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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前言

作为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的专著，本书是刘瑛在其博士学
位论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体现了一种
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国际贸易交易法是国际贸易法研究中的一块重要领域。国际贸易往来每天都在
发生。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巨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依托于无数个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而每个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都需要相关法律来调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正是这样一部在国际范围
内得到普遍认同和适用的国际商事条约，可以直接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
国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大量由中国商人作为一方主体的国际货物
买卖受到或本应受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调整。因此，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的研究深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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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着力研究的正是第7条所揭示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解释的特别规则，全书前五章也都围绕第7条本身展开，是一种小中见大的文章作法。
而第7条又不仅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本身的特别解释规则，它也是民商事条约的代表
性解释规则，阐明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公法性条约的解释原则和方法。条约解释研究是条约研究中一
个重要课题。一般而言，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见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4条。然而，作为一
部民商事条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专门规定了其自身的解释规则。在这个意义
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的研究超越了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解释而解释的藩篱，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提出的
“摈弃国内法成见在国际法律基础上自治地解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尽量扩大《
公约》法定外缺漏的范围，运用类推、一般原则方法在《公约》框架内实现补缺解释的目标，尽量避
免国际私法规则指引的国内法在补缺解释中的适用”、“运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外国判例法来
辅助解释《公约》”等观点都有一定见的。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通过具
体的条款解释和补缺解释演示深入阐述了上述解释方法的适用，运用实证案例进一步揭示了《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和外国判例法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中的运用方法，更是深具意义。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最后一章探讨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
中国的适用和解释问题，很值得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重视。本人从事法学研究多年，也是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资深仲裁员，在长期的研究和实务工作中深感国内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关于《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法院和仲裁庭的直接适用条件、关于直接适用与意思自治的关系、关于《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内法在适用上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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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瑛，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
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
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2003－2008年期间任教
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2004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自2008年9月开始任教于武汉大学。迄今已
经在《法学》、《国际贸易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并独自编著和参与编著了著
作、教材《国际经济法学》、《金融法》等近十部，完成欧盟、商务部、上汽集团、上海市教委等资
助的研究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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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概述第一节　第7条概述第二节　对《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中若干问题澄清第二章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一般解释规
则第一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的立法历史一、《公约》第7条第1款的起源
二、《公约》起草中第7条第1款的变迁第二节　“国际性质”和“促进统一适用”与《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一、“国际性质”与解释二、“促进统一适用”与解释三、立法历史与《公约
》解释四、法学家著述与《公约》解释第三节　“遵守诚信”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
释：价值一、《公约》第7条中诚信的含义二、《公约》中诚信的范围三、诚信作为《公约》解释的
价值之我见第四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示例一、代表观点二、对第14条和第55条
关系的解释第五节　小结第三章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补缺解释第一节　《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的立法历史第二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的补缺
和类推一、补缺的前提：缺漏（Gaps）二、《公约》补缺方法概述三、补缺和类推第三节　“一般原
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一、一般原则概述二、《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三、
《公约》一般原则的识别和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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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否存在《公约》第7条第2款所指的缺漏《公约》条款并没有对这种情形下的索偿做出规定，
第74条规定的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问题，而例子中合同尚未成立，不能直接适用
第74条。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对案例中的情形没有明确规范是否构成《公约》的缺漏，也即该事项
是否在《公约》调整范围内呢？在判断是否存在法定外缺漏时，正如前文所言，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国
际货物买卖法的统一化，应当采取宽松的标准。一般认为，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及合同双方权利
义务事项，只要没有为《公约》明确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或规定依据各该国内法确定的，应视为在《
公约》调整范围内。在作判断时，除了文本本身，还应当将《公约》的立法历史也纳入考察范围。在
本案例中，《公约》文本并未明确排除合同成立中的救济问题，需要考察《公约》立法历史来帮助确
定。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公约》起草者是否意图将该事项排除在调整范围外，还是仅仅因为没有预见
到此类问题而造成缺漏？在《公约》制定过程中，前民主德国代表曾经提议要制定一个条款，规定先
合同的谈判过程中的一般义务和责任，但该提议没有被接受。从中可以推断，《公约》并没有一般性
地赋予当事人先合同义务的意图。但笔者认为，起草者并不排除《公约》对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整
。本案涉及要约的撤销和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公约》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制集中在第16条和
第74条。通过对第16条和第74条立法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案例中的情形在《公约》起草中并没有
被论及，也没有证据表明制定者们认为案例情形中的卖方不应该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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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底本，是我十余年法学学习的一个注脚。坐在珞珈山麓，抚摸着这本并不厚
实的小书，我的掌心感觉着它的质地和纹理，心里翻涌着的，则是自己法学路上的点点和滴滴。那
是199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足武汉大学。伫立在她古朴的门楼前，默念着上书的“国立武汉大学”
，我的心头微微一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而我和武大绵延十余年的缘分，也就由此开始
了。作为一座百年学府，武大有一种远离了喧嚣的、仿佛来自远古的幽邃遗风，总能带给她的学子们
一种宽厚、淳朴的安静感。我曾无数次驻足徜徉于她的碧波、幽径、石坊、飞檐、重阶、回廊和古木
之畔，感受她的历史纵深，感受她百年凝聚的学术之魂和大师先贤的精神与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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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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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参考了大量外文资料，以小见大，兼具理论和实践性，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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