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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所涉内容相当广泛。
本书经专家评审，入选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百门精品教材建设计划项目”。
本书以有限的篇幅，简明扼要而又比较系统地阐明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并站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弱小
民族的共同立场，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评析当代国际经济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务问题，反映出中国
国际经济法学的特色。
本书在编撰体例上，由浅入深，详略结合；强化注释，扩大视野；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教材，又可供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本科生作为选修课
教材，还可供涉外经济法律实务工作者作为实务工作或自学进修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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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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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重大作用第二章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南北矛盾与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演进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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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在经济主权原则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    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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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问题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    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
人的权利与义务    四、违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救济    五、风险转移    六、保全货物    七、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的终止  第三节  国际贸易术语    一、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二、《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简介    三、几种常用的国际贸易术语  第四节  国际贸易结算的法律制度    一、汇付    二、托收
   三、信用证  第五节  管制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范　⋯⋯第四章  国际服务贸易法第五章  国际技术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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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内容提示〕本章概述了国际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剖析了贯穿
于其中的南北矛盾以及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进程；阐明国际经济法的含
义、范围及其与相邻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指出国际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跨学科的边
缘性和综合性法学学科；探讨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三个历史阶段以及贯串于其中的基本法
理原则。
本章是理解后续各章的知识铺垫和理论基础，阅读时重在理解和掌握本门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基本
框架。
　　国际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
这已是法学界公认的事实。
但国际经济法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它究竟何时开始出现？
后来如何逐步发展？
它与相邻的各种法律部门之间，有何联系？
有何区别？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中外学者们见仁见智，歧议甚多。
本章扼要地介绍和论述这些问题；并简略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和现状，探讨其中
所蕴含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法理原则；说明学习国际经济法对于自觉地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大
现实意义。
　　第一节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顾名思义，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
法律规范。
换句话说，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
学者界说不一，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
；参加国际经济交往、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
格的其他实体。
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
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参加国际经济交往、构成国际经济
关系的主体，不仅仅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而且包括在各
国涉外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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