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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际民事交往的频繁发展、跨境婚姻及离异事件不断增多以及出入境手续日益简化，使
父母跨国诱拐子女现象不断出现。本书在对此现象进行社会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际
诱拐儿童的多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并以《海牙公约》为中心，着重研讨其文本的解释、
立法的实施和司法的适用等问题。在父母诱拐子女的问题上，除了保护和尊重父母对儿
童的监护权和探视权外，更应关注被诱拐儿童的利益及心理感受。我国应认真反思该主
题，重视对跨界诱拐儿童民事问题的研究，不仅在国际诱拐儿童方面，而且在区际诱拐
儿童方面，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应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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