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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时间四分五裂的时代，这就形成了无限的知识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
。
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矛盾，求知的本性与短促的人生的矛盾，这一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人类。
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无非有两种。
第一种是充分利用时间。
但会受到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加上人生必要时间的支付，即使再充分利用时间，每人每天也只有24
小时，因而这种努力未必真正有效。
看来比较有效的是第二种，即对爆炸的知识进行甄别、挑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众所周知，著作虽多，但真正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总是少数。
择善而从，是人生的原则，自然也是读书求知的原则。
读书求知的有效方法是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读精品之作、经典之作。
经典著作是知识的浓缩、思想的精华，读经典著作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恰似“与君一席谈，胜读
十年书”，可以说，不读经典著作就谈不上真正的读书求知。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大政国是，是全球大势和时代主题，也是人类智慧聚焦之所在。
在步入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每年发表的法学作品数以万计。
法律是时代精神精华的确认，法治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贯彻，法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写照。
法学必须是精华，只有精华才配称为法学，只有法学经典著作才是值得供人解读的真正的法学文本。
人们希望快捷地找到其中那些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堪称经典的作品。
编选《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即是出于此种考虑。
考量著作是否精品、经典有以下标准：一是思路新奇。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的发展新新不已，学术创新之处正是学术精华所在。
那些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开天辟地、振聋发聩之作当属精品、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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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4年卷)》精选2003年度全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优秀国际法学论文
编辑而成.主要包括：“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论wT0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涵盖国际公法、
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三个方面。
这些论文代表了2003年度我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水平，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准备考研的人士以及法学教研人员和法律工作者参考，也可作为年鉴由图书馆资料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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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公法任际 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徐崇利 全球化趋势与“跨国法学”的兴起江国青 论国
际法的主体结构黄志雄 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黄瑶 联合国宪章的解释权问题石
磊 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与成员国的关系杨泽伟 论国际法上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及其发展趋势赵建
文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李鸣 国际公法对WT0的作用唐贤兴 国际法与主权国家
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黄瑶 正义战争论对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实践的影响李伯军 对美国“先发
制人”军事战略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法分析余民才 自卫权适用的法律问题余敏友 孙立文.汪自勇.李伯军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陈泽宪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王雪梅 儿童权利保护的“最
大利益原则”研究第二部分 国际私法黄世席 全球化与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徐冬根 论国际私法规范
的柔性化与刚性化李旺 冲突法上的实体法导论肖永平 论国际商事惯例在我国的适用黄进 何其生.电子
商务与冲突法的变革萧凯 论国际债券的自体法李旺 涉外案件所适用的外国法的查明方法初探袁泉 不
方便法院原则三题第三部分 国际经济法韩 龙 论WTO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杜新丽 我国在wTO中维护国家
经济主权的法律保障张乃根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杨国华 李 咏 姜丽勇 冯岩wTO争端解
决机制中的磋商程序研究方向 王海英 密启娜GATT／WTO下第三方参加诉讼制度探析张潇剑 WTO争
端解决机制之利弊得失贺万忠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货物损害定域问题探析朱京安 国际贸易中EDI的若
干法律问题新探都 亳 多边投资框架的发展趋势——兼论中国对策何志鹏 知识产权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何易 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蔡从燕 中欧贸易壁垒调查立法比
较研究附录 2003年度全国主要报刊国际法学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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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甚至是“没有国家的”“全球化法律”，或建立清一色的“法律王国”
，都基本上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昌道明确指出，法律全球化实质上就是“法律的美国化”。
持相同观点的其他学者提出，西方某些人提出法律全球化来自“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势力
”，是“超国家的”、“不受任何国家控制”、“没有国家的”等说法似是而非。
这种理论具有模糊性或隐蔽性，其表面上的“没有国家”实质是有国家的，这就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
家。
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基本上是被西方国家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总体上也是在西方国家主导
下制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也都是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
因而，西方学者的所谓“没有国家的”法律全球化，实质是借推行法律全球化之形，而行其法律输出
之实，企图在法律全球化进程中推行法律霸权。
这些学者认为法律全球化理论不切实际。
因为不管来自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有多大，它最终不能改变我们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事实
；不能改变法律作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阶级本质；也都不能改变法律文化多元化的客
观现实。
在那些持中间立场的学者们看来，笼统地谈法律全球化是没有意义的，要具体分析。
朱景文的看法有代表性。
他认为，一方面我们看到世贸组织在统一世界贸易法律规则方面的巨大进展，加入世贸组织必须首先
调整国内的法律规则，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所谓的法律全球化并不是在一切法
律领域都发生，在其他领域，法律仍然受到国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是主权国家意志的
体现。
这说明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用一个框架、一种模式、一种普适主义的公式笼而统之，是不切合实
际的，也是危险的。
他还谈到过，现在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法律全球化，即北约的全球化、wTO的全球化、法律移植的全球
化和非国家组织规则的全球化，不要笼统地谈论法律全球化。
根据以上引证来看，我国学者对法律全球化的看法迥异，这与学者们对什么是法律全球化这一概念的
内容的认识有关。
人权法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是保护人权的普遍要求高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经济法学家眼中的全球化
是wTO的共同规则要求各国国内法与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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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4年卷)》：本套丛书的主要特点：具有年鉴的作用，可供图书馆、资料室收
藏，具有学习和考试指导的作用，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准备考研的人土阅读参考
，具有教研资料的作用，为法学教研人民床头案前之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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