其中所述事项，
将其作为颁布国其他法律管辖的事项。如果工作组决定应当保留本条，似宜审
议是否应当删除第 2 款，因为：(a)作为第 2 款基础的建议 223 第二句话虽然适
合用于一项，但对于示范法而言可能不够具体；以及(b)为纳入示范法而作了修
订的第 2 款的范围可能比建议 223 第二句话要宽泛。如果删除第 2 款，《颁布指
南》可以解释适用于破产的法律（即破产诉讼地法）的适用对担保权有效性、
可执行性和优先权的适用法律的影响（见《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23，和第十
章第 80-82段，以及《立法指南》，建议 31，和第二部分，第 88段。）] 
 

B. 特定资产规则 
 

第 89 条. 第三方承付人和有担保债权人之间关系的适用法律 
 
 应收款、可转让票据或可转让单证的担保权设保人与应收款债务人、可转

让票据承付人或可转让单证签发人之间的关系，适用的法律是： 

 (a) 应收款债务人、票据承付人或单证签发人与应收款、票据或单证的担

保权人之间关系的适用法律； 

 (b) 向应收款债务人、票据承付人或单证签发人提出应收款、票据或单证

的担保权主张时依据的各项可能条件的适用法律，包括应收款债务人、票据承

付人或单证签发人是否可以坚持原订限制设保人设定担保权的权利的协议；以

及 

 (c) 关于应收款债务人、票据承付人或单证签发人的债务是否已经清偿的

适用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本条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17（见
第十章，第 62和第 63段）和《转让公约》第 29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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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条. 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1. 在不违反第 91 条的前提下，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

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顺序及其强制执行，以及开户银行与有担保债权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适用的法律是： 
 
备选案文 A2 
 
银行账户的银行营业地所在国的法律。 

2. 银行在一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地的，适用的法律是银行账户所在分行当地

国的法律。 
 
备选案文 B 
 
账户协议中明确指定的账户协议管辖法律的所属国家的国家法律，或者，账户

协议明确规定另一法律适用所有此类问题的，则是该另一法律。 

2. 依照第 1 款确定的国家的法律，只有在账户协议订立时开户银行在该国已

设有办事处从事管理银行账户正常营业活动的情况下才予以适用。 

3. 依照第 1 款或第 2 款无法确定适用法律的，将依照[颁布国在此处插入以

《关于中介代管类证券所涉某些权利准据法的海牙公约》第 5 条为基础的若干

缺省规则]确定适用的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本条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10 为基
础。工作组似宜审议，备选案文 A 或《颁布指南》是否应当澄清，银行不管是
通过实体办事处还是只通过一法域内客户可以电子方式访问网上连接的手段提
供分行服务，银行分行（或办事处）均应视为位于一特定法域内。在这方面，
工作组似宜考虑到，为监管和其他目的，银行必须在一个法域拥有实际存在或
法定地址（反洗钱法律，《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法院管辖权等等）。] 
 

第 91 条. 以登记方式实现某些类别资产担保权第三方效力的适用法律 
 
 设保人所在国法律承认办理通知登记是可转让票据或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

权担保权实现对抗第三方效力的一种方法的，该国法律即是关于是否已通过按

该国法律办理登记实现第三方效力问题的适用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审议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11 为基础的本条
是否应予保留。在这方面，工作组似宜注意，本规则的结果是，如果设保人所
在国承认办理通知登记为实现第三方效力的一种方法，有担保债权人就可以选
择根据设保人所在国法律（第 91 条）还是根据票据所在国法律（第 779 条第 1
款）通过办理登记实现第三方效力。不过，工作组似宜考虑这种结果可能产生

__________________ 

 2  一国可采纳本条的备选案文 A 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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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外后果。例如，潜在相竞求偿人需要审查设保人所在地的法律以确定登记
是否为实现第三方效力的一种方法，然后再在两个不同国家的登记处进行查
询，以确定票据上是否设有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如果工作组决定应
当保留本条，则似宜考虑本条只应适用于可转让票据和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
权，还是也可适用于其他类别的资产（例如可转让单证所涵盖的有形资产，其
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将由单证所在地确定）。] 
 

