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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几年前，中国与东盟启动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致力于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
伴关系。
去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今年7月20日，双方就7000种税目产品全面降税，标志着双方合作将谈判成果付诸具体行动。
自贸区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的谈判也成为进行时。
这股时代潮流为研究者开展“合于时济于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沿性课题和无限广阔的空间。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投资领域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际问题；既有
经济问题，又有法律问题。
在法律问题中，既有投资法问题，又有其他法律问题；在投资法问题中，既有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涉外
投资法问题，又有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的国际投资法问题；在国际投资法问题中，既有双边投资规则
，又有多边投资规则；在多边投资规则中，既有区域性投资规则，又有世界性投资规则。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与东盟的投资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绩，但是尚有不足。
主要表现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的多，从法学的角度论述的不够；对单个国家论述的多，对中国与
东盟国家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经济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的结合上进行深
刻论述的尚不多见。
目前，在中外文献中，尚未发现学术水平较高的关于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关系法律调整的著作。
呼书秀博士独立完成的这部专著，以多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为视角，从理论与实际
的结合上，对中国与东盟发展相互投资的法律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
该专著选题重要、难度大、创新性强。
可以说，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佳作。
    这部专著之所以说它是一部佳作，首先是因为该专著的创造性研究成果突出。
这集中表现为：作者第一个提出并论述了我国与东盟发展相互投资的法律机制是：“以利益作基础，
以法律为保障；以博弈达协调，以合作求共赢。
”具有独到的理论见解。
与此同时，作者提出并论述了中国与东盟发展相互投资的八项新的对策建议，特别是创制《中国一东
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定》的立法建议。
其次，该专著研究方法得当。
一部好的著作不仅要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支撑，而且要求作者具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呼书秀博士运用法律的经济分析、博弈分析、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翔实的材料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说理清楚，能够做到用材料说明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
再次，该专著结构合理，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写作规范，语言丰富、表达流畅。
最后，该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作为学术著作不仅要有理论创新，而且要用创新的理论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的实际问题。
应该说，呼书秀博士的这部专著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这部专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佳作不是偶然的。
在客观上，这是由于它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适应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设的要求，适应了中国与东盟发展相互投资的要求。
在主观上，这是同该书作者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分不开的，因而她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
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强。
同时，这同作者在撰写专著的过程中，较好地发挥了她知识结构上的优势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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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呼书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仅完成了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位课程，而且参加了北京大学
开设的一些相关课程的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她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她积极从事科
研工作，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经济法条目的撰写，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她学风严谨
，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下了很大功夫；她学习研究经济学多年，对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具有独立的思考
和见解；她从事国际投资工作多年，积累了投资工作的丰富经验；她当过记者，在国外学习、工作多
年，中外文功底扎实。
    呼书秀博士的这部专著是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
她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被各位教授一致推荐为优秀论文。
在形成此专著时，作者又作了补充修改，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但是，它所涉及的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深人研究。
事物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实践中将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等待人们去研究、去解决。
作为呼书秀的博士生导师，我对她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赞赏；同时，希望她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学
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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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呼书秀，出生于六十年代，传播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
曾任职新闻记者，近十年从事国际投资实务，现任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多家媒体特约撰搞人、中国一东盟问题专访论坛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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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优惠措施一、税收优惠（一）国际上的做法此处所称税收优惠，是指一国依法对外国投资
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和从低税率征税。
税收优惠的立法措施通常分两类：一是内国法(东道国法)的规定；二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一般全称
为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优惠措施的选择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目标，通常按照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地区发展政
策等，有重点、有选择地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以引导外资流向。
”①　　具体说来，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按以下几种思路选择：第一，对需要优先发展的行业给予优惠
；第二，按产业政策给予优；第三，按地区发展政策给予优惠；第四，对产品出口企业给予优惠；第
五，对先进技术企业给予优惠；第六，对利润再投资给予优惠；第七，按就业政策给予优惠；第八，
对大额外国投资给予更多的优惠。
　　（二）中国的实践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国吸收外资政策的
突出特点表现为对外资给予特别优惠，尤其是税收优惠。
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部涉外
经济法律。
当时该法规定：“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合营企业开始获利的头两年至三年可申请减免所得税。
”“外国合营者将分得的净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时，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
”二是1980年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该《条例》规定：“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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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呼书秀博士的著作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与东盟相与投资法律问题，学术特色鲜明的力作
。
本书的问世填补了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一项盲点，具有厚重的理论性。
该书具有可操作性，以论代法，在实践层面上提出的对策与建议对该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张士元　北方工业大学教授　　优秀的学术著作都有立意新颖、内容实在、表述规范等基本
特点。
通观本书，正是体现了这样几个特色。
　　以学术而言，该书涉及多门具体学科，以经济法学一般理论为指导，以国内经济法学为基点，运
用比较法研究等方法，将国内法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以实践而言，该书通过整合研究，对中国、东盟改进和发展相互投资关系提出了中肯又到位的意见和
建议，实可称为一篇宝贵的促进相互投资对策论。
尤其是该书鲜明地提出应用合作型法律博弈以建立投资合作机制的思想，探索国际（跨国）投资法律
现象及其规律性，显示出理论深度和创新精神。
总之，由于选题角度新、跨度大、难度高，该书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都是值得
称道的。
　　——程信和　中山大学教授　　研究中国与东盟之间相互投资的法律机制问题，需要深谙中国与
东盟的经济与法律，并能够把国内与国际法打通研究，发现其中涉及的基本问题、基本规则和基本理
论，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对策。
应当说，呼书秀博士的这一著作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为该领域的后继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
础性研究成果。
　　——张守文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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