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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法的内容非常丰富，存在着不同的学说和理论，特别是世界贸易的组织成立以来，更是丰富
了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国际商事交易法、国际贸易管理法和国际贸易纠纷
解决法。
第一部分选择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和新的理论前沿问题做系统深入的研究，力求准确地反映WTO框架下
国际贸易法的最新发展。
本书既可作为国际法研究生的专门教材，也可作为法学本科以及从事涉外法律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
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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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军珂，法学博士，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法和国际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在《法学杂志》、《河北法学》、《政法论坛》、《法律适用》、《当代法学》等杂志和出版物
上发表论文20余篇，曾出版专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国际私
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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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内容及新发展　　五、　我国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　第二专题　国
际贸易惯例研究　　一、　国际贸易惯例含义阐释　　二、　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　　三、　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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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二、　电子商务的立法　　三、　EDI合同的法律问题　　四、　电子提单的法律问题　　五
、　电子信用证的法律问题　第七专题　国际贸易中的代理制度　　一、　代理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
　　二、　国际贸易中几种典型的代理　　三、　对有关代理制度国际立法的评析第二篇　　国际贸
易管理法　第八专题　解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一、　2004年《对外贸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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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专题　加入WTO后中国对技术进出口的管理措施　⋯⋯第三篇　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法主要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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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国际商事交易法　　第一专题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最新发展　　一、　《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的产生背景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缘起于《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长处和短处。
《公约》的长处主要表现为被主要贸易国家广泛接受，在国际货物买卖中起着重大作用。
正是这一优势促成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国际商事合同一般规则的尝试。
同时，公约也表明了立法层面可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以及达成公约过程中的斗急，导致最后文本的众
多含糊妥协的条款。
这些含混不仅影响着公约进一步发挥作用，甚至增加了各国之间的纠纷，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所周知，1980年公约的通过，结束了从1929年以来持续50年的国际货物买卖领域缺乏统一规则
的历史。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受法时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打算制定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统一规
则。
1964年两个海牙公约，即《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ULIS）和《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
的统一法公约》（ULF）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前者参加国只有8个，即意大利、比利时、冈比亚、联邦德国、荷兰、以色列、圣马力诺、英国。
后来又有4个国家退出，只有4个国家（英国、冈比亚、圣马力诺和以色列）。
后者参加国家7个，以色列没有参加后一公约。
因此1968年联合国设立了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着手统一贸易法规则时，仍采取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
规范的态度。
可在当时又有了新情况的出现，当时的贸易大家庭中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广大的第三世界
国家，各国法律传统的差异，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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