第 92 条. 知识产权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1. 知识产权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顺序，适用的法律是知

识产权保护国的法律。 

2. 知识产权担保权也可以根据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设定，并且也可以根据该

法律取得对抗除另一有担保债权人、受让人或被许可使用人以外的第三方的效

力。 

3. 强制执行知识产权担保权时的适用法律是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 
 

第 93 条. 非中介代管类证券担保权的适用法律 
 
备选案文 A 
 
1. 在不违反第 2 款的前提下： 

 (a) 非中介代管类有票张的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

权顺序的适用法律是该票张所在国的法律； 

 (b) 非中介代管类有票张的证券，担保权强制执行时的适用法律是强制执

行[的相关行为]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 

2. 非中介代管类有票张的证券，担保权对抗发行人的效力的适用法律是发行

人依据当地国法律组建时的所在国的法律。 

3. 非中介代管类无票张的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优先权顺

序和强制执行，及其对抗发行人的效力，适用的法律是发行人依据当地国法律

组建时的所在国的法律。 
 
备选案文 B 
 
非中介代管类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优先权顺序和强制执

行，及其对抗发行人的效力，适用的法律是发行人依据当地国法律组建时的所

在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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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案文 C 
 
1. 非中介代管类股权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优先权顺序和

强制执行，及其对抗发行人的效力，适用的法律是发行人组建时所依据的法

律。 

2. 非中介代管类债权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优先权顺序和

强制执行，及其对抗发行人的效力，适用的法律是管辖该证劵的法律。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审议上述备选案文。备选案文 A 分别为有票张的
证券和无票张的证券提供了不同规则，并且针对有票张的证券，提供了关于各
种事项的不同规则（这些规则类似适用于有形资产的规则；见第 79 条第 1 款和
第 82 条(a)项）。特别是就有票张的证券而言，这种做法具有灵活性的好处，但
不足之处是有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互不一致和相互重叠。举例说，如果不能
对这些事项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些事项可能交由发行人组建法律而非票张所在
地的法律处理。不过，其他类别的无形资产也可能有这个问题，如应收款，对
于应收款，根据第 80 条，设保人所在地的法律适用于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
优先权，而根据第 89 条，适用于应收款的法律适用于应收款债务人与有担保债
权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工作组似宜考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适用法律的这
种分配办法是合理的，或者说也解决了《示范法》或《颁布指南》中对其他类
别无形资产的此种关切。此外，通过规定有票张的证券担保权的设定、第三方
效力和优先权适用票张所在地的法律，备选案文 A 使得有担保债权人有可能通
过将票张从一国移至另一国而操纵根据备选案文 A 适用于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
（但考虑到第 85 条，可能不包括设定）的法律。再一次，对有担保债权人实际
占有的其他类别有形资产也会有这种关切，不管其是（如可转让票据和可转让
单证）否（如贵金属）体现对第三方的债权。此外，就无票张的证券而言，备
选案文 A 的有利之处是，仅一条规则适用于所有问题，并且规定服从同一部法
律（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类别无形资产的适用法律）。然而，其不足之处是，对股
权证券（为使担保权具备对抗发行人效力，对此应当适用发行人组建地国家的
法律）和债权证券（对此，或许管辖此种证券的法律更为合适）未作区分。备
选案文 A 的一个变式也许是限制第 2 款适用于股权证券，并按照如下大意针对
债权证券添加一个新的款项：“非中介代管类债权证券担保权对抗发行人的效
力，适用的法律是管辖该证券的法律”（同时从当前的第 3 款中删除对抗发行人
效力的提法）。或者，该新的款项可以仿效第 89 条的措词或在第 89 条中加以述
及。在这方面，工作组似宜注意，示范法中证券发行人被视作第三方承付人，
而担保权对抗第三方承付人的效力在第 89 条处理（对抗开户银行的效力除外，
对抗开户银行的效力在第 90条处理）。 

