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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多年来，中国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效卓著，举世瞩目。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正在继续大力推行这一基本国策。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需要大量具有较高层次综合素质的“三懂”人才，即懂经济，懂法律，又懂外文
。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就是适应形势需要，为培育上述“三懂”人才服务的
一种教材。
具体地说，本书的设计定位，主要是为法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这三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作为
公共专业基础理论课而提供的一种教材。
全书分为“国际经济法学总论”和“国际经济法学分论”上、下两编，每编各含五章，合计十章。
总论部分，较系统地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分论部分，则在简扼地概述国际经济法各分支学
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别深入探讨各该分支的重要理论问题，并重点介绍主要的实务知识。
基于上述设计定位，本书在撰写中力图贯彻以下原则：紧密联系中国实际，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的需要；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现有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系
统地阐明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跟踪和反映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最新发展和前沿信息，深入研讨国
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结合中国国情，以剖析南北矛盾的发展和国际
经济秩序除旧布新的进程为主线，评析当代国际经济法的重要问题，反映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特色。
鉴于本书的主要读者是上述三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他们既有进一步学习国际经济法学的共同需
要，而其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理论基础又各有不同，因此，本书在编撰体例上作了以下具体安排：由浅
入深。
详略结合。
各章第一节先对有关知识板块或有关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作概括性的介绍。
原先已大体掌握有关基本知识的读者，可通过略读，温故而知新；原先尚未接触本门学科或接触较少
的读者，可通过细读，循序而渐进。
各章第二节以下，则较深入、较详细地阐述或探讨本板块或本分支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法律问题，力求
做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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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第一批研究生教学用书之一。
    全书十章，分上编和下编各五章。
上编总论部分系统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包括国际经济法的涵义、渊源、主体及基本原则等
；下编分论部分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和国际海事法，各章在概
述国际经济法各主要分支学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各分支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全书由浅人深，详略结合；强化注释，扩大视野；点面结合，突出重点，适合作为法学、经济学和管
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课教材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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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国际经济法学总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和演进　　第二节 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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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多元化　第三章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第一节 私人　　第二节 国家　　第三节 国际经济组织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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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
主权原则　　第三节 公平互利原则　　第四节 全球合作原则　　第五节 有约必守原则　第五章 国际
经济争端的解决　　第一节 国际经济争端处理方式概述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述评
　　第三节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体制与中国　　第四节 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
惠：ICSID体制赋予中国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全面拆除　　第五节 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及其
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下编 国际经济法学分论　第六章 国际贸易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世界贸易
组织的法律体系　　第三节 国际商事合同法的统一化与中国的合同法　　第四节 国际贸易惯例的新
发展——INCOTERMS 2000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法律规范　　第六节 国际反倾销法的发展及中国的
对策　　第七节 信用证欺诈的法律问题　　第八节 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　第七章 国际投资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南北矛盾与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　　第三节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比较优势及
新世纪的发展战略　　第四节 《多边投资协定》与双边投资条约的比较　　第五节 外资征收及其补
偿标准问题　　第六节 中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问题　　第七节 中国外资法的“市场经济型”发
展　　第八节 中国外资法体系的特征与重构问题　第八章 国际货币金融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
节 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重构及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及
发展趋向　　第四节 证券立法及证券监管权的域外效力——以美国的法律与实践为中心　　第五节 
国际融资租赁法律问题　　第六节 国际融资担保的创新及其法律问题　　第七节 跨国银行监管的国
际比较研究　　第八节 国际金融服务自由化与监管法律问题　第九章 国际税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税收管辖权与国际重复征税　　第三节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国内税法的关系　　第四节 跨国
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协调　　第五节 外国税收抵免与国际税收饶让　　第六节 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
价行为的法律管制　　第七节 受控外国公司税收法律问题　　第八节 国际税收竞争法律问题　第十
章 国际海事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海事法的发展　　第三节 我国《海商法》的立法过程
与特点　　第四节 关于我国《海商法》的修订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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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国际经济学法总论第一章 绪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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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律门类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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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针对上述问题，概述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和演进，国际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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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及其与各个相邻法律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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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于
其中的基本法理原则；说明中国人学习国际经济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介绍中国人研究国际经济法的
概况和方法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评析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发展现状的几种误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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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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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众说不一，可大致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大类。
狭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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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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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陈安担任主编。
撰稿人员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陈安第一章第一、二、三、四、五、六、八节；第二章
第三节；第四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五章第三、四、五节。
曾华群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二、四、六节；第三章第一、二节，第三节第一、二目；第七章第一
节第一、二目，第五节第一、二、三、五、六目，第七、八节。
徐崇利第二章第一、五、七节；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目；第五章第一、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三目，第
二、三、四节，第五节第四目，第六节；第八章第三节。
董世忠第六章第一节。
房东第六章第二、八节。
廖益新第六章第三、四节，第五节第一、二、三、四目，第六、七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五
、六节。
蔡庆辉第六章第五节第五目，第九章第八节。
李国安第八章第一、二、四、五、六、七、八节。
朱炎生第九章第七节。
吴焕宁第十章第一、二、三节。
以上十位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发扬了团队精神，通力协作。
全书最后由陈安通读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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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上下)(研究生教学用书)》分为“国际经济法学总论”和“国际经济法学分论”
上、下两编，每编各含五章。
总论部分，较系统地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分论部分，则在简扼地概述国际经济法各分支学
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别深入探讨各该分支的重要理论问题，并重点介绍主要的实务知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经济法学专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