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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

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第一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获得司法部“第二届全国法
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国际经济法》在阐述国际经济法基本内容的同时，尽可能反映其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当代新发展。与同类教材相比，《国际经济法》在知识点的深度和广度上更具有可读
性、可用性，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此次修订，保留了正文后设计的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必读法
规、推荐阅读书目、典型案件或本章阅读文献等栏目，并根据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最新变化，对国际航
空运输、国际铁路运输、国际贸易支付中的信用证制度、反垄断法以及国际经济贸易争议解决方面的
有关内容做了修订，同时更新了推荐阅读书目和必读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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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传丽，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64-1969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
语专业文学学士1979-1982吉林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1985-1988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
法专业法学博士学位1990-199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
心，帕克外国和比较法学院结业院结业证书1982-1986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兼
职律师。1983-1984借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商务部)条法司参加《中国外贸易法》
起草小组的工作。1986—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原国际经济法系)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
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华东政法学院兼职
教授；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深圳、石家庄、
肇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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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国家竞争力与国际经济法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二、国家竞
争力与国际经济法第二节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渊源和发展一、国际经济法的概念二、国际经济法的渊
源三、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一、国际经济法的一般主体二、跨国公司第
四节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一、国家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二、经济合作以谋求发展原则
三、公平互利原则第五节 国际经济法体系与研究方法一、国际经济法体系二、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必读法规推荐阅读书目本章阅读文献 国际经济法与公共利益第二章 国际贸易法
概述第一节 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一、国际贸易法的概念二、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三、国际
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第二节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和发展一、国际贸易法的渊源二、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本章
小结本章思考题推荐阅读书目本章阅读文献 政府管理贸易的法律与制度的经济学思考（节选）第三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规范一、有关涉外货物买卖的国内立法模式二、有关国际
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三、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一、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的国际性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三、合同的内容四、电子单证的法律问题第三节 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卖方应承担的义务二、买方应承担的义务第四节 违反合同的补救
方法一、卖方违约的补救方法二、买方违约所产生的卖方补救方法三、对先期违约的救济——中止履
行合同四、分批交货下的解除合同第五节 货物所有权转移与货物风险转移一、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二、
货物风险的转移本章小结本章思考题必读法规推荐阅读书目典型案件 美国联合企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山
东省对外贸易总公司烟台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第四章 国际货物运输法第五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律
制度第七章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第八章 国际技术转让法第九章 国际投资法第十章 国际金融法第十
一章 国际税法第十二章 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管制第十三章 国际经济贸易争议解决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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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4.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活动中统一行为规则的出现各国经济贸易政策和法律在矛盾中求得
协调。全球性、区域性多边经济组织，前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世界贸
易组织，后者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它们制定的规则，维护着国际经
济、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转。（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调整跨国经济交
往的各种法律规范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1.丰富了国际经济法的内容（1）信息技术和电子网络
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商务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并由此促进调整电子商务的法律规范的发展
。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电子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为依托的
一种全新商务模式。传统的合同法、证据法、税法、司法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如何适应电子商务模式
，是立法和司法部门面临的新问题。此外还出现了电子商务（或网络经济）本身特有的问题，如网络
安全、网上知识产权的保护、网络服务商的责任、网上资金划拨和结算、网上仲裁等。1996年和2001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分别制定了《电子商务示范法》和《电子签名示范法》，2003年又通过
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讯公约》，为各国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了蓝本；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底达成了
便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信息技术协议》，1998年5月又签署了《关于电子商务的宣言》
。（2）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促使各国及国际社会制定
相关法律，预防其可能产生的危害与灾难。针对转基因食品和农产品的污染和安全问题，2001年1月，
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起的生物安全问题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与会国家代表
达成了生物安全议定书，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包括由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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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

编辑推荐

《国际经济法(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核心课程教
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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