 备选案文 B 规定了对有票张的和无票张的证券及所有问题（即设定、对抗
第三方效力、优先权和强制执行以及担保权对抗发行人的效力）一概适用的单
一规则。这种做法消除了发行人组建地国家法律和根据诉讼地的法律冲突规则
可能为其他问题指定的另一项法律（例如为有票张的非中介代管类证券担保权
优先权指定该证券票张所在地的法律）之间互不一致或相互重叠的风险。此
外，将所有问题交由单一法律的做法提高了确定性，因为某些事项（例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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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对证券转让的限制）可以视为不仅事关担保权对抗发行人的效力，而且
事关担保权的设定及其强制执行。而且，由于未规定有票张的证券适用证券票
张所在地的法律，备选案文 B 能够防止占有人通过将证券票张从一国移至另一
国而操纵对适用法律的指定结果。然而，备选案文 B 的不足之处是，它偏离了
关于有票张的证券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物所在地法规
则。因此，针对有票张的证券的法律冲突规则将从而有别于出于某些目的而被
并入有形资产的其他无形资产可以适用的规则（根据第 79 条，可转让单证或票
据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受单证或票据所在地法律管辖）。备
选案文 B 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它未对股权证券和债权证券作出区分，因而规
定即使债权证券担保权也须适用发行人依据当地国法律组建时的所在国的法
律，这样做未必总是合适的。 

 备选案文 C 作为对股权证券（不论是有票张的还是无票张的）的规定保留
了备选案文 B，但是规定债权证券（不论是有票张的还是无票张的）适用不同
的规则，即管辖该证券的国家法律。采取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如果发行人选择
将组建地国家法律以外的一种法律作为证券的管辖法律，那么该其他法律也应
当是担保权事项的适用法律。采取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由一项法律统一管辖与
债权证券有关的所有事项，从而避免了因为对各种问题适用不同法律而产生的
不相一致的风险。然而，备选案文 C 的不足之处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可转
换的证券）可能会模糊股权证券和债权证券之间的区分。此外，虽然备选案文
C 侧重于债权证券的合同约定性质，在这方面债权证券类似于应收款，但是备
选案文 C 与有关应收款担保权的设定、对抗第三方效力和优先权的法律冲突规
则并不一致（根据第 80 条，对于应收款，设保人所在国的法律将管辖这些问
题）。由于债权证券属于通类意义上的应收款（金钱债务），因此备选案文 C 的
一种变式将是对债权证券适用与应收款相同的法律冲突规则。] 
 

第 94 条. 多领土单位国家情况下的适用法律 
 
1. 如果某一问题的适用法律是多领土单位国家的法律，在不违反第 3 款的前

提下，提及多领土单位国家的法律即为提及相关领土单位的法律，以及在该领

土单位可以适用的限度内，该多领土单位国家本身的法律。 

2. 第 1 款提及的相关领土单位应根据设保人或设保资产的所在地予以确定，

或在其他情况下根据本章条文予以确定。 

3. 如果适用的法律是某一多领土单位国家或其中某个领土单位的法律，则按

该多领土单位国家或领土单位现行有效的内部法律冲突条文确定究竟是适用该

多领土单位国家的实体法规定，还是适用该多领土单位国家某一特定领土单位

的实体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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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过渡期 
 

