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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我们的生活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遗憾的是，作为规范国际经贸活动的国际经济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高不可攀、遥
不可及的感觉。
为打破上述错觉，编写符合时代需要并且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的教科书成为必
要。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了如下努力：　　第一，从我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
角度出发思考国际经贸活动所适用的法律问题，为本书的出发点，这点也正是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本
身的要求所在。
　　第二，国际经济法从其内容上看，涉及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私法和公法的国际条约、经济法
、合同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票据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许多课程的知识，如何使读者在本书
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笔者为此作出了特别的留意。
　　第三，国际经济法是在实务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法律学科，正因为国际经济法具有上述的特
征，了解当今国际经贸活动实务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不但对学生的学习大有裨益，同时，也符合当
今所提出的素质教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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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充分考虑当今国际经贸活动实务的基础上，从我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角度出发，对该领域所
适用的法律进行了系统的解说。
该书除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学生学习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的教材外，也可以作为相关实务工作者的案
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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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国有化运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抵御发达国家
所实行的新的经济殖民政策和实现通过自己的经营来开发建设自己国家的目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
将本国所属的自然资源的受益权，从外国发达国家企业的手中通过征收的方式划归国有的一种经济斗
争。
　　国有化作为国家行使经济主权的一种具体体现，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普遍得到了认可，这点在上
述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中也得到了确认。
但是恣意行使国有化，必然会对他国的企业造成损害。
基于此，国际社会对于行使国有化的条件，通常要求：　　①公共性原则（实行国有化应以满足社会
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　　②无歧视原则（不针对某一特定国家企业的财产）；　　③补偿原则
（对被征收者予以补偿）。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有化问题上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国有化的具体补偿问题上。
发达国家称，根据国际习惯法，对被征收者应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否则该征收行为本身违
法。
对此，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国有化问题上不存在上述的国际习惯法，各国应根据其本国的国内法来
决定国有化的补偿问题，这点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所表明的“各国应根据其本国适当的
法律以及本国所认为合适的情况来决定补偿”[第2条第（2）项（c）]这一原则中可以得到验证。
强调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原则，在结果上只会造成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方可行使国有化。
上述主张从根本上背离了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家享有行使国有化权利的目的。
　　在国有化补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今天，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所规
定的各国相互间自由所达成的合意不在此限这一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迫切发展本国经济的心理，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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