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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国，依照法律以及国际上
通行的规则办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作者多年从事国际贸易法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对国际贸易法的内容体系和发展变
化有较深刻的认知。
　　本书用教材的体例和结构，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国际贸易各个环节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在一
些理论问题上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
在形式上，作者努力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在内容上，按照国际贸易活动各个环节的运作程序，
对相关法律问题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具体包括了总论、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规则、政府对国际贸
易活动的管制措施、WTO调整国际贸易活动的法律以及国际贸易争议的解决方法等。
在分析上述内容时，力争充分反映国际贸易法的最新发展，并展示国际贸易法的最新研究动态。
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够给法律院校的学生提供学习参考，也能够给从事实务工作的人士提供一点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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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公约》第4条a项的规定是《公约》排除适用的某些比较敏感的法律问题，即合同的
效力及惯例的效力问题。
合同的效力问题包括合同形式上的效力和实质上的效力两个问题。
合同的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
“成立”解决的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一致的问题。
而“生效”则涉及合同的各项条款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援用的惯例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
问题。
如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各国国内法都有规定，而且差异很大。
《公约》不适用于合同及其条款的效力问题，这方面的争议只能按照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的相关的
国内法解决。
《公约》也不涉及任何惯例的效力。
惯例是指在国际贸易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确定内容、并被广泛遵守的一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
则。
说其具有法律意义或法律性质并不是说其是国家立法机制定的。
由于是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因此，惯例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只有在合同中引用的某个惯例，该惯例才具有法律效力。
这是关于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规定。
但对于默示接受惯例的问题，分歧则很大。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同一惯例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某一个惯例是否被广泛知晓、是否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如何认定该惯例是特定贸易中当事人
经常遵守的等等问题，国际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标准。
《公约》对惯例的效力问题不涉及，留给所应适用的国内法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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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法原理》：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国际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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