第 95 条. 修正和撤销其他法律 
 
1. [颁布国指明的法律]予以撤销。 

2. [颁布国指明的法律]修正如下[颁布国指明的修正案文本]。 
 

第 96 条. 本法的过渡期适用 
 
1. 就本章而言： 

 (a) “先前法律”系指在本法生效之前现行有效的[颁布国指明的法律]；及 

 (b) “先前担保权”系指在本法生效之前依据先前法律设定的属于本法含

义内的担保权定义而如若该担保权设定之时本法已经生效则本法将予适用的一

项权利。 

2.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本章适用于其范围内的所有担保权，包括先前担保

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以下问题，即“先前法律”只能是颁布国的
法律，还是也可以是因法院地国的冲突法规则而适用的另一国法律。在这方
面，工作组似宜考虑到，只有颁布国的法律作为适用法律时，才会触发过渡期
一章（以及本法其他各章）的条文。工作组还似宜注意，第 2 款中“本法”一
语包括“本法”的法律冲突一章的条文。] 
 

第 97 条. 本法不适用于本法生效前启动的诉讼 
 
1. 先前法律适用于本法生效前启动的法院或仲裁庭程序目前仍在处理的事

项。 

2. 本法生效之前已开始强制执行一项先前担保权的，可以根据先前法律继续

强制执行。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本条以《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29 为基
础，已对本条作了修订，使之与该建议更加一致。其结果是，即使第 96 条第 2
款规定新法律予以适用，但在新法律生效之日已经开始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
人可以选择根据先前法律的规则继续强制执行（但也可以遵守新的规则）。如果
新的规则更加清晰，或更加有用，这种情况下有担保债权人将决定不行使选择
权，而是根据新的规则行事，因此本条非常重要。] 
 

第 98 条. 先前担保权的设定 
 
1. 先前的法律确定在本法生效前是否设定了一项先前担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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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先前法律设定的先前担保权，即使其设定并不符合本法对设定的要

求，但在各方当事人之间仍然有效。 
 

第 99 条. 先前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 
 
1. 根据先前法律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先前担保权，根据本法继续具有对抗

第三方效力，直到（以先发生者为准）： 

 (a) 根据先前法律该项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终止之时；及 

 (b) 本法生效后［颁布国指明的一段时期］期满。 

2. 本法生效之前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之间订立的设定先前担保权或就之作

出规定的书面协议，在本法生效后足以构成设保人对办理一项通知登记的授

权。 

3. 先前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根据第 1 款终止之前已满足本法的第三方效力要

求的，该担保权自根据先前法律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之时起，在本法下继续具

有对抗第三方效力。 

4. 先前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根据第 1 款终止之前未满足本法的第三方效力要

求的，该先前担保权仅自根据本法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之时起具有对抗第三方

效力。 
 

第 100 条.   先前担保权的优先权 
 
1. 确定先前担保权的优先权，使用的时间是担保权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时

间，或在预先登记的情况下，是其根据先前法律成为所作登记的通知内容的时

间。 

2. 下列情况下，先前担保权的优先权由先前法律确定： 

 (a) 担保权和所有相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均在本法生效之前产生；及 

 (b) 自本法律生效以来这些权利的优先权地位无一发生变更。 

3. 只有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担保权的优先权地位才发生变更： 

 (a) 在本法生效之时按照第 99 条第 1 款的规定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但

按第 99 条第 4 款的规定其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已经终止；或 

 (b) 在本法生效之时根据先前法律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但根据本法

取得了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根据《担保交易指南》建议 232-234，本
条指的是先前法律适用于先前担保权的优先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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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条.   本法生效 
 
 本法生效时间为 
 
备选案文 A 
 
[颁布国在本法中指定一个日期]。 
 
备选案文 B 
 
[颁布国指定的日期之后][…]个月。 
 
备选案文 C 
 
[颁布国在登记处开始运作之后随即发布的一项法令中指明的日期。] 

 [工作组注意：委员会似宜注意，已修订本条，使之与《担保交易指南》更
加一致（见建议 228，第十一章，第 4-6 段）。工作组还似宜注意，《颁布指南》
将：(a)在这方面提及《担保交易指南》中的讨论（见第十一章，第 4-6 段）；(b)
解释“本法生效之日”一语指的是本法开始适用于其范围内的交易之日；及(c)
解释指出本条可置于本法的开头处或结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