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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任总主编，由一批具
有较高学术成就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担任各卷主编。
《实录》以史家的笔法，以&ldquo;实录&rdquo;的方式，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再现共和国六十年历史进
程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法学重要问题的论争，从一个侧而揭示我国法学从&ldquo;荒蛮之地&rdquo;走
向&ldquo;显学&rdquo;，从&ldquo;幼稚之学&rdquo;走向成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历程。
读者不仅能从其间领略到我国法学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同叫也能真实感受到共和国六十年民主法治
与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六十年来，我国法学的发展如同唐僧西天取经那样，历尽波折，备尝艰辛。
其间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做了忠实记录，以留给后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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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1930年出生于大连，原籍浙江宁波。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m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兼任北京仲裁委员
会主任。
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
曾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嗣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同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别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会长
。
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被授予比
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2008年入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
廖益新，潮南郴州人，1957年12月生,1984年厦门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
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等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数育部全国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论著成果有：《中国税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年版）、《国际经济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学》（《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论电子商务交易的流转税法律属性确定问题》（《法律科
学》2005年第3期1）和《中国统一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评忻》（《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等，有关教
学和科研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奖励。
1998年入选为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2001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2002年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2006年获聘福建省“闽江学
者”特聘教授，2009年获福建省教学名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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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江平新中国国际法学60年历程回顾与展望一、新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历程二、新中国国际法学
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一)首创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二)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三)提出和平发展
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法新理念三、中国国际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国际法学研究缺乏有
效的整体科学规划和合理分工(二)对国际法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视研究不足(三)国际法研究存在
着滞后于国际法实践发展的问题，服务于国家重大决策和外交工作的作用有待加强四、未来中国国际
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一)关于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加强(二)国际法学研究
领域将随着国际法作用范围的扩大而进一步拓展(三)国际法研究与国内法研究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向更
加明显(四)国际法学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决策的功能
将进一步提升(五)国际法的研究将更多地注重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研究方法也更趋多元化参考文献
国际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分歧一、引言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之争(一)“狭义说”(二)“广
义说”(三)小结三、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之争(一)“大国际私法说”(二)“国际经济法说”(
三)小结四、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关系之争(一)对“广义说”的反思(二)“国际商法独立说(三)小
结五、国际经济法的属性：法律部门与法学学科之争(一)国内法部门说(二)独立法律部门说(三)独立法
学学科说(四)小结六、结束语参考文献WTO协议的国内适用问题之争一、引言二、条约适用及其效力
的一般理论之争(一)关于条约适用的基本概念之争⋯⋯外国人投资待遇标准之争国际私法的概念之争
国际私法的性质之争国际私法的渊源之争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机制之争关于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论
争关于主权若干问题的论争关于人权若干问题的论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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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由于交易权、管理权和国家主权三个概念与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三类国际经济关系相适应，
反映出国际经济法体系之下各类主体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也应自然成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的基础。
②张乃根教授则主张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来界定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他认为，国际经济法产生的目的都是旨在尽可能地协调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或差异，或者是协调
各国政府对国际经济的管理，求大同存小异，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
家社会福利。
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是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
关系。
因此，作为制度范畴的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以国际商业交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作为
学术范畴的国际经济法学，是以客观存在的国际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是相对独立于国际公
法学与国际私法学的新兴学科。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背景下，原本持“狭义说”的学者们的立场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例如，在韩成栋、潘抱存二位学者主编的《国际法教程》一书中，作者坦承：“无论是从国际经济发
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也无论从国际经济法本身的特点来看，国际经济法已成为法学体系中的一门独
立学科。
本书将此作为国际法教程中的一种作专门介绍，只是从大概念的国际法来说，它所调整的国际关系应
该包括国际经济关系。
但如果把国际经济法包括在传统的所谓‘国际公法’中，那就欠妥当了。
”④类似的体例亦可见于由王铁崖教授主编的1995年版《国际法》一书中。
虽然该章的撰写者王贵国教授仍主张“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但同时也指出，从宽泛的
意义上看，国际经济法是规范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公司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易关系和经济关系
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以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以跨国
界的经济交易和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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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国际法卷》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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